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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市回民学校高一（下）期中

语 文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4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8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至明清时代，中国古典家具的制造进入了鼎盛期。明清家具用料讲究，造型

简洁，榫卯．精密，宛若天成．．．．，表明当时中国的家具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

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古典家具的材质价值

不同的材质价位差别甚大，直接影响家具的价值。例如紫檀属植物约有十五种，而传统认识中的紫檀只有一

种，为印度南部迈索尔邦特产，学名“檀香紫檀”，出材率非常低，只有 10%到 15%，做小件家具的短材一般 6.5

到 7.8 万元一吨，做大件家具价位则在 10 到 20 万元一吨。在紫檀属植物中，除檀香紫檀外，其余材种皆归属于

“草花梨”种群内，出材率达 70%，其价格要低得多，只要几千元一立方。所以，确定材质，在评定家具价值时至

关重要。

二、

这在明式家具中反映得最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圈椅。其背板全部用厚板挖制而成，呈“S”形，它

是根据人体脊．背的自然曲线设计的。椅背后边柱上端微向后弯，搭脑正中亦向后弯，使后背形成 100 度至 105 度

的背倾角。坐面多用弹性很强的藤席，人坐在上面，藤席受压下垂，与坐面前沿形成 3 度到 5 度的坐倾角，这个

角度，按现代人体工程学研究，为人体休息最佳角度。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 500 年前的明代已经把家具的造型和

人体各部的关系科学地结合起来。

三、

无论何种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一般来说，年代越久其价值就越高。当然器物

本身要有确凿．的年代依据，如款识．。款识有年号款、购置款和纪念款等。有的器物虽无款识，但有史料或其它记

载可证实其制作年代以及流传过程，也属于有准确纪年之物。这些有明确纪年的家具对我们研究各时期家具的发

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古典家具的文化价值

数千年来，家具始终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其

设计理念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一件优美的家具必须具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它既是

物质载体，又富有精神内涵。

总之，在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时，要在同类作品中反复比较衡量，确定它在同类物品中的地位，才能得

出恰当的结论。 （取材于胡德生《谈谈古典家具价值》）

1．对下列各项词语中加点字的说明，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榫卯．：卯，读音为 mǎo。

B．脊．背：脊，全字共 9笔。

C．确凿．：凿，义同“言之凿凿”中的“凿”。

D．款识．：识，“标志，记号”之意。

2．根据材料一的内容，明代圈椅的设计中不能．．体现现代人体工程学的一项是（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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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背板全部用厚板挖制而成。 B．背板造型呈“S”形曲线。

C．背倾角呈 100 度到 105 度。 D．坐倾角呈 3 度到 5度。

3．根据材料一的内容，在文中横线处各拟一个小标题，每个标题不超过 10 个字。（2 分）

材料二

吉祥图案在家具上的运用大约起源于商周，至宋代已被广泛使用，明清更盛，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的地步。它不仅有洪福吉祥之内涵，更是绘画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珠联璧合．．．．。

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的构成手法如下：

一、运用汉语谐音

利用汉语的谐音表达某种吉祥寓意，在吉祥图案的运用中十分普遍。例如“鱼”谐音“余”，“梅”谐音

“眉”，“瓶”谐音“平”等。这样就可以组合成“吉庆有余”“喜上眉梢”等各种吉祥图案了。在有些图案中，

将不同词汇中的同一个字转义成新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短语，然后再用相应的纹饰组合成吉祥图案。比如用百合花

来组成图案，构成“百年好合”，寓意幸福开心一百年。

二、借用生物生态属性

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寓志，附会

象征。例如，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又如鸳鸯雌雄成对、形影不离，用雌雄鸳

鸯并浮水面来寓意夫妻恩爱；葫芦因其多子，故在民间被用来象征多子多孙之意等。

三、利用有代表性事物的象征寓意

用代表性事物来寓意吉祥喜庆，是吉祥图案对素材的直接应用，给人最为直观的祈福印象。例如金钱、玉石、

元宝等都是属于财物象征的，表示对富贵的追求；再如玉器、鼎炉、书画和一些吉祥物配上盆景、花卉等装饰在

家具上，寓意志趣高尚、品行优雅等。

四、直接应用吉祥文字

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家具

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常与室内艺术品或屏风雕刻结

合起来，体现出书法艺术和民族工艺的相应相生．．．．，颇具意味。

家具上很多吉祥图案综合运用了以上多种构成手法，含意更丰富，作品也更加成熟。

（取材于吕九芳、徐永吉的《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

4．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古典家具上的吉祥图案，不属于．．．谐音寓意的一项是（3 分）

