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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九中高一（上）期中 

语    文 

2023.11 

    本试卷共 6 页，100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北京旧城的中轴线定型于明代，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北，纵贯北京城南北，全长 7.8 千米，是世

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素有“北京脊梁”的美称。 

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以元大都中轴线为基准设计和修订的。纵向来看，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由三

段构成。最北端是钟楼和鼓楼，往南是皇城的北门地安门，与天安门遥相呼应。接下来自北而南分别是景

山、紫禁城、棋盘街以及正阳门等，这也是中轴线上最为突出且最精彩的部分。最后以永定门作为中轴线

的完美收尾。除了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建筑外，还有不少建筑是通过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如天坛与先农坛、

日坛与月坛等等，与轴线上的建筑一同构成了完整的中轴线建筑群落。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中”的原则在古代城市规划中早有体现。这

条中轴线将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串联起来，主导着这座城市的空间格局，以建筑规划的形式输入并

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政令所出的政治文化。紫禁城位于全城的中心，也是中轴线的中心地带，体现出皇权的核心地位。紫

禁城的核心是前朝三大殿，这里是皇帝颁布政令、召集群臣以及举行最高级别考试的场所。这种布局强化

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同时，在紫禁城南部设置了户部、礼部、工部、刑部等国家最高统治机构，这里

是皇权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昭示着皇帝位居中央、控摄四方的威严。 

敬天法祖的礼制文化。祭祀活动是北京城内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各类规格的祭祀建筑和场所分布在中

轴线两侧，既让这些祭坛显得整齐与庄严，也给中轴线增添了浓厚的礼制文化色彩。天坛和先农坛是国家

祭祀场所，帝王每年到天坛举行祭天、祈雨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到先农坛祭诸神，并象征

性地亲耕“一亩三分地”，以示重视农事。太庙和社稷坛遵从“左祖右社”之制而设，是皇帝祭祀祖先和

社稷的地方，以此展现王统、政权与疆域的统一性。 

前朝后市的商业文化。中轴线上分布着非常规整的商业区域。在紫禁城南侧，分布着明代最重要的商

业街——棋盘街。紫禁城东西两侧有灯市和庙市。灯市原为元宵观灯而设，后来逐渐变为定期交易货物的

集市。每逢开市之日，“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代北京城内分布的众多皇家园囿，也是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皇家

园囿的设置，除了满足帝后日常休闲娱乐之用，其结构布局亦体现着皇权至尊的观念，着重以移天缩地之

技艺，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寓意。景山的规制和建筑均可谓其典型代表。明朝营建紫禁城时，

在紫禁城北堆积出一座土山，并在宫城前开挖出金水河，遂造成宫城“依山面水”之势。而且此山地处宫

城中轴线上，“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景致十分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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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中轴线是明北京都城建设之精髓。这条“金相玉质”的中轴线蕴含着深刻文化内涵，是城

市功能和布局的基准线，是古代都城建设理念的完美呈现。 

   （取材于高福美《北京脊梁：明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魅力》） 

1.根据材料一，下列有关“明北京中轴线”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有“北京脊梁”之称，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 

B.在元大都中轴线的基础上设计修订，纵贯北京城南北。 

C.全长 7.8千米，纵向来看，被天安门和永定门分隔成三段。 

D.既主导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2.下列补写在文中横线处的句子，最准确的一项是（3 分） 

  A.皇家日常的生活文化 

B.休闲娱乐的建筑文化 

C.移天缩地的园囿文化 

D.景致优美的布局文化 

材料二 

北京由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成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彻底改变了城市性

质。北京中轴线随北京的发展而发展，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原来的城中心故宫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建而退居

从属地位，后者成为新的中心。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旗杆以及天安门城楼，承载着中国人民百余

年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获得民族独立的光辉业绩，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中轴线

的意义，使其不再服务于皇权统治，而具有了人民性的内容。 

随着北京城市规划范围的扩大，新的中轴线已经延伸到南起南苑，北至北五环路，长约 32千米。在这

32 千米的范围内，安排符合中轴线形象的公共活动空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设计时需要我们有丰富的

远见。例如，早在上世纪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预留的北部用地，就为后来的奥运公园建设提供了保障。虽然

