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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东城高二（上）期末 

语    文 

    本试卷共 8 页，100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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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题。 

材料一 

    诗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语言。音乐只有纯形式的节奏，诗则兼而有之。语言的节奏是三种影响合成的。第

一是发音器官的构造。呼吸有一定的长度，在一口气里我们所说出的字音也因而有限制；呼吸一起一伏，每句话

中各字音的长短轻重也因而不能一律。念一段毫无意义的文字，也不免带几分抑扬顿挫。这种节奏完全由于生理

的影响，与情感和理解都不相干。其次是理解的影响。意义完成时的声音须停顿，意义有轻重起伏时，声音也随

之有轻重起伏。这种起于理解的节奏为一切语言所公有，在散文中尤易见出。第三是情感的影响。情感有起伏，

声音也随之有起伏;情感有往复回旋，声音也随之有往复回旋。情感的节奏与理解的节奏.虽常相辅而行，不易分

开，却不是同一件事。比如演说，有些人先将讲稿做好读熟，然后登台背诵，条理尽管清晰辞藻尽管是字斟句酌．．．．
来的。而听者却往往不为之动。也有一些人不先预备，临时信口开河．．．．，随临时的情感兴会和思路支配，往往能娓

娓动听，虽然事后在报纸上读记录下来的演讲词，倒可能很平凡芜琐。前一派所倚重的只是理解的节奏，后一派

所倚重的是情感的节奏。理解的节奏是呆板的，偏重意义；情感的节奏是灵活的，偏重腔调。 

    总之.语言的节奏是自然的，没有规律的，直率的，常倾向变化；音乐的节奏是形式化的，有规律的，回旋的，

常倾向整齐。 

诗源于歌.歌与乐相伴，所以保留有音乐的节奏；诗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含有语言的节奏。就音节而论，诗是

“相反者之同一”，像哲学家所说的：自然之中有人为，束缚之中有自由，整齐之中有变化，沿袭之中有新创，

“从心所欲”而却能“不逾矩．．．”-。诗的难处在此，妙处也在此。想把诗变成音乐，变成一种纯粹的声音组织，那

是无异于斩头留尾，而仍想保持有机体的生命。音乐不能明白表现的，诗可以明白表现.正因为它有音乐没有的一

个要素一文字意义。现在要把它所特有的要素丢开.让它勉强去做只有音乐所能做的事，无论它是否能做得到，纵

然做得到，也不过使它变成音乐的附赘悬瘤．．．．。我们并非轻视诗的音乐成分。不能欣赏诗的音乐者时对于诗的精微

处恐终隔膜。 

    诵诗在西方已成为一种专门艺术。一方面要保留音乐的形式化的节奏，一方面又要顾到语言的节奏。西方人

诵诗的方法有两种：戏剧诵和歌唱诵。有些诗人根本反时“戏剧诵”，以为诗的音律功用非在产生实际生活的联

想，造成一种一尘不染的心境，使听者聚精会神的地陶醉于诗的意象和音乐。语言的节奏太现实，易起实际生活

的联想，使心神分散。不过戏剧诵”它的好处在能表情。有人设法兼收“歌唱式”与“戏剧式”，以调和语言和

音乐的冲突。 

                                                                  (取材于朱光潜《诗论》) 

1.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1分) 

  A.诗既有音乐的节奏，同时也兼有语言的节奏。 

  B.语言的节奏受发音器、理解和情感的影响。 

  C.语言的节奏是自然的，没有外来的形式支配。 

  D.音乐不具备文字意义，它不过是诗歌的附属。 

2.从内容肴，材料一最有可能出自《诗论》的((1分) 

  A.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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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 

  C.第六章：诗与乐一节奏 

D.第八一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 

3.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词语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1分) 

A.字斟句酌：说话或写作的态度十分慎垂。 

B.信日开河：:说话没有根据，不值得信任。 

C.不逾矩:不遵守行为的准则。 

D.附赘悬瘤:皮肤患有某种疾病。 

材料二 

    朗诵就是用宏亮清晰的声音和多种语言手段表达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也就是文字作品的“无声化

有声”的一种创作活动，通过把文字作品用声音的高低变化和不同节奏表达出来，使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审

美价值得以外化。诗歌朗诵是一种以诗歌为朗诵语料的二次创作。诗歌，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形式多样化，可以

