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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高三（上）期中 

语    文   2018年 11月 1日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5分。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8题。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

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

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

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

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

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

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

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

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

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

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

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

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

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流寓”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流寓”的本质是离开本土移居他乡。 

B.“流寓”必须是“不得已”的客居他乡。 

C.流寓既包括社会原因也含有个人原因。 

D.流寓地不完全是远离京城的荒蛮之地。 

2.下列文人的称呼与“流寓”有关的一项是（2分） 

A．三闾大夫     B．东坡居士     C．范文正公    D．七绝圣手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

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

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

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

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

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

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

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

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

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

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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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

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

“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流寓文士“诗意地栖居”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流寓文士无视生存环境恶劣影响。 

B. 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的抑郁之情。 

C．积极地描绘流寓之地的风情画卷。 

D. 超然旷达地热爱与赞美流寓生活。 

4. 下列对材料一、二中出现的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流放：“放”的第三笔是“丿”。 

B.负书担橐：口袋。 

C.荒服：泛指边远地区。 

D.栖居：“栖”读作“qī”。 

5. 下列各句没有反映诗人流寓经历的一项是（3分） 

A.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李煜《虞美人》 

B.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杜甫《登高》 

C.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诗经·氓》 

D.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白居易《琵琶行》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

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

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 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

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

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 48名进士，连州就有 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 127名，连州就

有 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

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

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

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

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

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

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

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6. 根据“材料三”，下列不属于流寓文士政治抱负一项是（2分） 

A.重教兴学    B. 养民安民    C. 江山易姓    D.奖劝农桑 

7. 根据“材料三”，下列描述流寓文士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影响有误的一项是（3分） 

A.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不仅被广泛传扬并得到妥善保护。 

B.岭南的医学、教育、生产方式甚至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变化。 

C.流寓文士积极为政和解决民生问题使百姓生活有显著变化。 

D.流寓文士的诗文作品和文化传播丰富了岭南地区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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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结合上面三则材料，简要说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流寓文士具有的共同特征。（6分） 

（一）阅读下面两则文言文，完成 9-14题。（共 24分） 

商君书·更法第一①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②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

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

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

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

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

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

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

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

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

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

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注解： ①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商鞅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②代立：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   御：侍奉 

B.君亟定变法之虑                   定：下定……决心 

C.固见负于世                       负：被非议 

D.愚者暗于成事                     暗：暗淡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3分） 

A. 礼者所以便事也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 

B.今吾欲变法以治                  礼、法以时而定， 

C.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          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D.三代不同礼而王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 

11.下列对文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B.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C.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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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复原，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分） 

①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②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13.商鞅有哪些优秀的品质让你佩服？请结合原文，说说你的敬佩。（5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4题。（4分）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1)，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

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食不语，寝不言。  

子见齐衰(2)者，冕衣裳者(3)与瞽(4)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注释：(1)忮，害的意思。臧，善，好。 (2)齐衰：丧服，古时用麻布制成。 (3)冕衣裳者：冕，官帽；这里统

指官服。冕衣裳者指贵族。 (4)瞽：音ｇǔ，盲人。 

14.从以上的《论语》句子中选择一条，结合自己的生活或感受，说说你对它的体会或认识。（4分）        

三、阅读下面两首咏柳絮的词，按要求回答问题 

唐多令  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韵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临江仙   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韵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注]①燕子楼，在今徐州市，唐朝张建封为其爱妾关盼盼所建。张死后。关盼盼独居此楼十多年。②逐对成逑：

形容柳絮与柳絮碰到时，粘在一起。“逑”即“球”。 

 

15.下面对两首词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林词“粉堕”、“香残”用柳絮随风飘残，喻指红颜终将老去。借用“燕子楼”的典故，暗示出女子特有的孤

独悲愁。 

B．林词“叹今生、谁拾谁收”既是对柳絮命运的哀怜，也是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其凄凉悲楚之情溢于言表。 

C．薛词“蜂围蝶阵乱纷纷”一句，以蜂蝶纷飞之状，来喻写柳絮的疏狂自得，着一“乱”字，尤其传神。 

D．薛词“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现了柳絮的志趣和追求，为下文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张本。 

