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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 2016 — 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试卷

高二语文 2017．1

试卷满分:150分 考试时间:150分钟

第 Ⅰ 卷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6 题。每小题 3 分， 共 18 分。

材料一

先秦史传文学，从最早的《尚书》到《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其“史传”

的性质逐渐减弱，而“文学”的性质则逐渐加强。《尚书》记言直录，不别方语雅言，

亦不加裁剪；《春秋》记事简洁，如新闻标题一般；后世文学家对这两部著作推崇倍至，

主要是崇其高古，很难说其有多少文学意味。至《国语》《左传》，记言记事写人，尚裁

剪，重技法，且开始出现与史无关而于文有益的“闲笔”，其叙述之高明，言语之醇美，

较之《尚书》《春秋》，非止一箭之进。到《战国策》，夸张失实之处俯拾皆是，很多记

述都是出于文学的考虑，而难以史学的标准衡量，最突出的便是“床笫之私”“密室之

谋”之类情景的记述。发展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巅峰之作《史记》出现，这两方面

性质同时达到了最高水平，“ ”，言其史传之成就，“ ”，

言其文学之成就。然而从《汉书》开始，便预示了与先秦史传文学恰好相反的趋势，即

“ ”性质的加强，和“ ”性质的减弱，这一趋势也就意味着“史传”与

“文学”的分离独立，后世的史传著作便很难再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了。

1.填入文中横线上最恰当的一组是

A．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 文学 史传

B．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 史传 文学

C．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史传 文学

D．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文学 史传

2.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

细的国别体史书,《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出自此书。

B．《国语》是一部国别体著作。主要记录了周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

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

C．《战国策》由西汉刘向编定，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政

治主张和策略，《邹忌讽齐王纳谏》出自此书。

D．《史记》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 3000 多年的历

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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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智者的游戏。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周

末年，王室衰微，诸侯林立，战争不断，周边戎狄蛮夷迅速强大，各诸侯国身处忧患之

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只有利用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别国。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

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致。毋庸质疑，春秋战国的历

史是血染的历史，是白骨堆积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

成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流芳千古的浩然正气，也有滑稽可笑的荒唐闹剧。虽然说“春

秋无义战”，但是，战争却有自身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

了一大批擅长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

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

兵法盛世。兵家思想正是这一时期战争智慧的集中体现。

《孙子兵法》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

“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他全面总结了以

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

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富，见解精辟，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

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

战争离不开外交。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人物，被称为“纵

横家”。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却往往能取得奇效，纵横家多出身贫贱，苦难的生活

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比如苏秦“悬粱刺股”。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

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张仪

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地 600 里；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直至完璧归

赵。纵横之士智勇双全，且不乏仁义之辈，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直被后人敬仰。

3.下列对原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一大批擅长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这离不开武器的进步、战争

方式的变革，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

B．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充满了血腥与计谋，但其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C．孙子倡导的诸多军事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与其善于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

验有关。

D．纵横家在外交上往往取得奇效，他们多出身贫贱，意志坚定，但他们的行为方式为

后人所不齿。

4.与例句修辞方法不相同．．．的一句是

例句: 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智慧与狡诈、血腥与惨烈，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A．苏秦佩六国相印，统帅六国雄狮逼秦废帝号。

B．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C．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D．大上海成了孤岛了，一片黑暗笼罩。群鬼出现，百怪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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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料一和材料二中,加横线词语的注音或字形都正确的一项是

A．群星璀璨 毋庸质疑 精辟（bì）

B．完璧归赵 流芳千古 荟（huì）萃

C．推崇倍至 朝秦暮楚 血（xiě）腥

D．悬粱刺股 俯拾皆是 滑稽（jì）

6.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句

A．战争磨砺了智者，催生了谋略，产生了智慧。在战争中，人类将政治智慧发挥至极

致。

B．孙子所提倡的“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军事思想至今仍被人们奉为

圭臬，堪称世界第一兵书。

C．他们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退却百万之师，也可以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

D．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裁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

著作应运而生。

二、课内文言文阅读题，完成 7～11 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7.下列各句中没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A．王之蔽甚矣

B．浩浩乎如冯虚御风

C．辞决而行

D．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8.下列各句中的加点词语古今词义相同的一项是

A．沛公居山东．．时

B．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C．行李．．之往来

D．徘徊．．于斗牛之间

9.下列各组虚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而 夜缒而．出

因人之力而．敝之

B．乃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侯生乃．屏人间语曰

C．以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之财

D．所以 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

所以．．遣将守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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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各组加点词活用类型相同的一项是