书写，可以朗诵，可以品味，可以吟咏。诗歌朗诵的最大特点是充满感情的有声表达.具有表演性、文学性和艺术

性，通过有声语言引起听者共鸣，使自己的感受接近作者的情感，再现场景，才可能去展现作者的情感、作品的

内涵和美.因此诗歌朗诵与传统的背书不同，因为背书只要求能准确地背出来，并不要求声音的节奏和韵律。 

培根说：“读诗使人灵秀。”从历代名篇佳作中挑选出诗歌进行朗诵，会改善我们做人的质地，提升我们的

文化品位.陶冶我们的审美情操。如果朗诵者不深入地分析了解作品，加强感受，体验作品中的思想，而为了完成

任务，粗略地了解作品，就无法表达出应有的感情。 

诗歌朗诵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有关部门组织了很多朗诵活动，如“中华文化

经典诵读活动”“中华颂”“中国团体诗歌朗诵比赛”“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全

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朗读工程”，等等.还有传统媒体制作的一系列电视节目，如《中

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为你读诗》等，使诗歌朗诵的方式不断创新，也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随着如今中国进入信息时代，手机、IPAD等智能终端日益普及，网络视听节目占据了人们很多时间,尤其是在当

代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人们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去进行朗诵，中国传统的诗歌朗诵艺术越来越被

淡忘了，通过诗歌朗诵传承民族文化在形式、渠道、方式、方法等方面遇到了挑战。 

(取材于王彦霞、王天雯的相关文章) 

4.根据材料二，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1分) 

  A.诗歌朗诵是对诗歌语料的一种二次创作。 

  B.诗歌朗诵具有表演性、文学性和艺术性。 

  C.诗歌朗诵要准确、有声音的节奏和韵律。 

  D.不断创新的诗歌朗诵方式越来越被淡忘。 

5.请根据材料一、材料二，简述诗歌朗诵的意义。(4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18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题。(共 14分) 

所谓“杀青”，以斩竹得名，“汗青”以煮沥得名，“简”即已成纸名，乃煮竹成简。后人遂疑削竹片以纪

事，，币又误疑“韦编”为皮条穿竹札也。秦火未经时，书籍繁甚，削竹能藏几何？如西番用贝树造成纸叶，中

华又疑以贝叶书经典。不知树叶离根即焦，与削竹同一可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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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当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以将生枝叶者为上料。节届芒种，

则登山砍伐。截断五、七尺长.就于本山开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恐塘水有涸．时，则用竹规通引，不断瀑流注入。

浸至百日之．外，加工槌洗，洗去粗壳与青皮。其中竹穰形同苎麻样，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控桶下煮，火以八

日八夜为率。 

    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捏桶，其围

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其塘底面、四维皆

用木板合缝砌完，以防泥污。洗净，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铺稻草灰寸许。捅内水滚沸，即取出

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是十余日，自然臭烂。取出入臼受舂，舂至形同泥面，倾入槽

内。 

凡抄纸槽，上合方斗，尺寸阔狭，槽视帘，帘视纸。竹麻已成，槽内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许。入纸药水汁于．其

中，则水干自成洁白。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展卷张开时，下有纵横架框。两手持帘入水，荡起竹麻

入于帘内。厚薄由人手法，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竹料浮帘之顷，水从四际淋下槽内。然后授帘，落纸于板上，叠

积千万张。数满则上以板压。俏绳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气净尽流干。然后以轻细铜镊逐张揭起焙干。凡焙纸先

以土砖砌成夹巷，下以砖盖巷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火薪从头穴烧发，火气从砖隙透巷外，砖尽热，湿纸

逐张贴上焙干，揭起成帙。 

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故造此者名曰火纸。荆楚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此纸十七供冥烧，十

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

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富贵之家通刺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

汁云。 

                                          (取材于宋应星《天工开物》)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1分) 

A.与削竹同一可哂．笑  哂:笑 

B.恐塘水有涸．时  涸：干枯 

C.火以八日八夜为率．  率：大概 

D.以射．重价   射：谋求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1分) 

A. 
入纸药水汁于其中

急于星火
       B.  

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

襟三江而带五湖
  

C.  
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

既自以心为形役
     D. 

