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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参考答案及解析

1.D(“‘知音’从听众角度，强调听众需具有‘音乐的耳朵’”理解不正确。根据材料二，“知
音”在传统文论中早已不限于听琴者和操琴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艺术欣赏与批评的美学

术语，故材料中说的是“接受者”而非“听众”。）
2.B(“迥然不同”“在审美上有根本区别”不正确。根据材料一，两个观点都属于传统文论

的话语系统，都“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
3.D（材料一第三段观点为：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

A 项，说明做事要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B 项，说明文与史不能混淆，不可替代，否

则容易使人惑乱。C 项，说明《水浒》叙述艺术高超。）

4.①材料一立足于传统，侧重从三个方面论述传统文论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②材料

二立足于当代，侧重从两个方面论述如何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焕发当代活力。（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5.①“文以载道”强调用文章来说明道理，体现了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的特点。②
今天要用当代理论眼光和视野来阐释这一原理：古代的“道”指儒家思想学说，今天则指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③经过概念转化、贯通古今后，这一原理可焕发出当代活力，依然

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作用。（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6.D(“这是因为两人的制作方法都是独家绝技，秘不外传”不正确。这主要是因为“地道”
是一种感觉，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此外，陈醋王“独家绝技，秘不外传”于文无据。）

7.A(“含有几许轻蔑之意，软中带硬”不正确。酱油王对别人说他“装穷”一笑置之，“可我

不是包子啊”是温和的反驳，也是诙谐的自嘲。）

8.①借陈醋王和香油王吃酱油王的酱油，称赞他的酱油“地道”，从侧面衬托酱油王技艺

精湛，为人厚道，有助于突出其美好形象；②以三“王”互敬互信、成为知己，弘扬诚信

营商、诚实为人的良善风气，深化小说主旨。（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

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9.①忠诚老实，为人厚道：跟着师傅做酱油时累活脏活抢着干，自己开铺时用心酿造酱

油，从不兑水掺假。

②虚心好学，善于创新：学会师傅的秘方后，自己摸索用小米代替小麦，将松蘑晒干后

混在豆饼和小米里发酵酿酱油，形成独家绝技。

③慷慨善良，有情有义：穷人买酱油可以记账、以物抵账甚至将账一笔勾销；冒雪探望

卧病的老张头，不但不收他钱还送钱给他，为他的去世而流泪。

④富有爱国精神：长城抗战打响，他请朱铁匠打五十把大砍刀亲自送往古北口。（每点 2
分，任意答出三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10.BEG（标点如下：燕客蔡泽，天下辨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

11.B(“广故数言欲亡”中的“故”是“故意”的意思。）

12.D(“这时就要用厚利打动他”不正确。根据材料二，对于“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

者”，韩非只是列举了“说之以名高”“说之以厚利”两种情况及其结果，并没有断言“这时

就要用厚利打动他”。）
13.(1）范雎知道蔡泽想要用游说来难为自己，就欺骗说：“牺牲生命来成就名声，为什

么不可以呢？”（句意通顺 1 分，“困己以说”介宾短语后置、“谬”、“何为”各 1 分。）

（2）所进说的对象暗中追求厚利而表面上追求美名的，如果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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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任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句意通顺 1 分，“阴”“阳”“疏”各 1 分。）

14.同：两者都承认谏说很难。（1 分）异：材料一认为，谏说难在如何在自己的建议被

拒绝后，最终却使国君言听计从；（1 分）材料二认为，谏说难在如何了解国君的心理，

以便用自己的说法去适应他。（1 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韩非作《说难》，却因为劝谏君王而死于非命，看来进谏劝说是件很难的事情，自

古以来都是这样。有时国君心里明白臣子想要进谏规劝的内容，召见了他却拒绝了他的

建议，然而最终使国君言听计从，这虽然极其困难但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秦国讨伐

赵国，赵国请求齐国援救，齐国想要把长安君作为人质。赵太后不愿意，说：“再有人

劝说我，我一定要在他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希望晋见赵太后，赵太后气呼呼地请他

进来，她知道左师触龙必定是因让长安君做人质的事而来的。左师触龙慢慢地坐下，问

了一下赵太后的身体有无病状，然后请求赵太后让自己的小儿子在宫廷中当个黑衣卫士。

赵太后问：“男子汉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左师触龙回答说：“比女人们更疼爱。”后
来谈到了赵太后的女儿燕后，于是又深入探讨赵王三代以下的子孙没有功绩也被封侯，

