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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东城高三（上）期末 

语    文 
本试卷共 10页，共 150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

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生产、科技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使人们意识到学科交叉融合与文理相互渗透

的必要。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对于自然科学集体性、自觉化、大规模的借鉴与运用，其中数学占据了重要地

位。但因不甚明了数学思想的产生背景与实际意义，也不清楚其的具体条件，在引入数学方法解决文学研

究的实际问题时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因而，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的尝试一度被否定。 

其实，无论文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都以掌握客观世界中事物或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为目

的，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不少数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推进，如在大量无规则运

动中发现规律的概率论，可以发现并用数字刻画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写作特征，为对作者的考证开辟

了一条断途径。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今，学科交叉、文理渗透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但不少文学研究

者不习惯于此，也缺乏借鉴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训练与能力，所以沿袭原有思路。季羡林曾建议：“为了

能适应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我劝文科的同学多学习点理科的内容。”这是从根本上改变

群体思维方式的亚要途径，而只有实践的成功，才能使人意识到借鉴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思想方法的必要

性与有效性。 

（取材于陈大康的文章） 

材料二 

过去，研究者习惯用史料来描述文学史的高峰状态，而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我们可尝试用大数据来显

示和验证，并透视数据背后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据统计，东汉到隋末、诗人共有六百多位，诗歌总共五千余首，

而唐代，诗人有三千多位，作品数量达五万多首。宋代诗人诗作的数量超越唐代而达到新高度，诗人九千

多位，诗作二十五万余首。从个体诗人来看，白居易名列唐诗作品量的榜首，诗作近三千，杜甫和李白紧

随其后。宋诗的篇数，则由陆游称雄，其次是刘克庄和杨万里。根据综合影响指数排名，唐代诗人影响力

第一的是杜甫，其次为李白、王组，而作品量居第一的白居易，影响力排在十名之外。高居宋诗影响力榜

首的是苏轼，作品量雄居榜首的陆游紧随其后。 

通过量化分析，可对唐宋诗语言层面的特征细把提。对《全唐诗》《全宋讨》进行词频统计，唐诗里

写景语汇居前列，如排名第 7 的“白云”与第 11 的“明月”，虽只是词汇片段，唐人气象俨然可见，而这

两个意象在宋诗中分别降至 19 与 23 位。宋诗中“平生”（第 3 位）、“人间”（第 8 位）等哲思人生的词汇

排位较唐代（分别居于第 30、13位）有上升。值得玩味的是，宋人虽崇尚自守慎独、内求于心的理学，诗

中却不乏唐人所极少写到的“功名”（第 36位）、“富贵”（第 78位），而唐诗中常见的“烟怅”（第 15位）、

“相思”（第 22 位）等词汇在宋诗中跌出了前一百位。 

传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结论多通过个人有限阅读过程中的观察、思索、领悟等方式获得，这类方式往

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乃至先验色彩。大数据的汇聚和计算分析方法的运用，能够使既出人意表又不偏不倚

的结论“自动涌现”。随着统计数据的累积、叠加和映射，古籍和传统文化研究一定能够焕发出更多生机

和活力。 

（取材于王兆鹏、刘石的文章） 

材料三 



 

第2页/共10页 
 

对人文学者而言，仅有一些现成的数字人文工具是不够的。一些看似好用的工具，比如词频统计、词

云可视化等，由于开发时并未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特点而设计，往往对深入剖析文本特征的帮助不大。数

字人文的深度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文学者的需求，将人文研究的经验融入数学建模的实施过程，使数字

人文成为一种能体现研究者个性的研究方法。 

由于不同学者对文本细读的角度与需求不同，在开发数字人文工具时，要让更多与文本相关的因素被

计算机学习与测量，同时尽量用简单而有效的建模过程代替硬件算力的比拼。现阶段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时，往往采用“机器学习”来实现。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机器学习模型更依赖人工

对模型算法的参数、特征以及训练数据等进行反复调试，而这一过程正是研究者参与文本分析的过程。 

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研究文学问题，起步较早、同时也最知名的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