其纸敦厚而无筋膜

其名为鲲
  

8.将下而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 分) 

  ①中华又疑以贝叶书经典。 

  ②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 

9.下列图片是根据文本内容绘制。请用四字词语为图片命名。(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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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10.简述宋应星对“削竹片以纪事”的看法及其理由，你如何评价他的看法?(5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 11题。(共 4分) 

11.《论语》中多次提到“礼”，如： 

  ①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②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③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请简要概述以上三则内容反映了孔子怎样的思想。(4分) 

三、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2分。 

12.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12 分) 

①中国人历来注重姓名、字号等的文化内涵。例如南宋词人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语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

辞》中“             ，           ”一句，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影星周星驰的母亲选择《滕王阁序》中

的“          ，           ”一句给儿子取名，寄寓了她美好的希望。 

②范仲淹有词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其中“衡阳雁”这个意象在《滕工阁序》中也曾出现过，

这句是“             ，                  ”。                   

③很多成语出自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现在常用的“欣欣向荣”便出自《归去来兮辞》中 

                      ，                  ”一句：“鹏程万里”则来源于《逍遥游》所描述的大鹏飞向南

冥的典故：“           ，水击三千里，              ”；成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词义会发生变化，比如

《陈情表》中原本用来形容祖母病危状态的“         ，              ”现在常用来比喻腐朽的事物即将没

落。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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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3-16题。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访之。关公曰：“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

实学，故避而不敢见。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齐桓公欲见东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况吾

欲见大贤耶?”张飞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

来!”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今番汝休去，我自与云长

去。”飞曰：“既两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后！”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礼。”飞应诺。 

于是三人乘马引从者往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正遇诸葛均。玄德忙施礼，问曰、；

‘“令兄在庄否?”均曰：’昨暮方归。将军今日可与相见。”言罢，飘然自去。玄德曰：“今番侥幸得见先生

矣!”张飞曰：“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

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分付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

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

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竞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

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

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

睡足，窗外日迟迟。”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

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 

    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笔，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汉室末胄、涿

郡愚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昨两次晋谒，不得一见，已书贱名于文几，未审得入览否?”孔明曰：“南阳

野人，疏懒性成，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茶罢，孔明曰：“‘昨观

书意.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下问。”玄德曰：“司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语，岂虚谈哉?

望先生不弃鄙贱，曲赐教诲。”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谈天下事?二公谬举矣。

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

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

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

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抉天子以令诸侯，

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币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

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

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帷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

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

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

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

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玄德闻言，顿首拜谢。只这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

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人有诗赞曰：“豫州当日叹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

画图中。”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侮。”孔明曰：“亮久

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

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大喜，遂命关、张入，拜献金帛礼物。孔明固辞不受。玄

德曰：“此非聘大贤之礼，但表刘备寸心耳。”孔明方受。于是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 

    次日，诸葛均回，孔明嘱付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

成之日，即当归隐。”后人有诗叹曰：“身未升腾思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

原。” 

                                                                        (取材于《三国演义》) 

13.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和词语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1分) 

A.纶．(lún)巾 如雷贯耳:形容人的名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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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愧赧．(nǎn) 箪食壶浆:形容老百姓欢迎他们爱戴的军队。 

C.屏．(bǐng)人 顿开茅塞:形容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D.存恤．(xuè) 鼎足之势:比喻作战双方势均力敌。 

14.选文内容与《三国演义》情节前后照应，下面内容照应关系不正确的一项是((1分) 

A.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 

B.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 

先主怒曰：“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灭魏。”便欲斩来使，

以绝吴情。 

C.西和诸戎，南抚彝、越。 

孟获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 

D.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

悠苍天，曷此其极!” 

