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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通州区高三（二模）

语 文 2018 年 5 月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8 题。

材料一

现分布于我国贺兰山以东地区的几大沙地，历史上生长着茂密的草被和森林，自古就是我国的牧业基地。只是

近千年来，尤其近百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现在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沙地。

据史料记载，榆林东北的古城滩为西汉时代遗址，并以水草丰美、土宜畜牧著称。靖边县北部红柳河北岸的白

城子，在公元 5 世纪“临广泽而带清流”，而到 9 世纪时，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景象，10 世纪时由于

政治军事之故毁城，其已深在沙漠。鄂尔多斯的南缘还有不少汉及唐宋时期的遗址，如汉代的奢延、高望，唐代的

宥州(城川)、大石砭等，现今均淹没．．在流沙之中。又如陕北和宁夏黄河以东的长城沿线，在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公

元 1474～1541 年)，“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其后由于屯垦和战争等原因，植被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18

世纪中叶开放农垦之后，大规模移民开垦，使植被又遭大规模破坏，尤其 19 世纪末，天主教会进一步圈地招民屯

垦，加速了荒漠化土地的蔓延．．。城川、白泥井堂、宁条梁等地均是当时开垦的主要地区。目前不少城堡，如常乐堡、

保宁堡等都已被流沙掩埋．．，明长城自神木至靖边已有 84%的城墙处于流沙之中。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早在 6～7 世纪辽王朝建立之前，契丹的部落曾游牧于今日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科尔

沁草原西部地区，“追逐水草，经营牧业”。据辽史记载，在辽王朝之前，这一区域除发达的畜牧业之外，农业也开

始有所发展，当时是“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10 世纪辽王朝在科尔沁草原西北部地区建立了上京临潢府，建

都城于今日乌尔吉木伦河与沙力河汇合口附近巴林左旗东南面的波罗城，并在潢水(西拉木伦河)两岸建立了不少州

县，如乌州、龙化州、永州、松山州、饶州、丰州和祖州，农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0 世纪中叶，该地区和辽河

地区已发展成为“偏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农区。沙区考古发现的辽代铁器农具及辽金时代文化遗址（如老哈

河与教来河之间的龙化、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长宁及科左后旗大青沟一带）等，均可反映当时的农垦规模，

草原开垦面积的扩大及樵采活动，使植被遭到破坏，到 10 世纪的金代，有些地区出现了“土脊樵绝，当令所徙之

民，姑逐水草以居”的情景，土地荒漠化已有发生。13 世纪之后，随着元、明王朝的建立，政治中心南移，农垦规

模缩小，天然植被又得到恢复，到 17 世纪清初，荒漠化的土地又成为“长林丰草……讹寝戍宜……凡马骆牛羊之

孽息者，岁千万计……”的优良牧场。18 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清政府推行放价招民垦种政策，草原开垦造成植被破

坏，再次形成了斑点状流沙与固定半固定沙丘交错分布的景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在汉代之前，曾经是风景宜人的

大草原，汉代曾在此设置三军县、临戍县及三封县。《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充分说明

该区今天虽为茫茫无际的大沙漠，但在历史上却是农业发达、繁荣富庶之地。

（取材于胡三《翻开历史看荒漠》）

1. 材料一第二段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2分）

A．淹没 B．加剧 C．蔓延 D．掩埋

2. 材料一中，划线的引用史料用来说明科尔沁草原曾经水草丰美的一项是（3分）

A．追逐水草，经营牧业

B．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

C．偏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

D．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3. 下列关于科尔沁草原沙化进程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6～7 世纪，科尔沁草原西部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农业开始发展。

B．10 世纪辽代科尔沁草原西北部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一些地区土地荒漠化已有发生。

C．10 世纪中叶，草原开垦面积扩大，加之樵采活动，植被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重。

D．13～18 世纪中叶，农垦规模缩小，天然植被得以恢复，后因过度垦种沙化景观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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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历史上，这里水草丰美、森林茂密、鸟兽繁多。公元 1681 年，

