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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7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

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

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来源:学+科+网 Z+X+X+K]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

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

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

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

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

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

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

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

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

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试卷说明：

1、本试卷共 10 页，计六道大题。

2、本次考试卷面分值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3、注意：请将 1—5 题、8—11 题、14—15 题、17—18 题答案填涂在机读卡相应题号

处，其他题目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作文写在作文纸上。

4、不得用铅笔作答，不得使用涂改液、修正带。请在相应位置正确填涂个人信息。

命题人：李晓阳 审题人：汪文龙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1．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不偏不倚”中的“倚”，读音为 yǐ。

B．“班姑蔡女”中的“班姑”，指《后汉书》作者班固。

C．“戕害”中的“戕”，最后一笔是“丶”（点）。

D．“不矜不伐”中的“矜”，意为“自夸”。

2.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红楼女子之美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分）

A．各美其美 B．美得适度

C．都兼具任情之美与中和之美 D．体现了一些古已有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

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

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

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

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

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

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

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

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

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

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

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

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

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3.材料二中，胡菊人先生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下列说法不属于其理由的一项是（3 分）

A．内热外冷的分裂，使其世故 B．把生命激情视为疾病



C．只能用假面对付虚假的世界 D．不曾像黛玉那样率性

4. 根据材料二，下列与“冷香丸”有关的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曹雪芹创造出以“冷香丸”治疗宝钗的“热毒”，是一种精彩的写法。

B．“冷香丸”所解“热毒”，“病症”之一是追求功名，之二是为人端庄。

C．有人认为，“冷香丸”有治疗内热外冷分裂性格的意义，对宝钗有益。

D．有人认为，“冷香丸”是压制生命活力扭曲真实心性的，对宝钗有害。[来源:学科网]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

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

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

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

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

“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

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

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

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

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

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

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

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

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

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

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

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5. 根据材料三，下列证明宝钗不“奸”的理由中，与文意不符．．的一项是（3 分）

A．去潇湘馆寻黛玉，因见宝玉进去怕有不便，便没有前往，可见她不存妒忌

B．担心红玉与坠儿怀疑自己，便假装是在追黛玉，这是情急之下的正常反应

C．提出拿自己的新衣给金钏装裹，是为了给王夫人减压，不是为了贬损黛玉



D．认为金钏死不足惜，是特定情境下的话语，目的是安慰人，而不是讨好人

6. 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造成对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

原因。（6 分）

7．人物的复杂性是指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形象有丰富的释读和评价的可能，上面材料中所分析的宝钗就是一个复

杂性人物。请从《红楼梦》中任选一个人物（宝钗除外），结合作品中的相关内容，谈谈你对该人物复杂性的理

解。（8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55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3 题。（19 分）

【材料一】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

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

“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

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

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

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

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 （取材于《资治通鉴》）

【材料二】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

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

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

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

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 （取材于《明皇杂录》）

8．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须臾，裁决俱．尽 俱：全都。

B．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 顾：回头。

C．以济．明皇太平政 济：救济。

D．近者稍．倦于勤 稍：渐渐。

9．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自以．才不及崇 / 皆以．美于徐公



B．爱身保禄而．从之 /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C．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 犹且从师而问焉．

D．上览其．表，益加悼惜 /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0．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 委积：聚积，堆积。

B．夫不肖用事．． 用事：执政，当权。

C．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 相与：互相，交相。

D．公当出入．．为藩辅 出入：指出将入相。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以卿坐镇雅俗耳。

（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了。

B．崇曰：“然则竟如何？”

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来源:学.科.网Z.X.X.K]

C．一遵其法，无所变更。

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没有变化或修改的内容。

D．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

没有顾及到国家的安全和危险，的确是有罪的行为。

12．请把文中“材料一”处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3分）

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

13．当时有人称卢怀慎为“伴食宰相”，含有说他是“吃闲饭的宰相”的意思。司马光则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结合两则材料，简要谈谈你对卢怀慎为相的认识。（4 分）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按要求完成 14～16 题。（12 分）