16.下面对两首词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两首柳絮词都运用了托物言志的写法，将柳絮自比，来表达了内心的情感。 

B．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意思是柳絮可不断借助好风之力，直上青云。这里化用了宋朝侯蒙《临江仙》中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之意境。  

C．面对同一团柳絮，因黛玉、宝钗两人身世、性格的不同，各自内心的感受也迥然不同，但都饱含对柳絮的一片

怜爱。 

D．黛玉拟的这首词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词缠绵凄恻，催人泪下。全词语多双关，明显有借柳絮隐说人事

的用意，而又浑然无迹，表现出精美的艺术技巧。  

17.同是写柳絮，但是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词却明显不一样，请比较分析两首诗的不同之处。（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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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面一则判词是写《红楼梦》中哪个女子的？（2分）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32. 林黛玉    B．贾元春    C．探春     D．王熙凤 

19.默写（8分） 

①_____________，悉如外人。 

②青树翠蔓，_____________，参差披拂 

③酿泉为酒，_____________ 

④__________________，百年多病独登台。 

⑤____________________，山岳潜形 

⑥_______________，儿女共沾巾。 

⑦___________________，随君直到夜郎西 

⑧山水之乐，_____________。】        

四、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1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20—25题。 

地气重凝 

①每天，我们第一件事往往是关注天气，也经常问别人“今天天气怎么样”，很少有谁问“今天地气怎么

样”。人立天地间，天气有阴有晴，看得见、触得着，地气却不然。不过，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伙伴们满

地追逐、摔跤、捏泥人、弹琉璃球……小伙伴们个个壮得像小牛犊，很少生病，家长们说：“多亏吃了土、接了

地气。”那个年代各家兄弟姊妹都不少，父母照顾不过来，才让孩子一个个疯跑疯玩。孩子们也不知因衣服脏

了、破了，挨了多少骂。现在的孩子们就没那么幸运，想接触点泥土或玩玩我们玩过的游戏，几乎是一种奢望。

衣服和手掌稍微有点脏，家长就会立马给冲洗干净，甚至还要专门消毒。 

②“让孩子接触地气”，现在的年轻家长也很难认同。我的一位同事，孩子经常生病，只好把孩子的奶奶从

乡下接进城里照看孙子。奶奶照看孙子自然会用心尽力，这一点不容置疑．．．．。可儿媳却对老太太有些“怨言”，原

因就在于老太太经常带着孙子到楼下的空地上玩耍，因而儿媳与老太太产生分歧。老太太说：“让孩子晒晒阳

光、吃吃地气，就不生病了。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这样带大的。”“孩子见土长得壮”“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些

老话，虽然很多人耳熟能详．．．．，可老太太说不出科学依据，只得退让作罢。 

③记得早些年下地劳作，长辈都要求必须先把鞋脱了，“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如果踏了，地就喘不