结果遭遇灾祸的事情。赵太后明白了（左师触龙的话）,（左师触龙）又问：“长安君凭

什么托身在赵国呢？”（于是）赵太后说：“任凭您支派他吧！”于是长安君被派到齐国

当了人质。范雎被秦王疏远，蔡泽来到秦国，派人散布了一些能够激怒范雎的话，说：

“从燕国来的客人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的人。他一旦见到了秦王，一定会夺走范雎的

相位。”范雎（听了之后）说道：“诸子百家的学说，我都知道；很多人的辩论，我都挫

败过他们。这样怎么能夺走我的相位呢？”然后派人召来蔡泽，问蔡泽说：“您扬言要取

代我任相国，有这事吗？”蔡泽答道：“是的。”接着又引据商鞅、吴起、大夫种的事例。

范雎知道蔡泽想要用游说来难为自己，就欺骗说：“牺牲生命来成就名声，为什么不可

以呢？”蔡泽拿生命、名声都要保全的道理诱导他，劝说他归还相印，把相位让给有贤

才的人。范雎顿时对蔡泽肃然起敬没有了原先的恼怒，打消了原有的辩论想法，恭恭敬

敬听他的意见，把他请到家中如上宾一样对待他。最终蔡泽取代范雎做了秦国的宰相。

左师触龙的计谋发挥于爱，蔡泽的劝说激发于情理。范雎曾亲手使穰侯遭受困厄，从而

夺取了他的相位，为什么竟然不如蔡泽了呢？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材料二：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不够用来向君主劝说，不是难在我的口才不能

充分表达我的意思，也不是难在我不敢纵横无忌地把意思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

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所进说的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

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所劝说的

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

被接受和录用。所进说的对象暗中追求厚利而表面上追求美名的，如果用美名向他进说，

他就会表面上任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

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15.C(“因而无法获得远客的馈赠”不正确。颈联中“欲为万里赠”指的是诗人欲折早梅赠送

给远方的亲友。）

16.①对早梅敢为人先、不同流俗、凌寒傲霜、芬芳高洁的品质的赞美与追求；②对远

在万里之外亲友的思念以及希冀折梅相赠而不得的无奈与怅惘；③以早梅早开早落自比，

表达了对自身遭遇的抑郁不平及理想不能实现的忧虑与痛苦。（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7.(1）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2）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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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示例一：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示例二：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示例三：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每空 1 分，有错字、添字、漏字均不得分）

18.示例：①得失俱亡（得失两忘、宠辱偕忘）②直截了当（恰到好处）（每空 1 分，其

他词语符合语境即可）

19.①原句以“再洒上……”“加上……”描写想象中的江南农村冬景，动词使用准确生动，

且与前后文衔接更紧密，风格更一致；②原句运用比喻，把冬日农村比作一幅画图，生

动形象，更具美感；③原句中“你说还够不够悠闲？”采用第二人称商量语气，委婉亲切，

引入共鸣。（每答出一点给 2 分，答出任意两点给 5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

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0.C（联系上下文，结合具体语境判断）

21.示例：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②很难产生大范围沙尘天气

③沙源地气候也不再干燥（每句 2 分，意思对即可）

22.示例：对于我国而言，蒙古国东南部、哈萨克斯坦东部以及我国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的

荒漠为沙尘天气的形成提供了沙源。（画波浪线部分语病有二：一是表意不明，“内蒙古

和新疆北部”有歧义；二是搭配不当，将“产生”改为“提供”。每改对一处给 2 分）

23.【写作提示】

试题材料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介绍心理学三元关系，即人际关系中的三个要素

——自我、他人和环境，引出写作话题；第二句揭示这三个要素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要作

用；第三句进行拓展延伸，指出这三个要素“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由

此可见，材料的核心在于“自我、他人和环境”，试题中也明确要求表达考生对于“自我·他
人·环境”的思考和感悟。

写作本题，关键是正确把握“自我·他人·环境”三者的辩证关系。仔细审视三者关系，

不难发现：“自我”是基础，“他人”是辅助，“环境”是条件；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密不可分。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该注重自我认知和提升，积极与他人交流和互动，以

及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在其他领

域也是如此。

参考立意角度：①坚持自我，尊重他人，顺应环境；②提升自我，借鉴他人，借

助环境，赢得成功；③学习他人，利用环境，成就更好的自我；④发挥自我，带动他

人，创造更美的环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