A．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侣．鱼虾而友麋鹿

B．却秦而存．赵

沛公军．霸上

C．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

常以身翼．蔽沛公

D. 皆谦而礼．交之

顺流而东．也

11.对下列特殊句式判断有误．．的一项是

A. 籍何以至此 宾语前置

B. 渺渺兮予怀 状语后置

C.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判断句

D. 而如姬最幸 被动句

三、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 12～13 题。共 6分。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

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

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

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

她问：“他们几个呢？”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

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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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

还开明一些。”

12. 简析选段中水生嫂一“震”一“吮”两个动作揭示了人物怎样的内心活动？从中可

以看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4 分）

13.简析选段中画线句中的 “笑”体现了水生怎样的心理活动？（2 分）

四、默写。共 6 分。

14. 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任选三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 分）

① 《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侯生笑曰“吾固知公子之还也”的主要原因是： ，

。

②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 。 ，我为鱼肉，何辞为！(《鸿门宴》)

○3《前赤壁赋》中写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的句子是: ， 。

○4《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劝说秦伯时，曾以一个假设句否定了秦出兵的合理性，

这句话是： ， 。

○5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威王发布悬赏求谏的政令后，广开言路，一开始就有“＿

＿＿＿＿＿，＿＿＿＿＿＿”的大好局面。

五、微写作。共 10 分。

岁末回首，是中国人的生活传统，也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回首 2016 年，总会有

一些人、事、物留驻心头，让我们用文字记录它们，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感悟，迎接新的

一年。

要求：从下面三题中任选一道，不超过 150字。

15-1．这一年中总有一个场景留在你脑海中，绘出．．这个场景并融入你的深情。

15-2．这一年中总有一句话深深影响了你，写出这句话（字数不超过 30 字）并阐述．．它带

给你的启迪。

15-3．这一年中总有一个人深深打动了你，抒发．．你对他（或她）的某种感情。

第 Ⅱ 卷

六、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6～21 题。共 20 分。

鲁仲连义不帝秦

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

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非必贪邯郸，

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鲁仲连适．游赵，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矣？”平原君曰：“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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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连曰：“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

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

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连曰：“世

以鲍焦
○1 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今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

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

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齐湣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

侯避舍，纳筦键，摄衽抱几②，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钥，不

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

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③。’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

入于邹。” 鲁仲连曰，“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俱据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

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

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

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秦军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

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节选自《战国策·赵策》）

注：

①鲍焦：春秋时的隐士，因为不满当时的社会，抱树绝食而死。

②纳筦（guǎn）键，摄衽（rèn）抱几：把钥匙交出来，提起衣襟，侍立于案几之侧。

③倍殡柩：把灵柩移到相反的方向。倍，同“背”。

16.下面句中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3分 ）

A.鲁仲连适．游赵 适：恰好

B.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 上：同“尚”

C.假．途于邹 假：假装

D.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晏：安逸

17.下面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3 分 ）

A. ①因．平原君谓赵王曰

②因．击沛公于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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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①彼则肆然．而为帝

②项王默然．而不应

C. ①始以．先生为庸人

②以．千金为鲁连寿

D. ①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②所贵于．天下之士者

18.对下列句子所省略的内容，补充有误．．的一项是（ 3分 ）

A.畏秦，(魏安釐王)止于荡阴，不进

B.所为见将军者，（吾）欲以助赵也

C.不果纳，（齐湣王）不得入于鲁

D.酒酣，（平原君）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

19. 下列对文意的叙述和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3 分 ）

A. 鲁仲连见辛垣衍，用世人误解鲍焦的事例来表明自己帮助赵国并非为个人利益考虑。

B. 齐湣王对鲁、邹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鲁、邹两国臣子勇敢地维护本国君主的尊严，使

天子之礼没能施行。

C. 秦与魏都是强大的国家，鲁仲连认为，如果“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则魏的

行为是不可取的。

D. 鲁仲连认为，秦国如果称帝，就会变换诸侯的大臣，夺走那些没有才能的人的权力，

而换上有才能的人。

20.《战国策》善于刻画人物，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刻画得形象生动。请各用一个四字词语