动气，庄稼就不爱长啦”。被耕种过的土地、有人住的地方，才会沉淀凝聚地气。地气旺人气，人与自然齐生共

荣添灵气。地气伴随春天醒来，既让人耳目一新．．．．，还会渗入无色无形的空气，让你听到、嗅到、感觉到。她用这

些方式告诉我们，她的脚步敏捷而轻盈，她的美丽无处不在。 

④开春的大地仿佛有一种声音，隐隐约约，丝丝传到耳畔……听不清，道不明。侧耳谛听，隐约的，不是风

滑过树梢，也不是管弦丝竹的余音……噢！那分明是地气在蠕动！她从遥远的土层深处传导而来。当布谷鸟的歌

声在田野上空倏然滑过，冰凌刚刚消融的土地，被地气一熏，身子松软，山冈上立刻“草色遥看近却无”。盛夏

时节，悠悠的地气被正午火辣的阳光照射，愈发炎热而强烈，灼烤的大地和路面上升腾起一阵阵、一波波的热

浪，清晰可见，那正是我们平日看不到的地气！稔熟的秋天，地气被丰收的声音和味道浸润着，揉搓着，搀扶

着，扩散着，丰厚而饱满；冬天，地气聚敛，谦卑地覆盖起季节的浮躁，偶尔会在避风的山沟、泉旁，飘逸为白

色的雾气，时隐时现几分朦胧与神秘。 

⑤眼下城市摊大饼般地成长，许多人反而感觉无处生存。从农村走进城市，天天奔走在宽敞平坦的柏油路

上，觉不到泥土的珍贵和芳香。在城里生活久了，整天脚踏水泥路，穿梭于高楼大厦，总觉得自己无根无落、越

来越轻，好像要飘浮起来一般。城市日益增高的水泥森林、鸣笛穿梭的汽车、雾霾升腾的味道，渐渐掏空人们的

心灵，感到上不着天、下不触地，没了降落、抵达和栖息的地方。许多人由向往城市的繁华，转向抗拒甚至恐惧

城市的繁华， 喜欢鸡鸣狗盗．．．．的乡村、雨后泥土的清香、遍地庄稼的田园风光。一句话，那是怀想和留恋大自然的

天然地气的纯正。 

⑥地气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大地厚重地载着万物，天空任我们思绪驰骋。俗话说：“天气下降，地气上

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今年清明节我回到故乡沂蒙山区那个小山村时，正赶上乡亲们赶着牛、扛着农具下

地耕种。我陪老父亲来到自家菜园地，脱掉皮鞋，双脚插进故乡松软潮湿的土地时，一股凉爽的气息瞬间传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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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心被地气抚摸、浸润和包围，顿感缕缕慈爱与温暖，神清气爽。过去听说，长久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需要

下床走走，接接地气，才能逐渐康复。地气究竟是什么？记得我爷爷曾说过：“开春吸几口新鲜空气，炒盘第一

刀韭菜，喝碗新剜野菜熬的粥，人就气血畅通，就接上地气了。” 

⑦说得深些，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

动情、不会有真情。吃着农家粗茶淡饭，熟知那一长串鲜活而简单的人和事，才理解土话里深藏的含义，才会打

开内心的玄机。脚下粘过多少泥浆，心中就积淀多少真情嘛。假若韭菜、麦苗都分不清，地瓜、土豆都不认识，

蒲公英、苦菜、荠菜、车前草都叫不出名，就不可能真懂民情和乡事。没有“土气”，也就接不上地气。真心话

是在心窝里暖出来的、焐出来的，用情用心才会接收到地气、扛得起风雨。这与每粒种子破土之前，都先憋着劲

往下扎根、先接通地气是一个理儿。 

⑧尊天道，守地理，就是信仰自然规律。 

⑨季节正在翻页，新的生命与梦想又在深厚新鲜的土壤里孕育着嫩芽苞…… 

                                                 （取材于厉彦林《地气重凝》） 

20.下列文中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不容置疑                      B.耳熟能详 

C.耳目一新                      D.鸡鸣狗盗 

2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自己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幸运，因为那时能满地追逐，能够经常接地气。 

B．人与自然齐生共荣，这体现在有人住的地方就会凝聚地气，而地气又能够旺人气。 

C．第⑤段划线句用拟人的手法写出自己太长时间没有与土地接触后的无着无落之感。 

D．文章结尾句用诗意化的语言描绘了土地对新生命与梦想的孕育，充满美好与希望。 

22．请分析第①段划线句子“不过，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伙伴们满地追逐、摔跤、捏泥人、弹琉璃球……

小的作用。（4分） 

 

23．文中多次强调要“接地气”。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如何才能做到“接地气”。（5 分） 

 

24.结合上下文，谈谈你对第⑦自然段这句话“说得深些，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

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动情、不会有真情”的理解。（5分） 

 

25．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接地气”的人物，下列对这些人物形象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来自社会下层，农村生活孕育了她精于世故又朴实善良的复杂性格。 

B．《边城》中的爷爷淳朴厚道，对孙女翠翠充满无尽的爱，是边城小镇茶峒纯朴民风的代表。 

C．《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朴实活泼，成年后却麻木寡言，只能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  