中轴线延长的设想早已明确，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但具体空间形态却处于模糊状态。随着中轴线的延伸，

两侧的规划设计呈现出怎样的城市形象就成为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机动车的社会拥有量正迅速

增加，为了解决日益拥堵的交通问题，扩展道路和停车空间就显得非常必要。中轴线上，保护历史文化遗

存和规划道路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显然，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旧城保护与发展的总规划、总策略。 

建设中轴线将是整合北京城市文化职能、提高城市文化总体水平的核心战略。将中国多民族文化、国

际文化、北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这应该是中轴线承载的历史重担。 

中轴线北部是北京国际化职能的发展区。以奥林匹克国际城为核心，形成国际性产业发展中心，集文

化、体育、会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结合西部的中关村科技园国际研发区和东部的酒仙桥先进制造业区，同

时与顺义制造业、体育休闲产业发展轴和昌平文化教育产业轴相呼应，形成北京北部的综合产业圈。 

中轴线中部是以皇城为核心的中国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旅游、传统商业发展的中心区。从

古城保护的角度出发，应以长安街为东西轴线，在旧城东西两端发展两个副中心，分别承担行政中心和商

务中心的职能，将国家级管理功能向城市外围疏解，将旧城中心区塑造为凝聚中国政治智慧和传统文化精

神的精品，保持传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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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部连接广阔的华北平原，遥通连绵的海岸，北京的发展将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南扩战略是北

京的必然选择。中轴线的南拓发展，特别是南苑新城的建设将整合城市南部的空间秩序。亦庄经济技术开

发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兴产业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仓储物流业，南苑新城则为服务性中心和居住中

心，集中国家级的商业贸易等机构。 

发展地解决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需要更为合理的空间架构。北京历史上曾是一座“伟大的

城市”，有三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成果，尽管它见证了封建制度最后的辉煌，黯淡了“伟大的城市”的历史

价值，但其魅力和根基绝不能轻易否定。对其历史遗产有效的继承、实质性的尊重，是北京未来再造“伟

大的城市”的源动力之一。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将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延续奠定

基础。建设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新北京中轴

线的发展，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时代，规划师们责无旁贷．。 

（取材于《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 

3.下列加点字词的读音和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前仆．后继：“仆”的意思是“倒下”。 

B.崛．起：“崛”读作“jué”，意思是“兴起”。 

C.责无旁贷．：“贷”的意思是“推卸”。 

D.亟．需：“亟”读作“qì”，意思是“多次”。 

4.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在中轴线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表述，与原文不符．．的一项是（3 分） 

A.安排符合中轴线形象的公共活动空间并不容易。 

B.用于建设奥运公园的北部预留地仍然模糊不清。 

C.延长的中轴线两侧呈现怎样的城市形象待确定。 

D.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与规划道路之间的矛盾突出。 

5.根据材料一、材料二，与过去相比，新北京中轴线有哪些不同？请分条概括。（6 分） 

二、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0分。 

6．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10分） 

①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②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③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④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路》） 

⑤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1）对①中“是知也”的“知”，有读一声和四声两种处理。请根据语境，就两种不同的处理，分别

解释“是知也”这句话的意思。（4分） 

（2）如果用“学习”话题来统率上面各句，这些文字论及了关于“学习”的哪些方面？请作简要概

括，并选择其中一个方面，结合《论语》谈谈你的认识。（6分）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7-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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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 

李白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 

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 

白日掩徂晖 ① ，浮云无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 ② 栖鸳鸾 ③ 。 

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 

注：①徂辉：落日余晖。 ②枳棘：枝小刺多的灌木。③鸳鸾：传说中与凤凰同类，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 

7．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前四句，写诗人登高望远，看到天高地阔、霜染万物的清秋景象，奠定了全诗昂扬奋发的基调。 

B．诗中“荣华东流水”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古来万事东流水”表达的意思有相似性。 

C．七、八句借助于描写白日将尽、浮云变幻的景象，形象而含蓄的表达了诗人对世事人生的感受。 

D．九、十句的意思是本应栖息于梧桐的鸳鸾竟巢于恶树之中，形象而含蓄的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