鹭 鸶

来鹄

袅丝翘足傍澄澜，消尽年光伫思间。

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

鹭 鸶

刘象

洁白孤高生不同，顶丝①清软冷摇风。

窥鱼翘立荷香里，慕侣低翻柳影中。

几日下巢辞紫阁②，多时凝目向晴空。

摩霄志在潜修羽，会接鸾③凰别苇丛。



【注释】①顶丝：头顶上细长的羽毛。②紫阁：指鹭鸶居所。③ 鸾：神话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14. 下列对两首诗歌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两诗均在吟咏鹭鸶中寄寓情怀，来诗聚焦于一幅画面，刘诗则描绘了多个情景。

B. 来诗一二句描写鹭鸶依傍清波、翘足独立、凝神静思的神态，引出后面的议论。

C. 刘诗开篇赞美鹭鸶的品质，中间两联运用拟人、烘托等手法来塑造鹭鸶的形象。

D. 刘诗以“摩霄”“苇丛”表现鹭鸶的生存环境，用“会”字强调其实现愿望的信心。

15. 刘诗颔联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下列诗句没有．．运用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 分）

A. 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杜甫《送韩十四江东觐省》）

B.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C. 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唐庚《春日郊外》）

D.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偁《村行》）

16. 来诗和刘诗笔下的鹭鸶形象有何不同？请结合诗句内容回答。（6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7～19 题。（12 分）

水调歌头① 叶梦得

天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攲斜。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拼却鬓双华？徙倚望

沧海，天净水明霞。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

山老②，谈笑净胡沙③！

【注】①此词为作者退居太湖边的卞山时所作。②东山老：指东晋名臣谢安，曾隐居东山，故名。他是历史著名的

以弱胜强战例——淝水之战的总指挥。③胡沙：即“胡尘”，指代北方各族发动的战争。

17.下列对词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霜信报黄花”，黄花即菊花，词句倒装，意实为“黄花报霜信”。

B.“拼却鬓双华”句，意为毕生奋斗，终于赢得光华似锦的晚年。

C.作者所居并不靠海而临太湖，“沧海”指烟波浩渺的万顷湖光。

D.“边马”“胡笳”，勾勒出马蹄踏踏、羌管悠悠的北方边地景色。

18.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窗”两句，写花木掩映的山屋、倾仄的小路，幽雅的景物衬托主人公的品格。

B.上片三层，先写一景，再设一问一答，一波三折，如三叠之瀑，曲尽回荡之美。

C.一个“恨”字，落笔沉重，倾注着诗人满腔的郁愤，成为通篇笼罩的感情基调。

D.论者以为，叶梦得词风格颇似苏轼，而这首词从风格看也确应属于“豪放词”。

19.词中“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系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立足本词与《归



去来兮辞》中这两处字面类似的语句，联系本词和陶文，比较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异同。（6 分）

20.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每题 1 分，共 12 分）

（1）荀子认为人的知识、道德、才能是后天不断广泛学习改造获得的。“木”要“受绳”才能端直；“金”要“就砺”

才能锋利。同理， __________，__________。（《劝学》）

（2）举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舟的浮动对水的依赖性，从而得出结论来说明大鹏鸟的飞翔对风的依赖性的句子

是：__________，__________。（《逍遥游》）

（3）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用 “ __________ ，往往有得，__________ ”，表明古人游赏有所收获不是随意

的，而是经过深思而悟出来的。

（4）__________，许君焦、瑕，__________，君之所知也。（《烛之武退秦师》）

（5）已矣乎！__________？__________？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归去来兮辞》）

（6）__________，__________；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滕王阁序》）

（7）《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由梦境转入现实的过渡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8）范仲淹的《苏幕遮》中借草地的绵延感叹故乡遥远的两句诗是： _______，______。

（9）杜甫的《蜀相》中浓墨重彩，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的一联是：__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__________。（《归园田居》）

（11）四十三年，__________，__________。（《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2）__________，__________。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

三、成语与名著。（每题 2 分，共 8 分）

21.下列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司法部门办案过于拖沓，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工作效率的确应该提高，但也切不可在舆论压力下矫枉过．．．

正．，影响工作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B. 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之下，不仅三菱等大企业退出了不少传统强势领域，日本国内 7 成左右的植物工厂实际也