回在语言风格上的对比研究，类似的实验至今还在进行。研究者在计算机的辅助下，挖掘各种可量化的文

本特征，比如高频词、虚词、双音节词等词汇信息、四言句、对仗句等句子信息。应用不同算法建构数学

模型，就可以对两部分文本的语言特征加以量化计算，从而判断文本的相似程度。虽然从结论上看，这些

实验无非证明了两部分文本的语言风格不同，但是其价值在于用一个经典的问题来验证不同算法、文本特

征在风格计算时的可行性。各种行之有效的算法与特征归纳，可以在人文学者的专业背景下催生出更多课

题。仅就小说而言，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不少章回小说中都存在部分章回是否为原作的争议。通过计

算语言学方法对这些段落的语言风格进行定量分析，想必也有助于类似辨伪问题的厘清。 

（取材于诸雨辰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文学的发展让人们对学科交叉的认知程度逐渐提升。 

B．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的尝试一直被否定。 

C．概率论能为作家发现自己的写作特征开辟有效路径。 

D．借鉴自然科学思想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 

2．宋代严羽论诗有“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之说，根据材料二，下列统计结果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

一项是（3 分）（    ） 

A．“白云”“明月”在唐诗中的词频排名比宋诗中的排名更居前列。 

B．“平生”“人间”在宋诗中的词频排名比唐诗中的排名有所上升。 

C．在宋诗中不乏“功名”“富贵”这样的词语，而在唐诗中极少见。 

D．“惆长”“相思”在唐诗中词频排名入前 30，在宋诗中排百名外。 

3．根据材料三，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基于研究对象特点而设计的数字人文工具，更有助于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B．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多由“机器学习”实现。 

C．计算机学习、测量与文本相关的因素无法满足学者对文本细读的需求。 

D．对《红楼梦》前后语言风格的研究，验证了不同算法在风格计算时的可行性。 

4．根据上述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共通性，它们的思想方法可以相互借鉴。 

B．唐宋时期影响力大的诗人，作品量也大；作品量大的诗人，影响力也大。 

C．利用大数据，从字（词）频统计入手，可获得探究诸多领域文献的新体验。 

D．机器学习的反复调试，可以帮助学者从不同层面观察文本写法上的变化。 

5．为实现数字人文的深度发展，文学研究者应该做哪些努力？请结合三则材料，简要说明。（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8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炎。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

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盂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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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 

今人诚能砥砺其．材，自诚其神明，睹物之应，通道之要，观始卒之端，览无外之境，逍遥乎．无方之

内，彷徉乎尘埃之外，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以游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静思，鼓琴读

书，追观上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虞，疏远世事，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

度，以为法式，穷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逮也，然莫能为者，偷慢懈

墯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 

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

而可以利金，诗书群言非我也，而可以厉心。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以别分理，是故处身则

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 

水积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皮；台庙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

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 

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论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诗》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选自刘向《说苑·建本》）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见正而冠．  冠：行加冠礼，表示成年 

B．人皆知以食愈．饥  愈：更加 

C．厉．中益知  厉：磨砺 

D．以垂．荣名  垂：使……流传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 

A．莫知以．学愈愚  何以．立躯也 

B．故善材之．幼者  非一木．之枝 

C．今人诚能砥砺其．材  其．惟仲尼乎 

D．逍遥乎．无方之内  好问近乎．智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然晚世之人莫能 

但是近代以来的读书人不能做到 

B．学问讲辩，日以自虞 

每日研究学问，辨明义理，作为一种自我娱乐 

C．死有遗业，生有荣名 

死后有遗留下来的愿望，活着有美好的声誉 

D．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 

素质相同，有学问的人更聪明 

9．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作者认为年幼的人知识浅薄，却可以通过学习摆脱愚猛，修养心性。 

B．人才拥有非凡的智慧，能观察各种事物的反应，看到广大无边的境地。 

C．学习可以使人达到圣人的境界，此后钱财、地位和美名就会自然到来。 

D．本文运用了大量比喻，与荀子《劝学》一样，使道理的阐释深人浅出。 

10．作者在提出“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后，阐述了学者治学的途径。请用自己的话分条概括这些途