评价平原君和辛垣衍在文中的表现。（ 4分 ）

平原君： 辛垣衍：

21. 请用自己的话简要说明标题“鲁仲连义不帝秦”中的“义”在文中有哪些具体表现．．．．。

（ 4分 ）

七、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 22～24 题。共 10 分。

一剪梅·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①，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②调，心字香③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注：①秋娘渡、泰娘桥：吴江地名。 ②银字笙：作者家乡的一种乐器。笙管上刻有

表示音调的银字。 ③心字香：作者家乡一种常见的熏香名，据说是因香成心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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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面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一片春愁待酒浇”中 “待酒浇”，言其愁绪之浓，急欲要借酒消愁。

B.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是写舟过吴江时的情景，呼应首句的“春愁”。

C. “飘飘”“萧萧”句烘托了凄清、伤悲气氛，表达作者仕途不得志的苦恼。

D. 词末一“抛”字用拟人手法写出时光流逝之快，表达了岁月无情的感慨。

23.词的结尾“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句，貌似在描写鲜明而令人愉悦的景象，但实则

借以表达作者内心悲伤的情感，下面诗歌中的情景关系与这一特点不同．．的一项是（3

分）

A.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绝句二首》）

B.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C.细雨满江春水涨，好风留客野梅香。避秦不是无归意，一度逢花一断肠。（崔涂《江

雨望花》）

D.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贾至《春

思》）

24.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请赏析此

句的妙处。（4分）

八、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5～28 题。共 20 分。

凝视西域

大地上的贝叶①，纹理中蕴含着无限的奥秘。

在万米高空中俯视，祁连天山是这般模样：一条山脉在左侧绵延，峰峦之上，一种

白色如巾似絮，终年积雪的峰巅如囚禁的白云。山坡长长地倾斜，向着北方延伸，一种

没有节制的伸展，没有目的、没有构想，像高处的水流一味奔泻。如此任性的倾斜，却

有着精美的纹理，任意的局部都是完美的图案。纹理如贝多罗树叶般交织，大的山脉是

又长又大的叶；飞机渐次下降，细小的纹理再分出清晰的连缀的叶片。我知道，任何微

小的一笔，都是一个巨幅空间的起伏山岭，是天地间的大耸立。但它不过是那么小的一

片叶子中的一个肌理。无数生命的奥秘就写在这样的肌理间。

是谁给了我这样一双眼睛？我看到的是神的世界。在蝼蚁的世界，人所俯瞰的自然，

亦如神的视角。世界无限之大，世界也无限之小，大与小的世界并无多少区别：在一片

树叶上的微生物，在形如贝叶的山脉上的人类，无限细分与无限放大，世界呈现出了同

样的纹理与辽阔。这是一次僭越②，人的眼睛看到了神的世界，读出了人之渺小；世界苍

茫浩大，却可以如一片树叶，小小的纹理，一个人可以终其一生栖居于斯。

随着飞机的移动，僭越之眼慢慢地审视着河西走廊。那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世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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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但是奇迹却出现，足以证明人类生存的勇敢，也证明生存的脆

弱，恰如一个词：命悬一线。荒凉、绝望、茫茫一片的祁连山，一面形如沙滩的巨大斜

坡，有水流过的一条条痕迹，如一道道划痕。似乎是神画出的图案。这些连绵的雪峰融

化的雪水冲刷而成的季节河，流到沟底就消失了，在它消失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小块绿洲，

那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城市：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它们彼此被浩大的沙

漠、戈壁隔绝，相距遥远。这些在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岁月中不断出现的名字，与战争

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它们是中国文学边塞诗中的一个个意象，在这样荒僻、没有人间气

息的地方，像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存在着。

飞机掠过一座城池，在高原海拔下降的一条山沟里，腾起烟雾，一片迷蒙。氤氲之

气升腾到了神所见的高度，像一场大火刚被水扑灭，烟与气直上天空。在这样荒凉、清

澈的高原，工业污染如此惊心。僭越的眼中几许悲愤，更多无奈。

当飞机划过敦煌上空时，眼中叶脉般的地貌渐渐地幻化成一幅画卷：

在阔大的荒漠上，一个孤独地身影踽踽地走着。天地愈大，人的渺小感愈趋强烈。

在越过三危山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出现了。一股水流直泻而来，两岸生长了高且直的