处于亏损或惨淡经营．．．．的状态。

C.十几年前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村委会来解决,可现在情况变了,办法也要改进,不能胶柱鼓瑟．．．．。

D.医疗市场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一些低价药品表面上退市了，但却通过包装、规格、剂型等变化，改头换面．．．．

后以高价重新进入市场。

22.下列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这篇在重要时刻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引人深思。

B.喜欢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她的繁华奢侈，光怪陆离．．．．，而是因为她恬静悠闲的另一面。

C. 很多人心中都有顶礼膜拜．．．．的偶像，偶像实际上承载了人们心里对完美的向往。



D.经过五年的努力，他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他望着落成的大楼，不禁踌躇满志．．．．。

23.涂瀛《红楼梦问答》：“或问宝钗与黛玉孰为优劣？曰：‘宝钗用柔，黛玉用刚。宝钗用曲，黛玉用直。宝钗徇情，

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关于这段文字，以下陈述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关于钗黛孰优孰劣的问题，涂瀛认为宝钗优于黛玉。

B. 贾母给宝钗过生日，“点戏时，贾母一面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了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

母自是欢喜”。这一情节，很能体现“宝钗徇情”的特点。

C. 黛玉来探望宝钗，发现宝玉也在，笑道：“我来的不巧了，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一情节，很能体现“黛

玉绝尘埃”的特点。

D. 元妃省亲中宝玉和贾府姐妹们作诗。宝玉一时构思太苦，还差一首，宝钗悄悄替他代作一首。这一情节，很

能体现“宝钗收人心”的特点。

24.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

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

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

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以上文字出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结合这段话，以下陈述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这段话中的“他”指的是孙少平。该文段是少平的心理活动，但是是由作者代为抒情议论，这种写法在小说

中很常见。

B. 小说描写的苦难数不胜数：田晓霞被河水卷走，郝红梅失去丈夫，李向前失去双腿，秀莲得了肺癌……作者

试图告诉读者，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甚至永远无法摆脱苦难。

C. 孙少平有很多次改变苦难人生的机会，但是他都放弃了。他在苦难的奋斗中找到了自我的存在意义，最后过

上了安逸舒适的生活。

D. 小说很多人物的伟大品格体现在苦难中仍具有宽容、助人、坚忍的品格。少平救助曾告发他的侯玉英；孙玉

厚让出祖居窑洞给弟弟成亲；少安主动辍学，挑起家庭重担。

六、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对仁者下的一个定义是，自己要站

的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行得通。《平凡的世界》中某些人物接近上述“仁

者”的标准。请你从中选取一个人物，结合相关情节，简要分析。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条理清楚。180 字左右。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纸上。

①“品牌”是商业用语，品牌的内涵是指它所包含的个性、价值和文化，个人、集体、国家等都应该有自己的

品牌。

对“品牌”你有怎样的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②将自己的书贴上特定标签或写上几句话投放到公共场所，如咖啡馆、地铁或公园内的长凳上……无偿提供给

拾取到的人阅读；拾取的人阅读之后，再以相同的方式将该书投放到公共环境中去。这就是“漂流书活动”。

每一位主人都希望自己的书被人带走，想象着它进入另一些人的世界——和他们发生各种奇妙的联结。这样，

一本流动起来的书，便有了它的故事——书的生命或人的生命，都可能由此变得不再平淡。

请根据上面的提示语，发挥想象，以“漂流书的故事”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立意自定；有形象，有情节，有创意。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更多高三期中试题，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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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共 27 分）

1．（2分）B 2．（2 分）C 3．（3分）A 4．（3 分）B 5．（3分）D

6．（6分）

（1）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

（2）从读者角度看，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钗的评价。

（3）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7．（8分）

【答案示例】略

【评分参考】对人物复杂性的理解 4分，联系作品内容 4 分。

二、古诗文阅读。

8．（3分）C 9．（3 分）B 10．（3 分）C 11．（3分）D

12．（3分）参考译文：（鲍叔等人）能够了解他们（管仲等人）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国家事务交给他们（处理），