清朝康熙皇帝设立木兰围场，作为“哨鹿设围狩猎之地”。塞罕坝是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末期，国势衰

微，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木兰围场开围放垦，树木被大肆砍伐，加之山火不断，到 20 世

纪 50 年代初期，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国土绿化。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

召。其后，林业部决定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经过实地踏察，选址于塞罕坝。1962 年，塞罕坝林场正式组

建。

建场初期，塞罕坝气候恶劣，沙化严重，缺食少房，偏远闭塞。“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极端最低气温达

零下 43.3 摄氏度，年均积雪时间长达 7 个月。塞罕坝人坚持“先治坡、后置窝，先生产、后生活”，克服了一个个

困难，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改进“水土不服”的苏联造林机械和植苗锹，改变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在高原地区首次

成功实现全光育苗。1962 年、1963 年两次造林失败后，1964 年春天开展“马蹄坑造林大会战”，在平均海拔 1500

米的塞罕坝高原上，一代代务林人种下一棵棵落叶松、樟子松、云杉幼苗，造林成活率达到 90%以上，最多时一年

造林 8万亩。

最近几年，林场继续增林扩绿，把土壤贫瘠和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作为绿化重点，大力实施了攻坚造林工程。

在山高坡陡、立地条件极差的地块上，目前已完成攻坚造林 7.5 万亩。2018 年硬骨头将全部啃下，成林后将大幅提

高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 86%的饱和值。

毋庸讳言，当初兴建林场时，人们只有朴素的、初步的生态意识，种树的重要目的是伐木取材，提供木材产品。

现在，务林人有了更为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种树的主要目的，是增林扩绿，提供生态产品。从朴

素的生态意识到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

近年来，林场大幅压缩木材采伐量，木材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最近这五年已降至 50%以下，为

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森林面积在不断增加，塞罕坝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 24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112 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 12%提高到 80%。如果林木按一米

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 12 圈，给这个蓝色星球系上 12 条漂亮的“绿丝巾”。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筑起

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

（取材于武卫政等人《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4. 下列对务林人建造塞罕坝万亩林海所闯过的难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改进“水土不服”的苏联造林机械和植苗锹

B．改变传统的遮阴育苗法，在高原地区首次成功实现全光育苗

C．实施土壤贫瘠和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为绿化重点的造林工程

D．增林扩绿，提供生态产品

5. 根据材料二，下列表现塞罕坝林海景象最贴切的诗句是（2 分）

A.青松寒不落，碧海阔愈澄。（唐•杜甫）

B.柳丝袅袅风缲出，草缕茸茸雨剪奇。（唐•白居易）

C.秋风城郭净，寒色树林高。（宋•张弋）

D.落日苍苍烟树林，渚鸥沙鸟更浮沉。（宋•赵蕃）

6. 根据材料二和下图内容，下列不属于产生塞罕坝“每年的生态效益”条件的一项是（3 分）

http://www.shicimingju.com/chaxun/zuozhe/4618.html
http://www.shicimingju.com/chaxun/zuozhe/1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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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攻坚造林工程将大幅提高林场森林覆盖率

B.务林人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

C.森林面积在不断增加

D.森林覆盖率由 12%提高到 80%

材料三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携手应对这一全球性生态问题，1994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支持、工程治理，

先后编制实施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出台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三北防

护林建设五期工程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等，开展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进一步强化了

防沙治沙执法检查和省级政府防沙治沙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工作。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在荒漠化防治领域，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增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共治

的行动体系逐步形成，我国荒漠化防治步伐不断加快，并取得明显成效。自 2000 年以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保持“双减少”，荒漠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

2424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3436 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 1980 平方公里，实现了由

“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取材于张建龙《防治荒漠化，建设绿色家园》）

7. 下列对我国防治荒漠化的有效举措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出台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

B．启动风沙源治理、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等工程

C．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

D．建立约束激励并举的制度体系和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行动体系

8. 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概括土地沙漠化的教训和治理沙漠的成功经验。（5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再试礼部不第，闻吴中陆子正尝从尹焞学，因．往从之游。自是专心圣贤践履