15.“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你如何理解这句话?请结合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加以说明。(6分) 

16.文中关于张飞的描写具有怎样的作用?请任选一处加以分析。(4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0分。 

17.微写作。(8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50-200字。 

①在《边城》里，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意象。请结合小说内容，以“茶峒的水”为开头写一首诗或一段抒情

文字，表达你阅读《边城》的感悟。 

②《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一直坚持读书看报，他说：“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

事情，这是很可悲的!”请结合孙少平的阅读经历，谈谈阅读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③学校话剧社打算排演《巴黎圣毋院》，如果让你参演，你愿意出演其中的哪位角色?请结合你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阐明理由 

18.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第①题，并从②③题中任选一题作文，不少于 700字。(42分) 

    贴着紫禁城的城墙根儿，捧上一杯“康熙最爱巧克力”，抬眼望去，“千里江山图”尽收眼底······ 

从 2018年 12月 I日起，位于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外的“故宫角楼咖啡”开门迎客。除了咖啡，店里还推出了

文艺创意产品：宫藏文物为封面的笔记本、故宫日历等。 

过去说到故宫的样子，我们总会说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园林，是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

傲的文化名片。现在跟新一代的年轻人聊起故宫，谈的也许是傲娇高冷的宫廷猫、霸气十足的朝珠耳机、化身网

红的古代帝王…… 

    虽说即将迎来 600岁的生日，故宫却并不“老”，而且还很新潮，很有“范儿”。庄严了六个世纪，现在的

故宫一反高冷、厚重、庄严古老的形象，变得文艺、时尚、充满活力。如今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拥有超过 770万

粉丝，每年更是俘获前来参观的 1600 万游客的芳心。故宫方面表示，要用“新”守护故宫的下一个 600年。 

    当然，在“故宫角楼咖啡”走红的同时，网友的质疑也接踵而至，比如“为什么不是茶馆而是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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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在故宫开咖啡馆，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2分) 

②请以“新与旧”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谈谈你对上面这则材料的理解与认识。(40分) 

③请以“行走在历史中”为题，写一篇一记叙文，想象你在故宫游览的故事。(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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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8分。 

1.(1分)D 

2.(1分)C 

3.(1分)A 

4.(1分)D 

5.(4分) 

  要点一：使诗歌中的音乐节奏以及语言节奏都得以保留。 

  要点二：使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审美价值得以外化。 

  要点三：引起听者共鸣，使听者的感受接近作者的情感。 

  要点四：改善做人质地，提升文化品位，陶冶审美情操。 

  要点五：使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扬。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18分。 

6.(1分)C 

7.(1分)B 

8. (4分) 

  ①中国(有人)又猜度(是)用贝树叶书写经文典籍。 

  ②这种纸十分之七(用于)供(祭祀)阴间(的人)焚烧，十分之三供(活着的)人日常使用。 

9.(3分) 

  答案示例:③荡料人帘④覆帘压纸⑤透火焙干 

10.(5分) 

  要点：宋应星认为“削竹片以纪事”的说法可笑。(1分)秦朝之前有很多书籍，“削竹片以纪事”记不了多少东

西(或者说不可能大量制作书籍)，“简”是已经制成的纸的别名。(2分) 

  示例：不赞同宋应星的看法。他根据后代用竹子造纸的技术反推古代历史，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主观臆断。(2

分)(肯定其质疑精神，能自圆其说，得 1分) 

11.(4分) 

  要点：礼乐不能停止于表面((1 分)，而应重在内心((1分)，“仁德”才是“礼乐”的根本((2分)。 

三、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2分。 

12.①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 

      雄州雾列  俊采星驰 

   ②雁阵惊寒   声断衡阳之浦 

  ③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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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之徙于南冥也 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2分。 

13.(1分)B 

14.(1分)B 

15. (6 分)答案示例:国君要以礼仪对待臣子，臣子要以忠心事奉国君。刘备三顾茅庐，半里之外下马步行，立于

堂下等待等一系列举动，都体现了他礼贤下士的明君风范；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体现了他作为臣子的忠诚。这样的君臣关系体现了儒家明君贤臣的治政理念。 

    (理解 2分，举例 2分，分析 2分) 

16. (4 分)答案示例:张飞的反对和不耐烦，衬托(反衬)刘备的求贤若渴、诸葛亮的胸有成竹，也使得故事情节波

澜曲折，更加生动。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0分。 

17. (8 分)略 

18. (42 分) 

    ① (2分)“故宫角楼咖啡馆”让故宫的形象更加文艺、时尚、充满活力。 

    ②(40分)略 

③(40分)略 

附录: 

文言文参考翻译: 