树木。乐僔和尚冲到河边把水泼到自己的脸上，捧进嘴里，他的精神有如枯木逢春。抬

头东望，看到三危山异样的面目：夕阳中的山，金光万道，辉煌如灼，嶙峻的山头变成

了一尊尊佛像。乐僔不由得惊呼起来。他以为这是佛祖的灵光，以为这个遥远之地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清澈的雪水、晃眼的白杨与这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荒漠形成了残酷的对

比，这就是神迹！

乐僔决定就此修行。他在断崖上开凿石窟，几年时间里不停息地凿着，终于凿成了

一个窟龛。他在龛内塑佛像，绘壁画。这是敦煌莫高窟第一个开凿的石窟。 时光在这些

佛像与壁画上掠过了 1600 多年。

后来，世界各地怀着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竟然在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区走

到了一起。他们比任何地方都能和平共处、相互兼容。是什么使得敦煌成了世界的宗教

中心，使得无数宗教信徒冒死前来，创造出灿烂的宗教艺术？我想，是丝绸吧。这神奇

稀有的物品使东西方通过一条世上最艰险最遥远的路彼此相连，商旅的滋养，让它盛开

于荒漠，如沙漠玫瑰？这一条在荒漠中走通的路，成了一条世界级的艺术之廊！前人的

创作埋进地下，藏到了洞窟，他们无意于个人名声，无意于传世，却在无心之中抵达了

不朽。莫高窟的雕塑与壁画，藏经洞中 50000 件文物，所有这些，形成了当今一门显学

——敦煌学。

这条古道，行走得最多的是商人。漫漫长途中，他们忍住饥渴，战胜自然，闯过一

道道鬼门关。面对着荒凉，也就是面对着心灵、面对着生命。商旅与僧侣之间一定有着

一种隐秘却又直接的关联。我想，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他们在这险恶之地跋

涉，渴望着神灵的抚慰、保佑。于是，丝路之上，宗教开始繁盛。

我曾沿着丝路向西，直到丝路西方的终点——罗马，另一个繁华世界。与它的起点

西安相比，石头的艺术登峰造极。而东方木构的艺术在随时间不断朽去。两极的繁荣，

让沙漠与戈壁中的路冰与火一样难耐。然而，它在最深的寂寞里却呈现了世间的繁丽，

在繁丽的凋谢中生出梦幻，在最荒凉中孕育了绚烂的文明，在文明的寂寞里呈现天地宿

命……天底下极致的事物在向着它的反面转换。

神奇的丝路啊！贯穿西域，犹如贝叶上的主脉络，源源不断地为绝境一般的荒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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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养分，汇聚出有如此绚丽的文化景象！在人迹罕见之地，却有世界各地的人前往。分

隔于世界各地的四大文明破天荒唯一一次循着叶脉汇流到了这条路上。使得一片贝叶经

以深邃的光芒闪亮在在浩瀚宇宙中。

僭越了神的视界，望向西域，看到的不只是荒凉，更是一种奢华，人类精神的奢华。

（节选自熊育群《西域两则》）

注：①贝叶，即贝多罗树叶，古时西域僧人常用来书写经文。后常被赋予宗教含义。

②僭越[jiàn yuè]，超越本分，冒用在上的人的名义或物品。

25.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在历史上战争不断，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因此作者认为这些城市

“命悬一线”。

B. 河西走廊城市上空中的“氤氲之气”，烟雾蒙蒙，作者好像进入了神话世界一般，感

到迷茫而震撼。

C. 1600 多年前乐僔和尚开凿的石窟及雕塑壁画慢慢地发展成现代学术领域里的一个显

学——敦煌学。

D .行走在丝路上的商旅僧侣，为丝绸之路的经济与宗教的发展以及敦煌文化的兴盛作出

了重要贡献。

26.作者在开篇写“贝叶”的作用是什么？（5分）

27.本文语言富于表现力，请对文中画线语句加以赏析。（5分）

它在最深的寂寞里却呈现了世间的繁丽，在繁丽的凋谢中生出梦幻；在最荒凉

中孕育了绚烂的文明，在文明的寂寞里呈现天地宿命……

28. “僭越之眼”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在文中具体指什么？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僭