之学，通《六经》，贯百氏，言动必以礼，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

然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尝曰：“道之全体，全乎太虚。《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固．已支离，

若复增加，道愈远矣。”

孝宗隆兴元年，光朝年五十，以进士及．第，调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以潜邸恩幸进，台谏、

给舍论驳不行。张阐自外召为执政，锐欲去之，觉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辞不拜。而光朝及．刘朔方以名儒荐对，颇

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县。而大臣论荐不已，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

历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八年，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如故。是时，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事，光朝不往贺，

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移广东。

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岭南，其锋锐甚。光朝自将郡兵，檄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以军分控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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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诏徙光朝转运副使，光朝谓贼势方张，留屯不去，督二将遮击，连败之，贼惊惧宵遁。帝闻之，喜曰：“林光

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宝谟阁，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

四年，帝幸国子监，命讲《中庸》，帝大称善，面赐金紫。不数日，除中书舍人。是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

荐，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从中出。光朝愕曰：“是轻台谏、羞科目也。”立封还词头。天子度光朝决不奉诏，

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后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闻缴驳廓然，

士论始服。光朝因．引疾提举兴国宫，卒，年六十五。

（取材于《宋史》）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后世注解固．已支离 固：本来

B．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县 知：掌管

C．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 进：升任

D．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 出：完成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因．往从之游

光朝因．引疾提举兴国宫

B． 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

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

C． 以进士及．第

而光朝及．刘朔方以名儒荐对

D． 遂．以老疾力辞不拜

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通《六经》，贯百氏

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

B． 道之全体，全乎太虚

道的整体，全部超越了太虚

C． 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

林光朝一是个儒生，竟然懂得军事啊

D． 光朝老儒，素有士望

林光朝是一个老儒，在士人中素有声望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6分）

①然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

②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岭南，其锋锐甚。

13.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林光朝两次参加礼部考试都没考中，就独自潜心研究圣贤践履之学而通晓儒学。

B．张阐从外地被调回朝中担任执政官，本想除去龙曾二人，后却称病坚持不就职。

C．张说第二次担任签书枢密院事，林光朝没有去祝贺就被调出京作广西提点刑狱。

D．林光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正直，处事光明，一生命运因此而坎坷不平。

14.《礼记·儒行》中表达儒者的精神时说“上通而不困”，意思是说做官时也不为君主所困。体现了真正的儒者的

高尚品格。林光朝敢于违背皇帝意旨，就是具体表现。从林光朝的一生来看，他还具有哪些高尚品格？结合全文加

以概括。（5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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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儿 观潮上叶丞相

辛弃疾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
【1】

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

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
【2】
。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

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属镂
【3】

怨愤终千古。功名自误。谩教得陶朱
【4】
，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注释：【1】组练：“组甲被练”的简称，军士所服的两种衣甲。【2】人间儿戏千弩：钱武肃王筑江堤，命强弩

数百射潮头以阻潮水。【3】属镂：古代名剑。传说春秋时伍子胥屡谏吴王夫差杀越王勾践，夫差不听，反而赐其属

镂剑自刎，并抛尸于钱塘江。【4】谩教得：空使得，意为“白白便宜了”。陶朱：越国大夫范蠡，助勾践灭吴，立

下大功。传说灭吴后，他预料难为勾践所容，便携西施隐遁于太湖一带经商，成为巨富。

15.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动地鼙鼓”化用白居易“渔阳鼙鼓动地来”诗句，写出潮来时的撼人气势。

B. “悄惯得”五句描写“吴儿”自由嬉戏于潮水中的动人情景，极为精彩壮观。

C. 下片描写了落潮如白马驰素车奔向东方的景象，也抒写了对历史人物的联想。

D. 词作结尾的吴越之事暗含作者对当下国家命运的关切，情绪明快，意境雄阔。

16.“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二句，将势不可挡的汹涌潮水比喻为激战中如貔虎一般勇猛奔驰的军队。

