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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卷共 10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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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标识性

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传统文化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艺观念，比较注重文艺的政教功用，偏重于文治目标，而非文辞艺术本身。

《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

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

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形成命

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美刺不足，期于政治修明，社会和谐。这一文艺观

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唐宋以来盛行的“文以载道”观念，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

内核。无论是韩愈提出的“文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最初都是为了矫

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文人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

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观念成为普遍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要求创作者秉

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用

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反映广泛的生活现实，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

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文以载道”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

铸魂中体现出一种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

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取材于蔡美云、张含、刘凤泉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产生于

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文艺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用西方的价值



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高低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难

以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涵盖与解释中

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中西方的文艺观念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

是作者的精妙构思与出众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但是中国

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地

认可的。比如，汉代以前人们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教意义，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

批判骈体文为前提，反对只讲究形式美，更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教功用，对其文学特征则有所

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它就像一棵树，人们能够看

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根须不是整个树，但没有根须，

却永远不可能长成真正的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基本特征，

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

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等，都是

中国所独有并且曾经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念。

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既需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

需要现代学者以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

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推进的主要线索。

（取材于左东岭等人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认识不符合中国古代“文治”观念的一项是（3 分）

A．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

B．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王充）

C．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

D．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文中“文以载道”观念的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其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B．根本目的是要彻底清除“文胜于质”的积弊。

C．主张关注生活现实，强调传递主流价值思想。

D．有利于创作者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于文意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从文化入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助于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

B．中西方文艺观念的价值尺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C．相关的文化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因素多而且复杂。

D．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要尊重本体实际，也要广泛借鉴。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文运动对骈体文的抵制和批判，影响了当时社会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

B．从文艺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来看，中国古代对作品政教功用的认同最为普遍。

C．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影响完全不一样。

D．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现象时，中西认识的冲突会加剧。

5． 请综合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要概括当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艺观念的价值。（6 分）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①，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如

有物的然以宰者。”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剌异：跖、蹻②焉而遂，孔、颜焉而厄，

是茫乎无有宰者。”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

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气雄相君，

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义制强讦，礼分长幼；

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

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钟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

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邪？福兮可以善取，祸

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

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

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亦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

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



胜天之具尽丧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

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

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

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

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取材于刘禹锡《天论》）

【注】①拘于昭昭者：指那些认定天以意志而主宰人间祸福的人。下文“泥于冥冥者”指那

些认定天与人完全没有关系的人。②跖、蹻：盗跖与庄蹻，古代传说中的两个强盗。下文“孔、

渊”指孔子和颜渊。

6．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天与人实剌异 剌：违背。

B．动物之尤者也 尤：优异。

C．右贤尚功 右：崇尚。

D．法小弛，则是非驳 驳：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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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茫乎无有宰者 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

B．为善而然也 而祸亦可以苟免

C．天何预乃事邪 奚预乎天邪

D．或贤而尊显 福或可以诈取

8．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拘于昭昭或泥于冥冥，容易就天道与人事作出简单对应。

B．天之所长是促进万物繁衍生长，并通过抑强济弱来调和。

C．法令得以普遍推行时，赏罚依法而定，能为民众所接受。

D．人世的治或乱，都会对当时的人如何认识天道产生影响。



9．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3 分）。

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10．结合文意，简要概括文中所论述的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6 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30 分。

阅读下面宋词，完成 11－13 题。（共 12 分）

水龙吟① 辛弃疾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②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

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③未免，

也应无味。甚东山④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注】①本词为辛弃疾被罢官后退居瓢泉时作。 ②参差：仿佛。 ③直饶：即使。

④东山：指东晋名士谢安，他曾隐居东山，后又被朝廷起用，成功指挥了淝水之战。

11．下列对作品词句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梦中一见”，作者借忆梦反映自己对陶渊明的追慕。

B．“欲歌还止”，唏嘘之中流露出作者内心的不满情绪。

C．“须信”两句，是说如果陶渊明还在，也会被现实震怒。

D．“富贵”三句，与孔子视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有相似之处。

12．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与赏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白发西风”是对陶渊明曾有终老于官场的想法表示惋惜。