A. B. C. D.

5．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中出现的加点成语的替换，有误．．的一项是（3分）

A．宛若天成：可用“巧夺天工”替代。 B．登峰造极：可用“炉火纯青”替代。

C．珠联璧合：可用“并驾齐驱”替代。 D．相应相生：可用“相辅相成”替代。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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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家具特别是明清家具，对现代家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硬木家具用材讲究,多数为黄花梨、紫檀等。这些高级硬木,都具有色调和纹理的自然美，给人以高贵、

典雅之感。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外,不作大面积装饰,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纹理的特长,形成自己特有

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格。而且明清家具表面上也很少使用油漆,仅擦透明的树脂或蜂蜡,追求其本身质感,达到“硬、

滑、素、净”的艺术效果。

另外，明清家具装饰适度、繁简相宜,体现出一种少而精、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虽然装饰性的附件少,却各自

有着赏心悦目的内涵和形象。现在按这种简约思想设计的家具,都摒弃了豪华雍容的感觉，却更富于时代感；它们

都本着“以人为本,简朴自然”的原则，针对现代人而设计, 更适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具体体现就是用最少

的材料生产最多的产品,减少浪费,减少污染,达到最完备的功能。

明清家具所蕴含的文化感让设计者们分外关注。这种淳厚的文化气息在其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

优美形式中得到直接的体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尤其是园林建筑有关。当时园林建筑是文人雅士

的文化社交场所，因此文人雅士往往会按照中国传统士族文化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这特有的自然环

境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明式家具的设计风格。

总之，古典家具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仅在“绿色设计”方面给现代家具很多启示，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底

蕴，体现着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一种审美倾向。我们不应一味地去仿制，必须加以继承和创新，取其精华，把古典

的、现代的、时尚的元素加以结合，充分考虑现代人追求生活化、功能化、人性化的需求，让祖先遗留下来的文

化精髓得以发扬光大。 （取材于郑娟《浅谈中国古典家具及其特色在现代家具中的传承与发展》）

6．根据材料三的内容，下列表述不属于．．．明清家具在“绿色设计”方面对现代家具的启示的一项是（3 分）

A．用材讲究，一般都使用高级的名贵木材。

B．注重发挥木材本身具有的色调和纹理特长。

C．不滥加装饰，追求材质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

D．繁简相宜，简朴自然，追求以少胜多的简约美。

7．明清家具的“文化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根据上述三个材料．．．．．．加以概括说明。（6分）

8．阅读小说《红楼梦》中的三段描写，回答后面的问题。（3分）

①（荣禧堂）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

璃 。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

②（怡红院）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

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

③（秋爽斋）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

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根据上面《红楼梦》的选文，以及本大题三个材料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贾府家具多使用名贵木材，充分表现其生活的奢华、富有。

B．荣禧堂作为正堂屋，其家具陈设要更加高贵、气派、威严。

C．怡红院中四壁布满各种吉祥图案，是为了追求喜庆的气氛。

D．秋爽斋的布置典雅、大气，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2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说难①

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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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

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

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

“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

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

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

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

“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

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

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则见下节．．而遇卑贱 下节：节操低下

B．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 显：显赫

C．人间．往夜告弥子 间：抄小路

D．柔可狎．而骑也 狎：戏弄

10．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而说之以．厚利

以．其半啖君

B．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

武公怒而．戮之

C．而说之．以名高

夫龙之．为虫也

D．厚者为．戮，薄者见疑

为．母之故，忘其刖罪

11．下列对文中划线语句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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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游说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让自己的说法适合他

B．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

C．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

D．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

所以对君主有爱时，就显得智慧并且更加亲近君主

12．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5分）

①（2 分）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②（3 分）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13．第五段中“此二人说者皆当矣”，“二人”指的是 和 。（2分）

14．请从文中三个故事中选择一个简要概括，并谈谈该故事对游说进言的人来说有怎样的启示。（6 分）

三、本大题共 3小题，共 11 分。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 15－17 题。

立春

杜甫

春日春盘
①
细生菜，忽忆两京

②
梅发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注释：①春盘：古代立春日用蔬菜、水果、饼饵等装盘，馈送亲友，即为“春盘”。皇帝也于立春前一日向臣

僚赐春盘。②两京：即长安、洛阳两都。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诗写于立春日，《登高》写于重阳节，因具体时间不同，两首诗抒发的感情也截然不同。