径。（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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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 10 分） 

①子曰：“君于不重，则不成；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②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

氏》） 

③于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

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1）请将画线句翻译为现代汉语，（4 分） 

①无友不如己者 

②嘉善而矜不能 

（2）俗话说：“广交不如择友。”请结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广交不如择友”的看法。（6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分。 

阅读这首词，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琴调相思引·送范殿监赴黄冈 

贺铸 

终日怀归翻送客，春风祖席
[1]
南城陌。便莫惜离觞频卷白

[2]
。动管色，催行色；动管色，催行色。 

何处投鞍风雨夕？临水驿，空山驿；临水驿，空山驿。纵明月相思千里隔。梦咫尺，勤书尺；梦咫

尺，勤书尺。 

注释：[1]祖席：钱别的宴席。[2]卷白：即“卷白波”，此指劝酒。 

12．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翻”义为“反而”，首句将词人怀乡思归和送别友人的情感全盘托出。 

B．“便莫惜”句是劝酒之辞，表现了主客频频举杯，纵情豪饮的洒脱情怀。 

C．“动管色，催行色”写袅袅不尽的管弦在席间回荡，似乎在催促行人上路。 

D．“纵明月”句写两人即使离别之后千里相隔，但也会共望明月，彼此牵念。 

13．下列对本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终日”句与王勃“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两句都有客中送别的凄凉。 

B．春风送暖本来美好，但本词中的“春风”却反衬出与友人分别时的伤感。 

C．下片前五句与《赤壁赋》都运用了问答的表现形式，表达了对离别的哲思。 

D．全词从“纵明月”句起，笔锋陡转，一扫前文沉重之感，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14．贺铸在词中多次运用叠句，一唱三叹，不仅画面生动，而且情感深挚。请赏析下片的两组叠句分别写

出了怎样的情景，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1）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劝谏唐太宗要重视民意，指出君民关系非常重要，需审慎对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2）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与荀子《劝学》中“青，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蕴含的道理有相通之处。 

（3）“木”在诗句中有多种含义。如《登高》” ________________，不尽长江滚滚来”中，“木”的意思是

“树叶”；《蜀道难》“________________，雄飞雌从绕林间”中，“木”的意思是“树”。 

（4）杭州自古被誉为“人间天堂”，宋代柳永在《望海潮》中写到：“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钱塘自古繁华。”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古栈道随想 

奚耀华 

古人把路留在了“墙”上，我们的船行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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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滩了。船工从小発上站起，暴满青筋的手握紧篙杆，将它插进大宁河湍急的水流，在显示其力量美

的同时，避险就夷，将船稳稳地送进了古雒门，也就是小三峡上的第一峡——龙门峡。 

晨雾犹浓，一团团、一簇簇，罩在峰的顶端，聚在峡的褶皱。一阵轻风拂过，雾移散了，像拉开了一

道簿薄的帷幕，将那两岸雄峻的峭壁径直推到了我的眼前。 

“看，古栈道！” 

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左侧巍峨的崖壁，展现在眼前的，是两排平行的方孔，上下

交错成不规则的倒“品”字形，顺着蜿蜒险峻的绝壁伸展开去，像一个个古堡的窗口，气势森严。 

一时间，我被震撼了。 

出来时未做功课，从引航员那里，我知道了那方孔是古栈道的遗迹，据传它开凿于秦汉时期，至于究

竟是秦还是汉，便说不清楚了。不过这并不重要，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同处一个非常的历史断代，那

时，人们正在努力摒弃奴隶制的窠臼．．，构建着封建制的理想，革故鼎新。栈道不论修于两朝中的哪一个，

都将是一种时代精神和历史格局的体现。然而，我们此时不约而同在惊叹着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在如墙