B．“折腰五斗”表明作者与陶渊明一样痛恨坐享朝廷的俸禄。

C．“应别有”意在指出那流传已久的对陶渊明的认识是错的。

D．“东山何事”显示出作者的内心仍然期待着能被朝廷起用。

13．作品借“高山流水”引陶为知音。结合词句分析，辛、陶二人有哪些相似之处？（6 分）



14．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1）有关陶渊明的“归来意”，要想准确作出把握，首先需要关注陶渊明自己在《归去来

兮辞》中的表达： ，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2）陆游也有被罢官的人生经历，他在《书愤》中用“ ， ”来抒发自

己已然年老但是壮志未能得酬的悲愤。

（3）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讽喻现实人生，是古代文章写作的常用手法。杜牧就曾在《阿

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 。

（4）在“学会学习”主题班会上，有人提出身边人也是宝贵的学习资源，并引用《论语》

中的“ ， ”，来说明会学习的人善于借鉴经验，也善于汲取教训。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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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淳安在天上

有些地方，也许你并不真的知道，但你总感到自己是早就知道的。比如千岛湖，只要提起，

很多人都仿佛知道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名字太美，瞬间就给人强烈的画面想象。

我第一次到千岛湖的时候，那心底曾经想象过的美好画面，还是比不上当时的眼前所见：真

的有上千座形态各异的绿岛，站立在开阔而清澈的水面上，仿佛是蕴藏着巨大活力的生命体。



我为这种美景所震撼，原来总以为“千”是形容词，没想到是真实的数词。

梅峰岛是千岛湖的最高峰。在最高峰的观景台望去，发现千岛湖的宣传画大多是在这里拍摄

的。眼见为实，这风景终于冲破了照片的束缚，自由舒展在面前。上千座岛屿星罗棋布，船

舶穿梭其间，不知开往何处，简直是一座水上的迷宫。

周围人，包括我自己，都掏出手机，拍照留念。眼睛是最健忘的，多么震撼的风景，眼睛也

会很快习惯，继而在接踵而来的岁月磨砺中，忘记那样的美景。心灵的记忆是强健的，却无

法保持那片风景的纯粹。心灵的记忆对冰冷的客观之物是绝缘的，它一定要一种能刺进内心

的精神感触。

千岛湖，比风景更动人的，是它背后的故事。我也是到了千岛湖之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并非

天然的湖泊，而是一座人工湖，是为了华东地区的电力供应而修建的水库。知道这一点之后

再去看千岛湖，还是那座湖，但感受不同了。谁能想到，那些岛竟然是被淹没的群山的顶峰，

难怪岛屿的形状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张力，原来是山脉的走向。而在水下，又会是怎样的一个

世界？

那次来千岛湖，对这些问题根本来不及细想，美景太抢眼了，只要你投去目光，它就夺去你

的心思。我带着美好的风景印象，匆匆间就告别了千岛湖。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再来千岛湖，那么千岛湖在我心中就和别的旅游景点真的毫无两样。但

重游，毕竟是不一样了。故地重游，在中国文学中，原本就是一个特别动人心魄的主题。人

的短暂与物的长久，人的变化与物的变化，仿佛都能激起人心底那种最深沉的情感，从而刺

中心灵的记忆。

重游千岛湖，那片风景不再属于远方，而是渐渐有了情感和记忆的景深。

第一次来时，多为晴天，可以完全看清千岛湖的细节，目眺极远处，水天相接，如有一根蓝

色的细带将千座绿岛轻轻环绕。而这次来，多为阴天，水面雾气萦绕，远处的小岛隐藏在水

汽中，随着风的吹拂，呈现出不同的曼妙韵致。

除却再度欣赏美景，我心底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我望向湖水，心里沉甸甸的，那水下的古城，

不再是神秘的，而有了一种类似乡愁的怀想。那些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现在都去哪里了？

至少有三十万人啊，他们过得好不好？

千岛湖所属的浙江淳安县，历史极为悠久。春秋时是吴越之地，战国时属楚国，秦统一后，

划为歙县辖地。三国时期，孙权重新规划歙县，是为淳安、遂安建县之始。这里和江南其他

地方一样，文化昌明。南宋时，朱熹来这里讲学，据传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那首传诵千古的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到了明代，这