越之眼”的作用的理解。（7分）

第 Ⅲ 卷

八、作文。50 分。

29.阅读下列文字，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

①阅读，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与作者一齐旅行，一起探索，一同悲欢；现实，

我们用在书中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体味生活，思考人生，认识自我。

请以“书里书外”为题写一篇文章，字数不少于 700字。

②“旧物”，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社会、时代和文化中，它可以是有形的物

件，如一本旧书、一所旧屋、一件文物，这些旧物，在有心人的不断创新下，慢慢生出

了动人的面目和新的意义，此之谓“新旅”。

展开你的联想和想象．．．．．，请以“旧物新旅”为题写一篇文章，字数不少于 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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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 2016 — 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试卷
高二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7.1

第 Ⅰ 卷（共 50 分）
一、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1～6 题。每小题 3 分， 共 18 分。
1. 【答案】C 2. 【答案】A 3. 【答案】D
4. 【答案】B 5. 【答案】B 6. 【答案】B

二、课内文言文阅读题，完成 7～11 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7．【答案】A 8．【答案】D 9．【答案】C
10．【答案】A 11．【答案】B

三、课内现代文阅读题，完成 12～13 题。 共 6 分。

12.（4 分）【答案示例】：一“震”揭示了她听到丈夫要到大部队去时内心的振动。（1

分）一“吮”，表示她企图努力平静的内心活动。（1 分）两个细节的描写，揭示了一个

内敛、含蓄、深明大义的白洋淀根据地妇女形象。 （2分）

13.（2 分）【答案示例】：自豪、激动。自豪是因为别人怕妻子阻拦不敢回来，而自己

却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激动，是因为明天自己就要去大部队了。(一点 1 分，合计 2分。

其他的言之成理亦可)

四、默写。 任选三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 分。
14. 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 。

①公子厚遇臣 公子往而臣不送
②大礼不辞小让 如今人方为刀俎
○3 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
○4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5 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五、微写作。共 10 分。
15. 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完成微写作。

参看高考评分标准
第 Ⅱ 卷 （共 50 分）

六、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6～21 题。共 20 分。
16.（ 3 分 ）【答案】C（假：借）
17.（ 3 分 ）【答案】B（两个“然”都是形容词词尾，相当于“……的样子”。A项“因”：

①通过，②趁机。C项“以”：①认为，②用。D 项“于”：①对，②表被动）
18.（ 3 分 ）【答案】A（“止于荡阴”的是 “晋鄙”所带的魏军）

19.（ 3 分 ）【答案】D（文中说，秦夺走的是他认为没有才能的人的权力，换上他认为
有才能的人）

20. （ 4 分 ）【答案示例】平原君：优柔寡断 辛垣衍：鼠目寸光 （意思对即
可）

21. （ 4 分 ）【答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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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义勇为：听闻魏国想让赵尊秦为帝，主动提出会见辛垣衍，要责问并让他
回去。

②仗义执言：义正辞严地指出魏向秦妥协是求得苟安，表明助赵的决心。
③重义轻利：救赵之后不接受平原君的重金酬谢，辞别后终身不见平原君。
（答出两点即可得满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七、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 22～24 题。共 10 分。

22．（3分）【答案】C

23．（3分）【答案】B

24．（4分）【答案示例】
此句自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漂泊的生活，回到家和家人团聚。（1 分）通过想象回

家后温馨、充满情趣（或宁静、安乐）的生活，（1 分）表达倦游思归的情感，（或渴
望归家的迫切心情）（1 分）同时反衬了自己漂泊生活的孤独凄苦。（1 分）（如从其
他角度作答，言之成理亦可给分）

八、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5～28 题。共 20 分。
25. （3 分）【答案】D（A 项，文章“命悬一线”是指自然环境的恶劣。B项，烟雾是工

业污染。情感是愤怒。C 项，敦煌学由雕塑、壁画和文献研究共同构成。选 C得 1
分。选 D得 3分）

26.（5 分）【答案示例】（1）贝叶即贝多罗树叶。开篇写贝叶即引起下文在飞机上俯视山
脉如同贝叶；引出作者对这片土地无数生命奥秘的感怀。（2）贝叶书写经文的功能
也为阐释西域敦煌宗教文化做了铺垫；（3）结尾部分把丝路比喻成贝叶叶脉，首尾
呼应。借助贝叶深化主旨。表达作者对丝路文化的赞美。（比喻 1分；引起下文，1
分；首尾呼应 1 分；贝叶与后文佛教的勾连 1 分；主旨 1 分）