下列诗句采用了这一写作手法的一项是（3分）

A.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李白《清溪行》）

B.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杜甫《望岳》）

C.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

D.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林逋《小隐自题》）

17.同样是以“钱塘观潮”为题材，《摸鱼儿》与下面潘阆的《酒泉子》相比，在内容与情感上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

处？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6 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

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18.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6 分）

①长于用典是辛弃疾词的一大特色，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结尾三句：“凭谁问，_______，________？”

借战国名将的典故传递出词人内心深广的忧愤。

②本词描写了气势骇人的浪涛，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写到：“乱石穿空，_______，________。”

两位“豪放派”代表词人笔下的浪涛有异曲同工之妙。

③“万里长鲸吞吐”一句让人联想起庄子《逍遥游》中同样奇伟的想象：“鹏之徙于南冥也，________，

_____________，去以六月息者也。”

四、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5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4 题。

西南，老汉人的地戏

①石头的街，石头的桥，石头的墙和瓦，石头垒筑的狭窄巷道，几个穿斜襟右衽．．绣边长衣的妇女，头戴白帕或

青帕，鲜艳而又内敛；阳光下，她们晒豆、倒茶、卖玉米。这时，一阵锣鼓声传来，演武堂的“地戏”上演了。

②青砖木构的演武堂挤满了人。一面戏台，青石铺地，坡屋顶下木质的桁架，架起一个古意空间。穿白色战袍

的演员在鼓声中上场，他们的头如阿拉伯妇女一样被黑布严严实实地罩着，黑布上面戴一副木质面具，面具上方竖

起两根足有一米长的羽毛，背后插的三角彩旗，或红或黄，飘舞着，与羽毛抖成一片。红色披肩，腰下红、黄、蓝、

绿各色彩带，转起来，斑斓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操红缨枪，或刀、棒、剑，在空荡的舞台上转走、穿插、打

斗，程式化的动作分挑枪、闭棒、踩钗、理三刀、抱月等几十种之多。地戏，在天龙屯堡也被称为跳神，源自军傩，

古代军队出征祭典，就是用类似的傩仪来提振．．军威。

③器乐只有锣与鼓，敲出节奏。很少唱，只闻说和喊，唱起来短促、高亢，一人唱，众人和。据说唱腔来自江

西傩戏的弋阳高腔。他们表演的是关公战吕布。

④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在云南镇沅九甲的坪地。那也是一个夏天，苦聪人祖祖辈辈的居住地

在陡峭的山腰，树木与茅草、竹片搭的简陋木杈闪片房、竹笆茅草房，像一个个鸟巢。这些当年从蒙古高原沿横断

山脉向南迁徙的羌氏后裔，也唱汉人的戏，苦聪人称之为“杀戏”。同样，他们表演的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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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人物。

⑤那天因为天色已晚，路途遥远，我从去寨子山的路上折了回来。黄昏，看到地坪上搬来的大刀、花灯、红旗

和粗糙简陋的头饰。不久，铜的钹、铜的锣在黑暗中敲起来，杀戏开演。苦聪人爱弹的三弦琴不见了，乐器只有锣

和钹，用来敲打节奏。拿刀枪的男人穿着斑斓的碎花长袍或拖着两条长布，锐声说上一段话，就拿着刀枪，在锣钹

声中左手高举，双脚起跳，像道士在做道场。只有喊叫，偶尔的唱腔也像在喊。当钹和锣敲出迅猛的节奏时，牛角

号响了，西藏喇嘛吹的那种拖地长号也呜呜地吹响。地戏与之相比，虽然平和了很多，优雅了很多，譬如服饰的华

丽，动作的丰富，还有声音的委婉，但它们仍是如此神似！

⑥杀戏与地戏只在一个极小的地方流传，杀戏在九甲乡，地戏在天龙屯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它们像珍稀物