自身遭际。 

8．结合全诗，简述结尾句“剑歌行路难”所表达的思想感情。（4分） 

9．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10分） 

（1）                ，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归园田居》）（2）                ，

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琵琶行》）（3）人生如梦，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4）                 ，心念旧恩。                               （《短

歌行》） 

（5）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6）满地黄花堆

积，            ，                。        （李清照《声声慢》）（7）              ，不尽长江滚

滚来。                          （杜甫《登高》）（8）骨气是人之脊梁，李白“           ，            ”

的傲岸，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毅，都是骨气的表现。     （李白《梦游天姥

吟留别》）四、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0-11 题。 

书香何来 

文学阅读对于一个民族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总是说要“建立书香社会”。书籍，真的是有香味

的吗？ 

一般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闻到的书香更多也更浓烈一些——许多人还记得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

喜欢得不得了，除了看，还要不断地嗅，觉得它真的是香极了。那时将纸页贴在鼻子上闻到的美好气息，

并不完全是一种错觉。墨和纸张纤维的气息，那来自于原野大地的气质被提留出来，吸进了肺腑，令人兴

奋而愉悦。纸和墨都是好东西，是大地上长出来的阳光下的生命。大地上的植物经过很多环节，最后转化

为书，也等于是另一种形式的开花结果。它的香味更深地藏在了里边，我们一遍遍读书，打开它，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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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它的气息。 

眼下我们谈到阅读难免会有一种忧虑，就是读者越来越少，以前那种万人争读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

好像真的出现了阅读危机。其实，我们尽可以放心，这世上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这种阅读，读者是永远

存在的，人类这个与生俱来的嗜好并没有改变。问题在于其他，比如说阅读的形式改变了。网络上的小说

一个月就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的点击量，杂志、报纸、书籍的出版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一部长篇小

说出版后，印数是一两万十几万不等，而放到网上，短短的时间内点击量就能达到几十万。这又使我们不

免疑虑：纯文学作品在短时间里，会有几十万的阅读量吗？ 

原来，为数不少的人也就是用鼠标点开看一下，然后就走掉了。他们只是“到此一游”而已。有深度

的阅读少了，浮光掠影的阅读多了。据统计，当下的纯文学印刷量已经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翻了好几倍，

而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教育程度的普及与提高，不同程度上使总的阅读量都较前大为增加了。看来对文学

阅读的忧虑，主要是因为缺少高品质的阅读者。 

现在的阅读大半是闻不到书香的。这除了因为匆促的浏览，不能感受文字深处的蓄藏，还因为更多是

从荧屏上阅读的缘故。比起印刷的书籍，电子技术生成的文字离大地生长的意义相隔太遥远了。从荧屏上

捕捉一些信息还可以，要慢慢揣摩文字就困难了。所以，现在知道很多消息的人随处可见，而保持了个人

思考力的人却不多。大家都在说潮流中传来传去的见解，并没有多少自己的主意。看来我们从离开了书籍

之后，也就从根本上告别了“书香”这个概念。 

不过，当我们真的离开荧屏回到书籍，那又会怎样？现在打开一份杂志，翻阅书店或街摊上摆放的一

些读物，情况也并不美妙。对不少人来说，这些读物里面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本来是很好的纸印出来的，

应该有书的香气，可是由于上面印的是许多不洁的内容，等于藏纳了污垢，这让我们从哪里去找书香？ 

一个留恋美好阅读的人，除了自己要苦苦寻觅好书，还要同时忧虑这个世界。他常常想通过媒体表达

自己的忧虑，可是渐渐发现这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实用主义盛行，到处是只问实利，不问手段。他们

痛苦地发现，有许多人为了商业利益，正不断推广文化垃圾，而优秀之作却没什么影响力。那些适应商品

社会游戏规则、沉醉其中的人会名噪一时，而那些深沉的阅读者，在群众中却显得很不合时宜。急功近利

型的写作，让那些对时代对读者对自己都有承诺的人感到越来越疲惫，因为日复一日的磨损，无论对肉体

还是精神，都是严重的消耗。 

文明之地不是以金钱多少来界定的，幸福之地也不是这样来界定的。有人说庸俗与否只是个人的事情，

并不妨害别人。其实哪有这样简单？庸俗的人一旦管理了一个社区，他就会让全社区按他的低级趣味运行，

到处散发出庸俗的气味。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怎么能闻到“书香”？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梦想：这辈子能到一个大地绿色蓬勃、人们手不释卷的地方去生活，那个地