里出了名人商辂。他三元及第，历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

学士。明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此外，明代的另一位象征性极强的著名官员海瑞，

于仕途之初，在淳安做过四年多的县令，当地人还为他修建了海瑞祠。

这样的历史，放在任何县城，都是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的精神财富。故当地人总是自豪地说：



我们有一千八百年的辉煌史。

因建新安江水电站，原淳安县治贺城、遂安县治狮城，皆被水淹没。现在的淳安县，领域实

为原来淳安与遂安的合并，县治位于新建的千岛湖镇上。因此，一九五八年，是淳安一千八

百年历史的一个休止符，也是今天的千岛湖诞生元年。

乡愁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之根。三十万人的乡愁，一千八百年的文化记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在此行年初，在千岛湖边的姜家镇，按照狮城原貌，营建复原了那座水下古城。

世上现有三座同根同源同名同姓的晨光村。搬迁之时，原晨光村一分为三，一部分村民后靠，

成为现在的晨光村，另两部分村民则分别迁至江西的鄱阳与鹅湖。迁到江西的移民，怀恋故

土，也将当地的村落命名为晨光。五十年后的一天，江西两个晨光村的村民，聚在一起共一

百一十人，前往现在淳安的晨光村，进行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

移民后，大家的日子都有过不顺利。这三个地方的人，硬是在三个地方开枝散叶了。如今相

聚在一起，各自的记忆都在寻找着一个整体。但碎的磁石在接近时，在具备更大的吸引力的

同时，却不能再恢复它的原状。我不禁想起，在那复建的狮城中，有座小博物馆，墙壁上贴

满了过去的老照片，那些人、那些物、那些场景，都像是时间的标本，上演着一个属于过去

的活着的世界。

我有了一种比拍摄湖水美景时更加激动的心情，一直拍摄着那些人、那些物、那些场景。我

并不认识他们，但我如此被他们打动，仿佛我的根就在他们当中。

在千岛湖边的酒店里，我一直保持着窗帘拉开的状态，以便随时一抬眼，就能看见湖。我想

起清代诗人黄仲则写的一首诗：“一滩又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淳安在天上。”

淳安在天上。千岛湖在天上。当我明日离去，回头再看时，便是要抬头仰望了。

（取材于王威廉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心灵的记忆是强健的 强健：深刻而持久。

B．呈现出不同的曼妙韵致 曼妙：柔和、优美。

C．心里沉甸甸的 沉甸甸：形容收获满满。

D．硬是在三个地方开枝散叶了 开枝散叶：指子孙绵延。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千岛湖的名字太美，没去过的人也可因之想象出美好的画面。



B．得知千岛湖是个人工湖，作者也就明白了其成为美景的原因。

C．故地重游，往往会在人、事和物等方面给人带来强烈的触动。

D．复原的狮城和三座晨光村的故事，都显示出文化记忆的力量。

18．简要赏析文中画线的语句。（6 分）

①这风景终于冲破了照片的束缚，自由舒展在面前。

②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如此被他们打动，仿佛我的根就在他们当中。

19．文中说：“当我明日离去，回头再看时，便是要抬头仰望了。”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

作者说“要抬头仰望”的原因。（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 6 分）

①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一种方法，也是整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使之明确化、

条理化的一种方法。②作者要写一篇文章，总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写出来的

东西：或者是在工作中积累了某些经验，并且认真地考虑和总结了这些经验；或者是对于某

个问题做了研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③但是，把头脑里的思想用文章表达出来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是一个使认识逐步成熟、逐步完善的过程。④一般说来，一种思想只是在自己头脑

里的时候，还不一定十分明确。⑤把它说出来让别人听懂，这就比较明确了。⑥写成文章，

那就是更进一步了。⑦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都摆在纸上的时候，我们的

思想到底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是深刻还是肤浅，是严整还是杂乱，都明白显示出来了。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①句中画线的两处文字应该互换位置。