27.（5 分）【答案示例】 运用了比拟、排比、对比。阐述了沙漠戈壁的自然的荒凉与文
明的繁盛。语言生动形象，层层推进，很有气势。表达了作者对于荒漠中文化的赞美。
（排比、比拟、对比,2 分。解读内容 1分。效果 2 分）

28. （7分）【答案示例】（1）文章中，僭越之眼是指人完成了飞天的梦想，到达甚至超
越了神的高度，以神的视角去看世界。（2）呼应题目，凝视西域。（3）是全文线索，
看祁连山、河西走廊绿洲、自然被工业破坏，以及结尾以僭越之眼凝视了整个西域。
（4）通过僭越之眼表达了作者对于西域自然的热爱，对于自然被破坏的愤怒，以及
西域文明，人类精神的赞美。（解读僭越之眼 2分；呼应题目 1分；全文线索 2分；
表达主旨 2分）

第 Ⅲ 卷 （50分）
九、作文 参看高考评分标准

【文言文参考译文】
秦国的军队围困了邯郸。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营救赵国，因为畏惧秦军，驻扎在荡阴不

敢前进。
魏王派客籍将军辛垣衍从隐蔽的小路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见赵王说：“秦军所以急于围

攻赵国，并不是贪图邯郸，他的意图是要称帝。赵国果真能派遣使臣尊奉秦昭王为帝，
秦王一定很高兴，就会撤兵离去。”平原君犹豫不能决断。

鲁仲连恰好客游赵国，于是就去进见平原君说:“这件事怎么办？”平原君说：“魏王派
客籍将军辛垣衍让赵国尊奉秦昭王称帝，眼下，那个人还在这儿。我哪里还敢谈论这
样的大事！”鲁仲连说：“魏国的客辛垣衍在哪儿？我替您去责问他并且让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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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仲连见到辛垣衍却一言不发。辛垣衍说：“我看留在这座围城中的，都是有求于平
原君的人，而今我看先生的尊容，不像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还长久地留在这
围城之中而不离去呢？”鲁仲连说：“世人认为鲍焦没有博大的胸怀而死去，这种看
法都错了。一般人不了解他耻居浊世的心意，认为他是为个人打算。那秦国，是个抛
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
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
它的顺民，我所以来见将军，是打算帮助赵国啊。”

“齐湣王前往鲁国，夷维子替他赶着车子作随员，他对鲁国官员们说:‘我那国君，是天
子啊。天子到各国巡察，诸侯理应迁出正宫，移居别处，交出钥匙，撩起衣襟，安排
几桌，站在堂下伺候天子用膳，天子吃完后，才可以退回朝堂听政理事。’鲁国官员
听了，就关闭城门上锁，不让齐湣王入境。齐湣王打算借道邹国前往薛地。正当这时，
邹国国君逝世，齐湣王想入境吊丧，夷维子对邹国的嗣君说：‘天子吊丧，丧主一定
要把灵枢转换方向。’邹国大臣们说：‘一定要这样，我们宁愿用剑自杀。’所以齐湣
王不敢进入邹国。如今，秦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魏国也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
都是万乘大国，又各有称王的名分，魏国只看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要顺从地拥护它
称帝。况且秦国如果称帝，那就会更换诸侯的大臣。他将要罢免他认为不肖的，换上
他认为贤能的人，罢免他憎恶的，换上他所喜爱的人。魏王怎么能够安逸地生活呢？
而将军您又怎么能够得到原先的宠信呢？”于是，辛垣衍起身，向鲁仲连连拜两次谢
罪说：“当初认为先生是个普通人，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杰出的高士。我将离开
赵国，再不敢谈秦王称帝的事了。”

秦军主将听到这个消息，为此把军队后撤了五十里。恰好魏公子无忌夺得了晋鄙的军权，
率领军队来援救赵国，攻击秦军，秦军也就撤离邯郸回去了。
于是平原君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辞让，最终也不肯接受。平原君就设宴招待

他，喝到酒酣耳热时，平原君起身，向前献上千金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说：“杰
出之士之所以被天下人崇尚，是因为他们能替人排除祸患，消释灾难，解决纠纷而不
取报酬。如果收取酬劳，那就成了生意人的行为，我鲁仲连是不忍心那样做的。”于
是辞别平原君走了，终身不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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