一样陡峭的绝壁上，这道是如何被修起来的？它又是作何而用？ 

古栈道神奇诡谲，巧夺天工，建造它时的艰苦卓绝自然令人难以想象，几乎为奇迹。于是民间便有了

鲁班与观音菩萨打赌，夜修栈道，以造福于民，和宋太祖赵匡胤西进平蜀，修栈道以供行军之用等等传

说，将这种不可思议托付给神力和王权，虚虚实实，莫衷一是．．．．。传说自然不是确切的结论，但却引发了我

们对历史的无限遐想和怀古幽思——自从秦代修建秦始皇直道，从咸阳直至九原，以申秦法、扬威德以

来，路便开始载入史册，称为“驰道”，即为跑兵马之道；隋炀帝虽暴虐，但一条大运河却使南北漕运畅

通，亦促商贾繁荣，福荫后世，那又是一条行舟船之道，谓之“水道”；而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条刻在

石壁上的道，依然显示了古代工匠天堑变通途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古往今来，世间的道路总有千千万

万，纵横交错使九府通衢。有的易走，如履平地；有的难行，步步艰辛。但路总是以不同的形态顽强向前

伸展着，延续着，持续向着既定的目标。 

人们常言“蜀道难”，蜀道的确难，这条古栈道也难，我们的船在激流中向大宁河的纵深行驶，沿途

景观如一幅长卷渐渐舒展开来。浏览两岸，一样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而那条

“道”竞也始终伴随着，不曾有过须臾的间断。于是，小三峡的秀美中叉融进了一层沉重的历史感和朦胧

的神秘感，不时扰动着你的心路，那一个接一个的方孔……我开始臆造．．当年古人在上行走的情景：或蒙蒙

细雨，那头上是一顶斗笠；或是白雪茫茫，那身上是一件蓑衣；还有那风、那烈日、那负重……这是行

路，若再往前联想开去，便该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了。 

古埃及有一座举世闻名的人面狮身像，据说狮身代表力量，人面代表智慧。雄狮般强健的体魄加上人

类的聪颖，便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生存自立的基础。埃及人大可为这一创造而感到自豪。当然，中

国人也很有一些值得骄做的，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隋唐大运河、若论当代，也还有林县的红旗

渠、新礓的坎儿井……但我觉得在这些骄傲中，应该加进古栈道，因为，它不仅同样象征着我们先辈一种

超人的力量付出，同时也印证了一种卓越绝伦的智慧构想。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古老的栈道已不复存

在，但那一座座方孔已沉淀为古代文明的化石，它安静、寂寞地依附于亘古．．的绝壁之上，为我们坚守着一

个越来越遥远的古老传奇，今天我们在听，明天我们的后代仍将继续听下去。 

雾彻底散了，久违的阳光终于覆盖了整个峡谷，像在一条昏暗的雨道里，点起了一盏巨大的白炽灯，

将那山、那水、那崖照得辉煌起来。峡谷醒了。我忽然想起鲁迅说过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确，世上的路有许许多多，有些是被人不知不觉走出来的．如鲁迅所说；有些则

是在根本无法走的地方硬开出来的，就像这条古栈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法、路总归是人们生命意志和理想

维度的体现和延伸。蜀道难，古栈道亦难，“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这巴是路难行的极致，

若有比之更甚者，便只有心路了。从古至今，行路也许就不曾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坚毅的

洞察力，执着且笃行。不仅行路，我们的人生，抑或一个社会的发展大概也是如此吧。 

从小三峡回来，为解疑惑，找翻阅了一些资料，找到一些关于这条古找道遗迹的记述，应为正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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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于此： 

大宁河古栈道遗迹，平均距河面约 15米，每个方孔长宽各六寸，深约一尺，孔距五尺。始建于秦汉时

期，用以设竹管，将巫溪盐卤输送至巫山熬制：到唐代又加以改造，成为人行栈道。从巫溪宁厂至龙门

峡，全长约一百二十公里，上游至下游逐步升高，超过了著名的剑阁栈道。大部分开凿于禽兽难以攀援的

绝壁之上，是我国最长而又最险的古栈道之一。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努力摒弃奴隶制的窠臼．．  窠臼：老套子 

B．虚虚实实，莫衷一是．．．．  莫衷一是：没有人认为是对的 

C．我开始臆造．．当年古人在上行走的情景  臆造：想象 

D．依附于亘古．．的绝壁之上  亘古：自古以来 

17．下列对交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文章叙写了民间历代修建道路的传说，赞颂了古人非凡的创造力。 