方不需要十分富有，但那里的人群是能够安静读书、不吵闹别人的。是的，爱读书的地方一般都是绿色较

多的，日子也安稳富裕。说到底，书香扑鼻之地，也就是人类生存的幸福之地。                                    

（取材于张炜《书香何来》） 

10.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4分） 

A.作者认为人们年轻的时候嗅觉灵敏，更容易闻到墨和纸纤维的气息，感觉书“真的是香极了”。 

B.据统计，当下纯文学的阅读总量比以前大为增加，但这不意味着阅读质量也比以前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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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作者认为依赖现代传媒（比如网络）的阅读，不利于引发人们的思考力，很难建立书香社会。 

D.作者感叹当下社会“实用主义”盛行，产生的只有文化垃圾，严重消耗着人们的肉体和精神。 

E.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当下人们阅读的现状，表达了作者对创造高质量的精神生活的期望。 

11.通观全文，说说题目中的“书香”包含了哪几层含义。（6 分） 

四、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5 分。 

12．请仿照示例，另写一组句子。要求：字数相等，结构相似。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 

五、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0 分。 

13.作文（40分） 

“出格”，意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又可解为越出常规，做得过分。 

请以“出格”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700 字的文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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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3 分）C（“被天安门和永定门分隔成三段”有误）  

2.（3 分）C   

3．（2 分）D（“亟”读作“jí”，意思是“急切”）    

4.（3 分）B 

5.（6 分）【答案要点】可从规模、功能（政治、文化、经济、休闲）、意义等方面作答。 

【评分标准】每答一个方面并进行恰当解释得 2 分。意思对即可。 

6．（10 分） 

（1）（4 分）参考答案： 

①“知”读一声时，句意：这是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啊。（这是真正的知道啊） 

②“知”读四声（读“知”为“智”）时，句意：这是聪明智慧啊。（这是智慧啊） 

评分参考：每一种理解，2 分。其中，“知”解释准确，1 分；句意通达，1分。 

（2）（6 分） 

第一问：（2 分）答案示例：论及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意义（价值）、学习目标等方面。

评分参考：写对两个方面，得 1 分；写对三个方面，即可得 2 分。意思对即可。 

第二问：（4分）参考答案：略 评分参考：选点立论，2 分；引用分析，2分。立论明确，分析合理，即可。 

7.（3 分）A 解析：前四句景物描写为全诗奠定了沉郁压抑、悲壮苍凉的感情基调。   

8.（4 分）（要点）对荣华易逝、世事多舛的人生境遇的感慨；对黑白颠倒、小人得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

对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自身遭际的激愤。 

解析：尾句是本诗的诗眼，诗人卒章显志，抒发人生仕途坎坷艰难的悲愤之情。结合诗句来分析，“荣华

东流水，万事皆波澜”表达了对荣华易逝、世事多舛的人生际遇的感慨。“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以

落日的余晖（徂晖）为浮云所掩蔽，比喻玄宗为谗邪所惑。“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鹓鸾。”意谓“枳棘（有

棘刺的树木）本是燕雀筑巢之所，现在却委屈鸾凤去栖息；而高大的梧桐本是鹓鸾所居，而今却让燕雀作

巢占据”，来比喻贤愚颠倒、是非不分，“小人得志，君子失所”，揭露了统治者亲信奸佞、压抑贤才的罪

恶，表达了诗人对黑白颠倒、小人得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也表达了诗人对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自身际

遇的激愤。 

9.（1）久在樊笼里（2）同是天涯沦落人（3）樯橹灰飞烟灭（4）契阔谈讌（5）赢得仓皇北顾（6）憔悴

损  如今有谁堪摘（7）万里悲秋常作客（8）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10.（4 分）A D 

11.（6 分）①书籍里蕴藏的植物的气息②书籍里散发的墨和纸张的气味③读书过程中读者的思考④书籍中

美好的内容⑤书中蕴涵的作者对时代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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