B.首联“忽忆”一词，表明诗人是由眼前的春盘触景生情，从而引发了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C.颔联诗人具体回忆了昔日在两京时立春日庆祝的盛况，与今日之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D.除了直抒胸臆的方式外，诗歌还通过借助自然景物及人物的自身行为等方式来抒发感情。

16.下列诗句与节日、节气无关．．的一项是（3分）

A.玄鸟雄雌俱，春雷惊蛰余。口衔黄河泥，空即翔天隅。（唐·贾岛）

B.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韩翃）

C.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宋·欧阳修）

D.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宋·杨万里）

17.诗中说“杜陵远客不胜悲”，请结合诗句分析，诗人之“悲”体现在哪些方面？（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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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0 分。

18. 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

①荀子在《劝学》中指出了自身学习的重要意义，如同“木受绳则直， ”，“ ，则

知明而行无过矣”；同时，学习还有弥补自身不足的作用，因此说“ ，善假于物也”。

②宋代的罗大经分析《登高》的颈联“ ， ”十四个字中含有八层意思 ，把复杂深

沉的感情，融入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 。

③元和十年，左迁九江郡的白居易与漂沦憔悴、转徙江湖的琵琶女相遇，听到了如同仙乐的琵琶语，诗人用

“ ， ”一句大弦小弦错落有致、如珠玉般清脆圆润，；当她一曲终了，人们仍然

陶醉其中，“东船西舫悄无言， ”；琵琶女的故事使作者想到自己相类似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

鸣，他不禁发出了“ ， ”的感慨。

五、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3 分。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4 题。

吟 唱

①屈原庙脚下集合了一山坡的秋蝉，鬼柳树、杜仲树和柑橘树上都是，仿佛全世界的蝉都团结起来，在屈原庙

下嘶鸣，像骚坛诗人们的吟唱。乐平里
①
整个被蝉鸣覆盖了，秋天也被蝉鸣包裹。

②我原以为秋天村子里会安安静静，却不料吵声一片。大虫、小虫都吵，白天吵，夜里还吵。打开窗子，虫鸣

涌进来，让人耳鼓齐鸣；关上窗子，村庄似被这些声音抬了起来。我枕着虫鸣睡觉，虫鸣像无数只手，抚摸着我；

又像一层厚厚的被子盖着我，让我热热乎乎。我似睡非睡，觉得整个村子都梦幻起来。虫在吟唱，骚坛的诗人们也

在吟唱，恍惚中我分不清，这种吟唱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快乐。

③实在说，虫鸣千篇一律．．．．，只有那些诗人们的吟唱像呼唤，又类似欢庆秋天的丰收。朦胧中一个个吟唱诗人开

始在我的眼前浮现。李国杰，颤颤抖抖，一身朴素，面容枯干，长长的白胡子像鸟儿的羽毛，如果来一阵风，他会

像鸟儿一样飞上天。他的吟唱是天籁，能让河流苏醒，沿着他的诗行，可以找到太阳的光芒。徐正端开始登台了。

他也是老态龙钟，现在中气不足，哮喘不断，神韵暗淡，但他的吟唱挺有味道，只是需间隔、要停顿，把咳咳嗽嗽

掺和．．了进来。李盛良也飘飘渺渺地来了，他不是故去多年了吗？难道他的魂儿又回归骚坛了？他有一个好看的鼻子，

红红的脸庞，他在吟唱时，嘴巴一张一合，像在喷吐一粒粒饱满的果实。耕田犁地时想出一首诗，他就在牛尾巴后

面，拖着长长的尾音，深情地吟唱。卢学俊亮相了，耳朵大如一只勺子，他写诗不如儿子卢琼，吟唱却是高手，声

音洪亮得像村里的大喇叭……

④凌晨三点，我被虫鸣闹醒了。清醒过来后，忧虑却袭上了心头。李国杰九十岁了，他的吟唱不会永远，会随

时中断，端午诗会、中秋诗会，都不能上场了。徐正端离九十也只有一拃长的距离，病魔缠身，诗会如在庙里举行，

他还可以参加，如在村外，他就只有在庙里独自吟唱了。李盛良已故去多年，吟唱之声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