B．②句中冒号的作用是表示要提领下文。

C．④句中“一般说来”体现了表述的严谨。

D．⑦句中加点词语的选用合乎语境需要。

（2）按照要求，改写③句中画波浪线的部分，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3 分）

把头脑里的思想用文章表达出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使认识逐步成熟、逐步完善的过

程。

要求：①不改变原句的基本意思；



②将句子组织形式由“是……，是……”改为“并不是……，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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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初春的校园不乏让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你会注意那其中的哪一份美好呢？请你选择一

处场景进行描写。要求：形象具体鲜明，表达清晰流畅；不得透露学校信息。

（2）趁着春风骀荡，阳光不燥，班委会建议组织一次安全轻松惬意的“骑游”。请你设计

一条周末“骑游”路线，并说明设计理由。要求：主题鲜明，设计有特色，理由充分。

（3）请以“书卷多情似故人”为开头，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要求：感情真挚，语

言生动，有感染力。

22．作文（50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写作要求。

品，指事物的品类或等级，也指人的品质、品行，还可以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品评或辨别。

品，体现出人们对周围生活的积极关注，也包含着人们对自己内心的潜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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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以“说品”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可以从生活需求、社会发展等方面，任选角度谈

自己的思考。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请以“品”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试卷上作答无效）



西城区高三统一测试试卷语文答案及评分参考 202303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C 2．（3 分）B 3．（3 分）B 4．（3 分）A

5．（6 分）答案要点：

①有助于传播积极主流的价值观念、加强社会责任教育；

②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传承和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③有助于回归中国本体和建立中国话语，塑造文化自信。

说明：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得 6 分。如有其它答案，合乎文意，言之成理，亦可。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6．D（3 分） 7．C（3 分） 8．B（3 分）

9.（3 分）参考答案：

现在凭借个人的困窘与显达，就想要评判天道是否存在，糊涂啊（太糊涂了）！

评分参考：“穷通”“质”两点各 1 分；句意通达，1 分。

10．（6 分）答案要点：

①天与人各有所胜：天道胜在化育万物保证生长，人道胜在制定法令治理万物；

②天与人互相影响：天为人类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人发挥才智弥补上天的不足；

③天与人互不主宰：天不会决定人世的治乱兴衰，人改变不了天时季节的轮转。

评分参考：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得 6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30 分）

11．（3 分）C 12．（3 分）D

13．（6 分）参考答案：



从作品文字来看，辛弃疾和陶渊明在三个方面有相似处：

①“曾识”“梦中一见”，都是离开仕途，选择隐居；

②“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都是看淡功名，不慕富贵；

③“应别有，归来意”“甚东山何事”，退隐之中，内心仍然有所期待。

评分参考：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得 6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14．（8 分）

（1）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

（2）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4）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或：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评分参考：每空 1 分，多字、少字或有错别字则该空不得分。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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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3 分）C 17．（3 分）B

18．（6 分）参考答案：

①运用比拟，以“冲破”来突出在地势高、视野开阔的背景下，作者所感受到的景色之美妙

以及震撼之强烈。

②运用比喻，以“根”来揭示这样乡愁这一人类共同情感的深沉普遍，突出深沉普遍的乡愁

对人的打动之深。

评分参考：每小题三点，答出三点得 3 分。意思对即可。

19．（6 分）答案要点：

淳安地高景美魅力超拔让人流连，淳安历史悠久文化内蕴深厚让人羡慕，淳安民众坚韧无私

让人感动让人赞美。

评分参考：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得 6 分。意思对即可。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6 分）

（1）A

（2）参考答案：

把头脑里的思想用文章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使认识逐步成熟、逐步完

善的过程。

评分参考：不改变原句基本意思，句子组织符合改写要求，即可。

21．（10 分）略

22．（50 分）略

文言文参考译文：

世人谈论天道的认识有两种。那些认定天以意志而主宰人间祸福的人，会说：“天和人其实

是形体与影子、原声与回声的关系：灾祸一定是因为罪行而降临，幸福一定是因为善举而招

致，就跟的确有一个事物天在发挥主宰作用的情形一样。” 那些认定天与人完全没有关系



的人，会说：“天和人其实是相违背不相同的关系：盗跖、庄蹻这样的人一生顺遂，孔子、

颜渊这样的人却一生困厄，这说明天道昏昧模糊，并不存在一个发挥主宰作用的天。”