D．《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扎根于黄土地，勇于担起责任，带领乡亲办砖厂一起发家致富。 

五、作文 

26.微写作（10分） 

①京郊某公园草坪上竖立有一块标语牌：“践踏花草太不仁，乱挖野菜实无德”，这则标语有欠妥当之处。请在

该公园的网站上留言，就这则标语提出修改建议。要求修改意见中肯，层次清楚，表达得体，150字左右。 

 

②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请描写一个能够表现北京秋天之美的画面。 

③很多小说都有精彩的环境描写，它们在烘托气氛，塑造人物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请从《红楼梦》《红岩》

《边城》《老人与海》《呐喊》《平凡的世界》的典型环境中选择一处，加以描述并做简要点评。要求：符合原

著内容，条理清晰。 

 

27.大作文（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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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即贤才，强调德行和能力两个方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君要重用贤能之

人，重用优秀的人才，才能治理好国家。墨子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即国家贤良的人多了，治理才会好，否则就会出问题。统治

者的要务是使贤人多。  

其实，对贤才的需求，不仅是历代明君所渴望的，也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请以“时代呼唤贤才”为题，写

一篇议论文，不少于 700字。 

 

 ②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者或诉求者。 

“吃过麦当劳，看过好莱坞，玩过迪士尼——我比我爸小时候强！” 

“越来越多的同学上名校了，还能在网上选不同学校的课来听，虽然辛苦，也不乏快乐。” 

“与其坐等国家分配，不如学着自主创业，趁着年轻，我想试试……” 

  “下岗时我哭过，可生活还得继续。也许我今天只是个打工仔，明天就可能成为持股人……” 

  “过去是商店卖什么咱就得买什么，什么时候咱想买什么商店就能卖什么啊？” 

  “坐公车、逛公园、逛博物馆都不花钱了；有点儿小毛病，社区医院就解决了。快八十岁了，明天还能盼点儿什

么？” 

 …… 

这些话，说出了普通百姓的故事，道出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请以“改革开放中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为副标

题，主标题自拟，写一篇记叙文。要求：可写实，可想象，有叙述，有描写。7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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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高三（上）期中语文参考答案 
一、非连续性文本 

1.B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的能力。B项“必须”错误。原文表述是“‘流寓’是指‘不得

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 

2.B 【解析】本题考查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象的能力。依据文章提示，被称为“流寓”的情况是在京屡考

不中，旅居多年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这个时候获得的称呼才符合题意。显然，B项

“东坡居士”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因得到了一片东坡上的土地而自取的称号。当然和“流寓”有关。“三闾大

夫”是因为屈原掌管三姓而得的称呼；“范文正公”是范仲淹的谥号；“七绝圣手”是王昌龄得到的后人的赞

誉。 

3.A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的能力。A项“无视”的说法错误。文中只是说，面对恶劣的自然

环境，“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 

4.A 【解析】本题考查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以及字形的能力。A“放”的第三笔是“ ”。 

5.C 【解析】本题考查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象的能力。“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写热恋中的女子送来自己

家提亲的男子到的顿丘。没有离别家乡客居。而其他选项，李煜亡国后被宋军掳至开封；杜甫则客居夔州。白居

易被贬江州。 

6.C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意，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C项“江山易姓”是流寓文士因在当地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而被当地人怀念的结果，并不是他们当时的政治追求。 

7.A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A项“不仅被广泛传扬并得到妥善保护”的说法属

于无中生有。材料三中涉及的三位历史人物，刘禹锡在连州，编医书、重教兴学、关心少数民族。柳宗元在柳

州，“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韩愈在潮州，“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

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都没有涉及到发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 

8.【参考答案】他们遭贬谪或受排挤因此到僻远荒凉的地方为官；他们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艰难的生存状

态；他们能以积极的态度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有政声政绩，促进了流寓地区的文化发展；他们书写了大量

的诗文作品来反映流寓生活；他们得到了流寓地人民的认可和纪念。 

【解析】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流寓文士具有的共同特

征从文段中筛选可知。文段一介绍的是造成文士流寓的原因，这些人的遭遇相似，都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政治斗