孔子赞美了这种做法。

评分标准：“下”“授以国政”“美”三点各 1 分。

13．（4分）答案示例：

①卢怀慎是大度让贤、德高望重的贤相。姚崇是一代贤相，才能出众，娴于政务。“材料一”中写卢怀慎“每事

推之”，实际是避位让贤，充分调动贤明之士，这从“材料二”中卢怀慎举荐多人也可以看出来。正是这样他才

能与姚崇戮力同心，成就唐王朝的开元盛世，这些都是卢怀慎作为宰相胸怀大度、以国事为重的表现。

②卢怀慎是尸位素餐、有名无实的“伴食宰相”。“材料一”中写姚崇请假十余日，竟能导致政事堆积，作为朝

廷宰相的卢怀慎竟然束手无策，其理政才能可见一斑，因此“材料一”中说其“每事推之”，实际上也就是指

摘他遇事无能，只能推诿。即便是在“材料二”中写到其为官清廉，荐人有功，仍然不能遮盖卢怀慎作为宰相

的无能。

评分标准：结合“材料一、二”分析，不必面面俱到，能够言之成理即可。

14. D

15. C

16. （3 分）来诗塑造的鹭鸶表面悠闲、实则有较强的物欲。前两句写鹭鸶仪表不凡（袅丝翘足）、洁净悠闲（傍清

澜，伫思），三四句用“若使”把寓意点破，鹭鸶“消尽年华”、全神贯注，原来是在思考谋取眼前之物。



（3 分）刘诗描绘的鹭鸶是个胸怀高远、潜心修炼、不甘寂寞的形象。如颈联写鹭鸶经常飞出低矮的巢穴面向高空

凝视，尾联直接点出鹭鸶拥有冲天的志向和高飞的信心，现在不过是在潜修羽翼、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评分标准：来诗中的鹭鸶形象若答其它，酬情给分。

17.（3 分）B（意思是：为此，我宁可鬓生白发。拼却，豁得出去；华，白发。）

18.（3 分）C（“通篇笼罩”是以偏概全）

19.（6 分）相同点：山林隐居，贞洁自持。不同点：一是因痛恨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而与之决绝，甘心过隐

居生活；一是因朝廷昏庸、抗敌无策，表现强烈爱国忧国之情。

五、背默。

20.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每题 1 分，共 10 分）[来源:学科网]

（1）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2）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3）往往有得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4）且君尝为晋君赐矣 朝济而夕设版焉

（5）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

（6）渔舟唱晚 响穷彭蠡之滨

（7）忽魂悸以魄动 恍惊起而长嗟

（8）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9）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10）羁鸟恋旧林 守拙归园田

（11）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

（12）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

三、名著阅读。（每题 2 分，共 8 分）

21.B 22.D 23.B 24.C

[来源:Z&xx&k.Com]

【文言材料一译文】

姚崇曾有一次为儿子办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从而使得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决断，感到十分

惶恐，入朝向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之事委托给姚崇，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

了。”姚崇假满复出之后，很快便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道：“我作宰相，

可以与历史上哪些宰相相提并论？”齐浣没有回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相比，谁更好些？”齐浣回



答说：“管仲、晏婴所奉行的法度虽然未能传之后世，起码也做到终身实施。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似乎比

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齐浣回答说：“您可以说是一位救时之相。”姚崇听后

十分高兴，将手中的笔扔在桌案上说：“一位救时宰相，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呀！”

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遇到一件事，都会推让给姚崇来处理，当时的人将

他称为“伴食宰相”。

臣司马光评论说：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位在后者之上，因为了

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这种做法受到了孔子的赞赏。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

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没有变化或修改的内容，汉家的功业即因此而得以成就。如果不贤的人当

权，作为他的僚属，为了苟全性命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

家的罪人。如果贤良明智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用欺诈蛊惑来扰乱他的布署，用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用

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取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

齐心协力，为的就是成就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

【文言材料二译文】

唐朝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谋求钱产资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当官身份高贵以后，妻

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对待亲戚朋友，卢怀慎的帮助和接济非常大方。

后来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一起去探望他。卢怀慎一直很器重宋璟

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

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出将入相，作国家

的藩篱、皇帝的辅臣，皇帝寻求天下大治的心思很急切，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近来对政务慢慢有所懈怠，这时候

往往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在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

候，就亲手写了一封奏章，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奏章，对他的离世越发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