大凡有形的东西，都存在能或不能这样不同的情形。天，是有形体的事物中庞大的一种；人，

是动物之中优异的一类。天能作到的，人一定作不到；人能作到的，天也有作不到的。所以

我说：天和人的关系是各有所长。我的主张如下：天的规律是生养培育万物，它的作用是使

万物或强或弱；人的规律在于制定法令制度，作用在于明辨是非。阳气升腾，万物旺盛生长，

阴气弥漫，万物肃杀萧条；水和火可以损伤物体，木质坚硬，金属锋利；精气雄健者、体力

强健者争相为主宰：这是天的作用。阳气升腾时种植培育，阴气弥漫时聚敛收藏；防治水害，

也用水灌溉；杜绝火灾，也用火取暖；用正义来制止强暴和攻讦，用礼制来区分长幼尊卑；

尊重贤德崇尚功绩，设立准则防止邪恶：这是人的作用。

人道能胜过天道的地方，是法令。法令得到普遍推行时，法令认定为正确的就是大家共同认

为正确的，法令认定为错误的也就是大家共同认为错误的。天下的民众如果践行正道一定会

得到奖赏，违反正道一定要接受惩罚。一个人得到奖赏，即使是被授予三公的尊位、超乎寻

常的优厚俸禄，大家对待这样的情形时也都认为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是做了善事所以这样。

一个人接受惩罚，即使是遭受亲属族人被害、身受刀锯的酷刑，大家对待这样的情形时也都

认为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是做了坏事所以这样。所以人们说：“天怎么能干预人们的事呢？

福禄能够因为善举取得，祸患也就能够因为恶行招致，跟天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法令稍微

废弛，那么是非就会混淆，受奖赏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受惩罚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有人因为

贤德而尊贵显赫，有时也会有品性不好的人位列其中；有人因为犯错而受到羞辱，有时也会

有无罪的人置身其中。所以人们会说：“那些理所应当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是合理的；那些

不应发生的事情也发生了，难道合理吗？这是天命啊。福禄或许能够凭借奸诈的方式获取，

祸患也能够凭借侥幸而得以避免。”人间的道义出现混乱，所以对天命的认识也就混乱了。

如果法令完全废弛，那么是非颠倒，奖赏常常落在奸佞之辈，而惩罚常常落在正直人身上，

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战胜错误，人能够超出天的才能就完全丧失了。所以说，

天能作的，是生养万物，人能作的，是治理万物。法令得以普遍推行，人们就会说：“天怎

么会干预人事呢？我践行正道就行了。”法令完全废弛时，人们就会说：“天道究竟有什么

作用呢？不过是任人摆布罢了。”法令稍微废弛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就出现混乱了。

现在凭借个人的困窘或显达，就想要评判天道是否存在，糊涂啊！

我说：天常常凭借它的能力来俯视人间，并不会干预人间治乱；人们常常凭借自身能力仰望

天，也不能干预寒暑季节的轮转；生于太平之世的人，（因为）法令清明，都知道赏罚源于

何处，所以不会去感激或怨恨天；生于乱世的人，（因为）法令废弛，赏罚的依据不可知，

所以把人为的过失归结于天，这并不是天在干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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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北京高考在线创办于 2014 年，隶属于北京太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地区极具影

响力的中学升学服务平台。主营业务涵盖：北京新高考、高中生涯规划、志愿填报、强基计

划、综合评价招生和学科竞赛等。

北京高考在线旗下拥有网站门户、微信公众平台等全媒体矩阵生态平台。平台活跃用户

40W+，网站年度流量数千万量级。用户群体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 31 省市。

北京高考在线平台一直秉承‘’精益求精、专业严谨‘’的建设理念，不断探索“K12

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尝试基于大数据理论为广大中学和家长提供新鲜的高

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等，为广大高校、中学和教科研单位提供“衔

接和桥梁纽带”作用。

平台自创办以来，为众多重点大学发现和推荐优秀生源，和北京近百所中学达成合作关

系，累计举办线上线下升学公益讲座数百场，帮助数十万考生顺利通过考入理想大学，在家

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http://www.gaok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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