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文段二介绍的是这些人面对流寓之地的生活做出的反映。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

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他们选择了“诗意地栖居”。文段三，

文士在被贬之地做出的政绩。“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

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正因为这些，他们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

认可。 

二、文言文阅读 

9.D 【解析】暗：不明白  

10.B 【解析】第一个以，表目的来，第二个按照；A项两个“所以”都是用来；C项两个“因”都是顺应，沿

着、根据之意。D项两个“而”表转折。 

11.D 【解析】不相复是不相同或者不互相因袭之意。 

12 翻译：①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

受礼制的束缚。 

②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13.商鞅有哪些优秀的品质让你佩服？请结合原文，说说你的见解。（5分） 

有大智慧、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大气魄。自信、意志坚定。有远见卓识、果敢、敢于改革、不因循守旧、

不走常人之路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优秀品质（1分），扣文本（1分），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

见骜于民。见解（3分）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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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14.略 

三、诗歌鉴赏 

15.C   

16.C 

17.同是写柳絮，但是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词却明显不一样，请比较分析两首诗的不同之处。（6分） 

【参考答案】柳絮的意象不同：林诗的柳絮漂泊、命薄、愁苦、伤感、任性。（1）薛诗的柳絮：自信、随缘、开

朗、积极向上。（1） 

意境（诗风）不一样：林诗的意境灵动、富有才情、别具一格。理想主义（1）薛诗：意境浑厚、淳朴。现实主

义。（1） 

情感和形象不一样：林诗抒发了自己寄人篱下，漂泊无依，凄楚哀婉的境况。表达了（倾诉了）无依无靠、无力

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抒写内心的孤独与悲伤。（1）薛诗写了柳絮不随流水，不堕泥土，借风力，飞上云霄，积

极昂扬的精神，意境浑厚，表现了薛宝钗的积极入世的心态，不自怨自艾，志存高远的心态。（1） 

18.C 

19.默写：①男女衣着  ②泉香而酒洌  ③蒙络摇缀  ④万里悲秋常作客  ⑤日星隐曜  ⑥无为在歧路⑦我寄愁心

与明月  ⑧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诗歌补充赏析： 

林黛玉作的是《唐多令》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薛宝钗作的是《临江

仙》。史湘云在看了第一句后，“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众人在看了

这首词后，“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妃子（林黛玉）’”。其实，这两

首词透露了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爱情观，林黛玉是“一团团逐对成球”，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求今生今世

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管它什么世俗偏见，管它什么封建礼仪，管它什么女子德行！这就是特别重视感情的林黛

玉。薛宝钗是“任他随聚随分”，爱情于她并不那么重要，跟谁在一起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取得较好的社会地

位，能否让她的德行为世人所认可！所以，黛玉要的是宝玉的感情，宝钗要的却是宝玉夫人的地位。其结果也真

如两首词：黛玉得到了宝玉的感情，宝钗得到了宝玉夫人的地位！但是结果却又是极其感伤的，黛玉得到了宝玉

的感情，但过早去世，宝钗得到了宝玉夫人的地位，却没法抓住宝玉的心，最终落得个守活寡的下场。 

另外，这两首词也表现了两人的根本不同，林黛玉的词表明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永远生活在诗意的境界里，看

到落花会流泪，听到秋风会悲戚，看到柳絮会感伤。自然中的一事一物都能触动她的哀思！明知道前路艰险，还

是拼命去追求。而宝钗则是一位现实功利主义者，“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始终想着荣华富贵，始终做着

宝夫人的梦，始终打着她的如意算盘，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凭借王熙凤或贾母的力量登上宝夫人的宝座。另外，她

的现实功利主义还表现在：善于把握现实利益的她总是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永远以平静的态度、精细的方法

处理着一切。 

两相比较，我们发觉，“宝钗在作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

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规则，黛玉在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灵性。”于是时代迎合了宝钗，扼杀了违反

现实的黛玉。 

综上所述，林黛玉与薛宝钗，一个是宦家遗下的孤女，一个是皇家大商人的千金；一个是率直重情的“泪美

人”，一个是深沉理智的“冰美人”；一个是飘散着诗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追求功利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博