B．作者运用比喻的手法，描绘出巍峨险峻的崖壁上古栈道的气势森严。 

C．作者将古栈道与古今中外的创造并举，表达了对古栈道消逝的遗憾。 

D．本文融合了自然、历史和哲学元素，内涵丰富，情感深沉，引人遐思。 

18．结合文章内容，解说文中画线句的内涵，并赏析其表达效果。（6 分） 

19．文章结尾摘录了关于古栈道遗迹的资料，分析其在全文中的作用。（6 分） 

五、本大题共 3小题，共 66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 6 分） 

①近日，八达岭长城南城延长线正式对外开放。②此前已开放的八达岭长城建筑形态完整，与之不

同，这段长城在排除险情后，保留了残状。③步入八达岭长城景区，乘坐南线地面缆车抵达南四楼，沿着

便道走五分钟，穿过便门登上南七楼，眼前豁然开朗．．．．。④向南远望，“定”字形长城横卧山间，一路蜿蜒

向远方。⑤天气晴好时，登上这段长城最高点，往北可一览．．八达岭长城北城全貌。⑥秋天，还能看到八达

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感受诗中“层林尽染”的意境。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①句中“正式”一词不可以删掉。 

B．③句中的成语“豁然开朗”使用恰当。 

C．④⑥句中的引号用法相同。 

D．⑤句中的“一览”可改为“纵览”。 

（2）不改变原意，将第②句画横线并被逗号隔开的两个语言片段整合为一个。将改写后的答案写在答题

卡上。（3 分） 

21．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不透所在学校及个人信息。 

（1）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不少选手表示，接触并爱上这些运动项目，是因为学校开设

了相关体育课程。你所在的学校邀请同学们提建议，以提高大家对体育课的兴趣。你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要求：建议合理，条理清晰。 

（2）“情绪价值”是 2023 年流行语之一，指的是一个人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情结价值高的人，能给人

美好感受，激发正面情绪，激励个人成长。请你从读过的名著中选取一个这样的人物介绍给大家。要求：

简述人物形象，符合原著内容。 

（3）请以“我多想”为开头，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题目自拟。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

力。 

22．作文（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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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露所在学校及个人．．．．．．．．．．

信息．．。 

（1）鲁迅在《拿来主义》中主张对待文化遗产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当今时代，“拿来

主义”不仅在文化领域，在很多领域对我们都有启示。 

请以“我看‘拿来’”为题自，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身边层出不穷的“新”；科技上的新突破，社会上的新风潮，课堂上的新知

识……对于新的事物，有人观望，有人质疑，有人接纳，有人欢迎。 

请以“向‘新’而行”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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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D  2.C  3.C  4.B 

5.答案要点： 

要学习借鉴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 

要运用大数据和计算分析方法。 

在开发数字人文工具时，将人文研究的经验融入数学建模的实施过程。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6.B  7.A  8.C  9.B 

10.答案要点： 

勤学好问②积累善思③亲近贤者，结交益友 

11.（1）①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赞许善者，同情无能的人 

（2）答案示例： 

示例一:  我认同这一观点。“择友”强调交朋友应有一定的标准,材料②中孔子认为与正直、信实和见闻广博

的人交友是有益的,而与谄媚奉承、背后毁谤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是有害的，说明朋友的品行对人的影响很

大，交友应当有选择。 

示例二: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广交”是一种“泛爱众”的交友方式，材料③中子张说君子交友既要尊重贤人，

又要接纳普通人，说明君子可以广泛地接纳朋友，这正是一个人道德水平高的表现。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B   13.C 

14.答案示例： 

“临水驿，空山驿;临水驿，空山驿”,描绘了一幅山重水复、长路漫漫、居无定所的行旅图。作者想象友人在

羁旅途中的寂寞和凄凉，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关心体贴，以及此刻分别的不忍。 

“梦咫尺，勤书尺;梦咫尺，勤书尺”，描绘了一幅临别之际反复嘱托的感人画面。尽管此后相距千里,但彼此

会在梦中相聚，醒后通信，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宽慰，以及对彼此友谊的坚定信念。 