    所谓“杀青”，是从砍竹得到的名称，“汗青”是从蒸煮得到的名称，“简”是已经制成的纸的别名，是煮

竹做成“简”。(因为是煮竹做成“简”)，后人于是就猜度削竹片来记事，并且还错误地揣测“韦编”的意思就

是用皮条穿编竹简。在秦始皇焚书以前，书籍多得很，削竹片(记事)又能写多少东西呢?如同西域一带(的人)用贝

树造成纸页，中国(有人)又猜度(是)用贝树叶书写经文典籍。(他们)不懂得树叶离根就会焦枯(的道理)，(这)跟

削竹(记事的说法)同样可笑。 

造竹纸多在南方，而福建省最为盛行。当竹笋生出以后，(先)观察山沟(里的竹林)的深浅(长势)，那竹子以

将要生枝叶的嫩竹为(造纸的)上等材料。(每年)节令到了芒种便可上山砍伐竹子。(把竹秆)截成五到七尺长，就

在本山开一口山塘，向其中注水(来)漂洗浸泡(竹料)。担心塘水有干涸的时候，就用竹制导管引水，不断注入山

上流下来的水。浸泡到一百天开外，(把竹子从塘内取出)加工槌洗，洗掉粗壳与青表皮。其中竹纤维形状就像苎

麻一样，(再)用上好的石灰化成灰浆，涂在竹料上，放入栓捅里蒸煮，烧火以八天八夜为标准。     

蒸煮竹子，下竹用直径四尺的锅，锅上用泥与石灰把边缘透气处封死，高度和宽度如同广东沿海地区煮盐的

牢盆那样，里面可以装下十多石水。上面盖上楻桶，它的周长一丈五尺，它的直径四尺多。盖好后蒸煮，八天就

足够了。停止加热一天后，揭开楻桶，取出竹料，放到清水漂塘里洗干净。那漂塘底部、四周都用木板合缝砌好，

来防止(沾染)泥污。(竹料)洗净后，用柴灰水浸透，再放入锅内，(在)锅内按平，(上面)平铺稻草灰一寸左右。

捅中水滚沸后，就取出竹料(放入)另一捅中，仍然用草木灰水淋洗。如果草木灰水冷却了，烧滚沸再淋洗。像这

样十多天，竹料自然就会蒸烂。(把它)拿出来放入石臼捣碎。捣碎到形同泥面(的样子)，倒入抄纸槽中。 

    抄纸槽(的形状)像个方斗，(它的)尺寸宽窄，槽看纸帘(的大小而定)，纸帘看纸张(的尺幅来定)。竹料制成

后，抄纸槽内的清水浸泡在竹料上面三寸左右，在其中加入纸药水汁，那么(纸)水干后自然变成洁白。抄纸帘，

是用刮磨得极其细的竹丝编成，展开纸帘时，下面有纵横(而成的)框架(支撑)。两只手拿着抄纸帘放进(纸桨)水

中，摇动起竹浆(让它)进入抄纸帘中。(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来而定，轻轻摇动(纸)就薄，重重摇动(纸)就厚。

竹料浮在纸帘上时，水便从四边下流到槽里。然后翻转纸帘，让纸落到木板上，叠积成千上万张。(等到)数量够

了就用木板压在上面，(捆上)绳子插进棍子，像榨酒的方法那样，让(纸内)水分压净完全流干。然后用轻细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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镊(把纸)逐张揭起烘干。烘焙纸张，先用土砖砌成夹巷，下面用砖盖夹巷底部，几块砖以上就空出一块砖。薪火

从巷端炉口烧起，火的热气从砖缝透过夹巷，(使得)外面的砖都发热，(把)湿纸逐张贴(在夹巷)上烘干，(再)揭

下来放成一叠。 

    盛唐时期(拜)神(祭)鬼的事情繁多，(祭祀时)用(烧)纸钱代替烧帛，因而制造的这种纸称为火纸。荆楚一带

近来的风俗有一次烧(火纸)多到上千斤的。这种纸十分之七(用于)供(祭祀)阴间(的人)焚烧，十分之三供(活着的)

人日常使用。其中最粗糙的并且厚的纸称为包裹纸，是(用)竹料和隔年晚稻的禾秆制成的。至于铅山各县制造的

柬纸，是完全使用细竹料加厚抄成的，用来谋求高价。最上等的纸称为官柬纸，富贵的人家(制作)名片用它。这

种纸纸质厚实而没有筋头，染红(后)做(办喜事的)吉柬纸，先用白矾水浸过，再染上红花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