种一样不为外人所知。显然，它们都是尚武的汉人群体的戏。

⑦九甲是苦聪人的栖居地，我不明白为何出现了汉人的戏。联想起白天要去却没走到的寨子山，又似有所悟：

那里居住着一百二十多户汉人，居民都姓熊，熊姓始祖很久以前从江西迁来。是不是迁来不久，他们很快就怀念汉

文化了？于是把汉人的戏带到了这片原始山林。地戏来自江西的弋阳腔，杀戏也是同一唱腔，而熊氏祖先来自江西，

似乎是相互的印证。

⑧天龙屯堡与九甲的风貌大不相同，当年南迁到此地的汉人们周围生活着回族、彝族、仡佬族、瑶族、白族等

十几个民族，他们被土著称为“老汉人”。众多少数民族土司势力占据了强势地位，使得“老汉人”一落脚，就不

得不修起军事防御功能极强的屯堡。屯堡依山傍水，配上石头的城垣．．和雄伟的寨门，进可攻，退可守。在对峙．．的环

境里生存，汉文化自然成了他们最妥帖的精神寄托，而地戏也自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文化守望。

⑨漫长的岁月，他们既不能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又无法与外面的世界密切联系，汉人部落由此形成。“凤阳

汉服”他们一穿就是六百年，穿成了一个传奇。妇女银索绾髻，三绺头，长簪大环，这是朱元璋老家汉族女人的正

统装束。由于前发高束，形似凤头，被称作“凤头笄”或“凤头苗”，他们甚至不被当成汉人而被当成少数民族对

待。

⑩南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北方民族不断南迁的历史。迁徙者在一座座山峰前面出现，又在一座座山峰后面消失，

有的走向了更远的地方，有的搭棚起灶，落地生根，黄昏里飘起了一缕缕炊烟……于是，林歹、代化、摆金、打易、

桑郎、断杉、普定、打宾、打邦河这样的地名在安顺、长顺一带出现。这些汉字并没有意思，文字是汉民族的，意

思却是另一个民族的。不管迁往哪里，老汉人都努力地守望着心底的梦幻。

⑪深刻的梦幻来自时间的深处，也来自当今世界。出天龙屯堡大门，时近正午，太阳正炽。车一恍惚间就拐上

了高速公路，仿佛这是一条时间的快速通道。作为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的一个镇，天龙屯堡已经划入新的规

划图。新区设立两年，已经修了六百公里的道路，铺设了九百公里的水、电、气等市政管网，产业城已有一百四十

多个重点项目……迎面扑来的高速铁路宽似机场跑道，像闪光的银幕，通过它我看见了天龙屯堡人追求的梦一般的

未来。

（取材于熊育群的同名散文）

19.对下列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右衽：“衽”读作“rèn”，意思是“衣襟”

B. 提振：在这里是“提起、振作”的意思

C. 城垣：“垣”读作“huán”，意思是“城墙”

D. 对峙：在这里是“对抗、敌对”的意思

20.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②段说演员们的头饰“如阿拉伯妇女一样”，以类比形象说明了表演者的装扮特点。

B.第⑤段介绍了地戏和杀戏有相似之处，包括服饰的华丽，动作的丰富以及声音的委婉。

C.第⑧段通过介绍屯堡强大的军事防御功能，客观呈现了“老汉人”南迁后的孤立状态。

D.第⑨段提到的“穿成了一个传奇”的凤阳汉服，是南迁至此地的汉人的精神寄托之一。

21.本文提及的地戏表演具有哪些特点？请分条简要概括。（6分）

22.本文第⑩段和第⑪段中的两个“梦幻”含意有什么异同？请谈谈你的理解。（5分）

23.作者运用插叙手法来构思文章、表达看法。请结合第④-⑦段的内容加以赏析。（6分）

24.演武堂里的演员们演唱的地戏令人动情，让人思考。下列对作品里的演唱所引发情思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红楼梦》中十二个女子演习戏文时唱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引发了林黛玉打开心扉、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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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往之情。

B.《边城》中傩送在碧溪岨的月夜下为翠翠唱情歌，使得她“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而且梦到了象