15.(1)载舟覆舟  所宜深慎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或：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无边落木萧萧下   但见悲鸟号古木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B   17.C 

18.答案要点： 

内涵:①“昏暗的甬道”和“巨大的白炽灯”喻指被浓雾笼罩下的峡谷和光芒覆盖了整个峡谷的太阳。“峡谷醒

了”用拟人手法写出了阳光照耀下的峡谷里的山、水、崖一下子变得明亮辉煌起来。表现了作者对古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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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上的升华：从古栈道对文明的坚守，联想到无论是行路、人生还是社会发展都需要非凡胆识、坚毅的

洞察力，执着而笃行。 

效果: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为深化主旨做铺垫。 

19.答案要点： 

照应前文作者关于古栈道来历、作用等方面的种种疑惑。突出古栈道的地位，表现古人开凿时的艰苦卓绝。 

强化作者对古人所创造的古栈道这一奇迹由衷的赞叹和敬佩之情。引发读者思考，并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

令读者回味无穷。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1)C 

(2)参考答案： 

与此前已开放的建筑形态完整的八达岭长城不同 

21.略 

22.略 

文言文参考译文： 

周召公十九岁，志趣已正就加冠，加冠后就可以做方伯诸侯了。一个人在年幼无知的时候，不拜师接

受基础教育，就难以立身全性。年幼的人知识浅薄，知识浅薄就会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就不能保全自己的

性命。孟子说：“人们都知道用食物解决饥饿，不知道用学问治好愚蠢。”所以本性良好的人在小时候，一

定要在学问上勤学苦练，用来修养他的心性。 

现在的人果真能够磨炼才干，精神上达到高超地步，观察各种事物的反应，了解其中的要点，看到事

物开始结尾的头绪，看到广大无边的境地，逍遥在广大的宇宙间，游荡在尘俗以外，不同流合污，超尘脱

俗，这是圣人理想中的境界,但是近代以来的读书人不能做到。闲居静思，弹琴读书，回忆上古，友爱和尊

敬大夫，每日研究学问，辨明义理，作为一种自我娱乐，疏远世俗的事务，分清利和害，计划得和失，用

来观察祸和福，根据义理建立法制，作为准则，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推究事物的情理，死后有遗留下来

的功业，活着的时候有美好的名誉,这都是称得上人才的人能够做得到的，但是有人不能做到这些，是由于

偷懒、懈怠、太空闲的缘故，所以失去根本就没有成就。 

学问是成名立身的根本。容貌一样,会打扮的就更漂亮；素质相同，有学问的就更聪明。所以打磨的工

具不是金属的，但是可以把金属物磨得非常锋利；《诗》《书》德言，不是我自己,但是可以磨练我的意志。

勤学好问的人，早起一点，晚睡一点，磨砺自己增加知识，用来分别事理，所以处世就能保全，立身就不

会危险。一个读书人如果想要深明道理、了解一切，使美名流传到后代，不喜欢勤学好问，就是砍去智慧

的根本，堵塞智慧的源泉，怎么能立身处世呢。 

水积多了成为河川，那么蛟龙就可以在里面生存；土积多了成为大山，那么豫樟等树木就可以在上面

生长；知识积累多了就能成为圣人，那么富贵尊显就来了。价值千金的狐皮衣服，不是一张狐皮能够拼成

的；台庙的屋椽，不是一棵树木的枝干做成的；先王的礼法，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智慧。所以说勤学好问

是增进智慧的根本，用脑思考是促进智慧的方法。《中庸》上说：“好问接近于智慧，力行接近于仁德，知

耻接近于勇敢。”积累小善成为大善，大概只有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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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就是要做到恢复人情，修养心性，竭尽才能，亲近贤人，并向他请教，增长自己的学问晶性；

交朋友要注意情投意合，这样彼此都有好处。《诗经》上说：“如同象牙经过切磋,如同美玉经过琢磨。”就

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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