学多识，一个冰雪聪明；一个孤芳自赏，一个广得人缘；一个成为叛逆者的榜样，一个是为人妻遵守“妇道”的

榜样。两个人的性格和人生完全是背道相驰的。 

四、现代文阅读 

20.D 【解析】（应为“鸡鸣狗吠”）               

21.C 【解析】（不是拟人的手法） 

22.请分析第①段划线句子“不过，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伙伴们满地追逐、摔跤、捏泥人、弹琉璃球……挨

了多少骂”的作用。（4分） 

【参考答案】写小时候在地上玩耍疯玩的美好回忆，父母没有时间管孩子，认为孩子接地气长得很壮实会少生

病。（1分）与下文现在的家长很难认同过去的看法。现在的孩子不接触土地容易生病做对比。（1分）为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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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城市生活在高楼与水泥地生活内心无根、越来越漂浮的感觉，抗拒城市的繁华，怀念向往乡村生活做铺垫。

（1分）为下文抒发文章主旨：接触土地、接触农家生活，遵循天道和自然规律做铺垫。（1分） 

23.（5 分）（每点 1分）答案要点： ①要和土地多接触；②耕种土地时要尊重土地、爱惜土地，让人与土地齐生

共荣；③要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天然地气的纯正；④要用情用心深入农家生活，懂民情和乡事；⑤要信仰自然规

律。 

24.结合上下文，谈谈你对第⑦自然段这句话“说得深些，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

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动情、不会有真情”的理解。（5分） 

用形象的说法，没有使用过农具，没有从事过农业农村劳动，没有在农村吃过苦的经历，就不会对农具有感情对

它们亲近、亲切，不会理解和懂得百姓的生活。（2分）不能理解农家的鲜活的人和事，懂得民情和乡事，就不会

真正理解农民的不易，对他们用情用心。（1分）升华主旨：表达了真正的接地气要与深入农家生活，了解农事才

是接地气。（2分） 

25.（3 分）C 

五、 

26.微写作 

①京郊某公园草坪上竖立有一块标语牌：“践踏花草太不仁，乱挖野菜实无德”，这则标语有欠妥当之处。请在

该公园的网站上留言，就这则标语提出修改建议。要求修改意见中肯，层次清楚，表达得体，150字左右。 

②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请描写一个能够表现北京秋天之美的画面。 

③很多小说都有精彩的环境描写，它们在烘托气氛，塑造人物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请从《红楼梦》《红岩》

《边城》《老人与海》《呐喊》《平凡的世界》的典型环境中选择一处，加以描述并做简要点评。要求：符合原

著内容，条理清晰。 

27.大作文 

①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即贤才，强调德行和能力两个方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君要重用贤能之

人，重用优秀的人才，才能治理好国家。墨子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即国家贤良的人多了，治理才会好，否则就会出问题。统治

者的要务是使贤人多。  

其实，对贤才的需求，不仅是历代明君所渴望的，也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请以“时代呼唤贤才”为题，写一篇

议论文，不少于 700字。 

②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者或诉求者。 

“吃过麦当劳，看过好莱坞，玩过迪士尼——我比我爸小时候强！” 

“越来越多的同学上名校了，还能在网上选不同学校的课来听，虽然辛苦，也不乏快乐。” 

“与其坐等国家分配，不如学着自主创业，趁着年轻，我想试试……” 

  “下岗时我哭过，可生活还得继续。也许我今天只是个打工仔，明天就可能成为持股人……” 

  “过去是商店卖什么咱就得买什么，什么时候咱想买什么商店就能卖什么啊？” 

  “坐公车、逛公园、逛博物馆都不花钱了；有点儿小毛病，社区医院就解决了。快八十岁了，明天还能盼点儿

什么？” 

 …… 

这些话，说出了普通百姓的故事，道出了普通百姓的心声。请以“改革开放中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为副标

题，主标题自拟，写一篇记叙文。要求：可写实，可想象，有叙述，有描写。700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