征着爱情的虎耳草。

C.《平凡的世界》中藏族姑娘用“野腔野调”唱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让金波激动，沉醉，并产生了

深挚的爱恋之情。

D.《红岩》中渣滓洞的狱友唱着叶挺作词的《囚歌》，“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给予了受酷刑折磨的

江姐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论语》《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

①上述作品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请以“独特难忘的 ”为题写一段文字，要求：在横线上

填入人物名字；结合作品中的具体内容。

②请从上述作品中挑选一个人物，展开想象，以“与 面对面”为题写一段采访稿。你可以向他询问

书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探讨其它问题。要求：横线上填入人物名字；采访稿要有问有答；注意问者和答者的不同

语气。

③请从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路遥、海明威五位作家中选择一位，写一段文字表达你对他的理解与评价。要

求：必须结合其作品来谈；鼓励个性表达与独立见解，但要注意言之成理。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①有消息称某英国出版社将出版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这是该作品首次被正式翻译成英文出版，说明英语

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在加强。

有人说，现在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好时候，在文化外交盛行的今天，作家应被当成“文化名片”，作为外界了

解中国当下现实的最好镜面。有人说，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里，不同国家的文学和文化都应得到尊重。我们说中国

文学“走出去”，并不是简单的“东方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而是要让中国文学回到一个应有的、正常

的位置上来。有人说，在未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里，既要找准自己的优势，汲取西方优秀文学的资源，又

要与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相呼应，展现发展中大国的文化自信与光辉形象。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哪些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②请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可写实，可想象，有叙述，有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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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1. A 2. B（选 B，3 分。选 A，2 分；选 D，1 分；选 C，0分）

3. B 4. D 5. A 6. A 7. D

8. 要点：教训过度农垦、大肆砍伐、山火不断（2分），破坏植被（1 分）；经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建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等（2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9. D（京官外调）

10. C 动词，到，达到；连词，与（A副词，就 B 代词，……的人、事 D连词，就）

11. B（道的整体，都包括在太虚之中）

12. 参考答案

①然而他未曾著书，只是对学习的人进行口授，使他们心领神会。

②茶寇从荆、湘来剽掠江西，逼近岭南，势头很猛。

13. A（“独自潜心研究”不当）

14. 要点：①刻苦研习儒家思想②自学传播儒家思想③把忠信看作高贵品质④为人正直不谄媚⑤临危不惧捍卫国家

利益

（5 分，每点 1分。意思对即可）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5. D 16. A

17. 参考答案

内容：相同之处：都写了潮来时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和弄潮健儿傲立潮头的惊险场面。（1 分）不同之处：潘

词还写了观潮的人，以满城观潮的盛况衬托潮水之壮观。辛词还写了落潮景象和相关历史人物。（2分）

情感：相同之处：都表达了对大自然壮美奇观及弄潮儿的勇气、力量与豪迈精神的赞叹。（1 分）不同之处：潘

词还表达了弄潮奇观带来的心惊胆战的感受，以衬托弄潮儿的英雄气概。辛词则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忠而被杀和吴

国灭亡的命运，表达了报国心愿难以实现的悲郁忧愤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2 分）

（共 6分。内容 3 分，情感 3分。）

18. ①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②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③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6 分，每空 1分）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5 分）

19. C（“垣”读作“yuán”）（2 分）

20. B（作者虽然认为地戏与杀戏相似，但是他认为地戏更加优雅，优雅之处包括“服饰的华丽，动作的丰富，还

有声音的委婉”等方面）（3 分）

21. 要点：演出服装：服饰斑斓鲜艳。伴奏乐器：主要用锣鼓等打击乐敲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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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特点：唱腔不多，说和喊比较多，唱时短促、高亢。

唱腔特点：来自江西的弋阳腔。

题材内容：不是表演自己的生活，而是三国人物故事。

来源：来自尚武的汉人群体。

流传范围：只在一个极小的地方流传，不为外人所知。

（6 分。答出两点得 3 分；答出三点得 4 分；答出四点得 5 分；答出五点得 6 分）

22. 相同点：两个“梦幻”，都指天龙屯堡人的精神追求。

不同点：第⑩段的“梦幻”主要指“来自时间深处”，指迁徙到天龙屯堡的汉人，祖祖辈辈的一直把地戏当精

神寄托，眷念故乡、守望汉文化是他们的梦。第⑪段的“梦幻”偏于强调“来自当今世界”，指天龙屯堡汉人今天

的生活日新月异，有如美丽的梦。

（5 分。相同点 1 分；不同点中，“来自时间深处”“来自当今世界”各 1 分，相应解释各 1 分）

23. 天龙屯堡唱“地戏”是主要题材，用插叙配上九甲乡唱“杀戏”这个辅助题材，可使文章内容更充实；“地戏”

“杀戏”两个戏种，特点相似且都不为外人所知，两戏并举更能说明迁徙汉人对汉文化的依恋，文章主旨更具说服

力；“地戏”说明迁徙汉人因为和少数民族对峙，会迫切地在新生活中保留汉文化，而“杀戏”进一步说明迁徙汉

人不仅保留汉文化，还能传播自己的戏剧表演，以此影响当地人，这样写富有层次；用插叙，避免了行文的呆板拘

谨，使行文起伏多变。

（6 分。文章内容、文章主旨、层次变化、行文变化等四个方面中答出三个方面即可，分析时要结合相应内容）

24. A（应为叹息时光流逝，年华易老的伤感之情）（3 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5. （10 分）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以 5 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

26. （50 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分。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减 1 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他两次参加礼部考试不中，听说吴中陆子正曾经跟尹焞学习过，就去与他交

游。从此他专心致志于圣贤的践履之学，贯通《六经》和诸子百家，言行一定依用礼义，从四面八方前来向他求学

的人大约有几百人。南渡以后，在东南地区提倡伊、洛之学，是从光朝开始的。然而他未曾著书，只是对学习的人

进行口授，使他们心领神会。他曾经说：“道的整体，都包括在太虚之中。《六经》对它已经进行了阐明，后世的注

解本来已是支离破碎，如果再增加的话，那么离道就更加远了。”

孝宗隆兴元年，光朝五十岁，因为进士及第调任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因为在皇上即位前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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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恩宠而得进用，台谏、给舍的驳议不得施行。张阐从外地被召任执政官，急切地想除去二人，而发觉他们不可屈

抑，于是称说自己年老有病坚决辞任不拜。这时光朝以及刘朔正以名儒的身份被推荐应对，对二人的罪状论及颇多，

因此光朝改任左承奉郎、知永福县。而大臣们举荐不已，于是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

历任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八年，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同时依然担任史职。这时，张说再次拜任签书枢密院

事，光朝没有前去祝贺，于是他出京作了广西提点刑狱，后来又移到广东。

茶寇从荆、湘来剽掠江西，逼近岭南，势头很猛。光朝自己带领郡兵，传檄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自

领兵分别控制住要害之地。这时皇帝下诏迁任光朝为转运副使，光朝认为贼兵的势力正嚣张，就留在军屯中没有离

开，督察二将拦击敌人，将其连连挫败，贼兵惊恐，连夜奔逃。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林光朝是个儒生，竟然懂

得军事吗？”给他加官直宝谟阁，召拜为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

四年，皇帝巡幸国子监，命令光朝讲说《中庸》，皇帝听后大加赞赏，当面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不几天，

就拜任他为中书舍人。这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推荐，赐给出身，拜官殿中侍御史，命令从宫中发出。光朝惊愕

地说：“这是轻视台谏、羞辱分科取士的名目。”立刻封还了谕旨。皇帝忖度光朝决不会奉诏，就改授他为工部侍郞，

光朝不就任，于是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是个老儒，在士人中素有声望。他在后省任职时还没发表什么言论

时，有人对他表示怀疑，等到听说了他驳还谢廓然任命的事，士人间的评论都开始敬服。光朝于是称病提举兴国宫，

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