飘荡的魂灵，但已不可复制，吟唱来去无踪。卢学俊已得了肾病，吟唱开始喑哑。

⑤关于吟唱，有人说，哼哼哈哈摇头晃脑的，是远去的古音，毫无诗意；有人说，这是最美的诗歌。

⑥骚坛是屈原故里一个古老的诗社，传统就是吟唱。近几年的中秋诗会，年轻娃娃们的吟唱并不成功，各唱各

的腔，各吹各的调，有的像山歌，有的像丧事闹夜的调子，也有的像蝉、像小虫子，没有起伏，干吼，韵味出不来，

老一辈的精髓．．没有学到。屈原庙的守庙人、骚坛社长徐正端看着着急，跟我说他要带个徒弟，培养骚坛传人，我给

他推荐了聪明伶俐的明月。立秋那天，我和明月一起到了庙里。房间里暗淡，我们便把方桌抬到天井里。徐正端掏

出一本泛黄的书，那是他的宝贝《韵学津梁》，油渍斑斑的，老师传给他的，他从未示人。他一页一页地翻，一页

一页地讲，他吟唱一句，明月跟着学一句，整整一天。教明月之前，他还在不停地咳嗽，喘不上气来，奇怪的是传

艺过程却很平静，他只是偶尔咳嗽那么一两下。在教明月一句一句地吟唱《橘颂》时，突然来了一阵风，庙前所有

的树呼啸起来，接着撒下一阵雨。看天上，还有阳光从云雾中透射出来。那这阵雨是从哪儿来的呢？大概是屈原听

到《橘颂》的吟唱之声要魂归故里吧。风雨过后，师徒俩又接着吟唱。直到天色已晚，看不清字了。他把《韵学津

梁》递给了我，吩咐我把这本古旧的书多印些，在中秋诗会上发给诗友。我心里一热，以为这本书他会送给明月，

送给嫡传的弟子，没想到他考虑得更多。

⑦这天晚上，虫儿的吟唱更加声嘶力竭，田园里，山坡上，树丛中，都在喧嚣。这是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千军

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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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为了将骚坛现状探个究竟，我和骚坛秘书长择日又去探访了卢学俊。有一次遇到卢学俊的儿子卢琼，他把诗

从手机里翻出来，就像从地里翻土豆一样。不是让我看诗，而是让我听诗。那是他父亲的声音，仿佛从远古传来。

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写的诗都让你父亲给吟唱出来，以后出诗集，就出吟唱版的。这次卢琼也在家，对于我们的造

访，爷俩儿既吃惊又感动。现在写诗的人不多，吟唱的少之有少，更别说学吟唱了。现在竟然有人登门听他们吟唱

诗歌、交流诗歌。卢学俊祖上都是读书人，也都是教书人，潜移默化．．．．，他吟唱的根便扎了下来。现在老了，他把希

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吟唱不能断根，诗歌要进行到底。卢琼有良好的文化基因，能把诗歌和吟唱的事业进行下去，

我毫不怀疑。卢琼已写了很多诗，吟唱也在起步。

⑨从卢学俊家出来，我的心特别爽快。村庄漆黑一片，空中却是满天的星星。乐平里晚上的天空和白天迥然不

同，但虫鸣是一样的。卢学俊家里微弱的吟唱之声隐隐传来。虫子们是要鸣叫的，骚坛的诗人也要吟唱，这是天性。

（取材于周凌云的同名散文）

注：①乐平里：位于湖北省秭归县，是屈原的诞生地，至今保存着大量关于屈原的遗迹遗址，如屈原宅、屈原

庙、乐平里牌坊等。

19. 根据文意，用括号内的词语替换文中加点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 千篇一律（老生常谈） B. 掺和（融合）

C. 精髓（精神） D. 潜移默化（耳濡目染）

20. 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乐平里的夜晚因为虫鸣而吵声一片，作者难以入睡，感到非常苦恼。

B．文章写徐正端传艺时下了一阵雨，意在体现老人对屈原的深切怀念。

C．把卢琼找诗歌比喻成翻土豆，说明他的作品比较粗糙，需打磨进步。

D．本文从虫鸣写起，引出骚坛吟唱，表达了对于文化传承现状的关注。

21. 下列对作品中相关知识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吟唱”即吟咏歌唱；“吟”也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体裁，须用“兮”表示停顿和节奏变化。

B.“嫡传”的“嫡”表正统，《红楼梦》中凤姐说黛玉像是贾母 “嫡亲的孙女”，有奉承之意。

C.“骚坛”的名字源自屈原的《离骚》，“骚”常和《诗经》中的“风”并举，泛指文学。

D.“秋蝉”又叫寒蝉、暮蝉，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常用意象，常常给人以凄切、悲凉的感受。

22. 纵观全文，说说作者心情经历了哪些变化，并简要分析变化的原因。（6 分）

23. 第③段对几位骚坛诗人吟唱的描写颇有表现力。请对文中画线句加以赏析。（4分）

24. 第⑦段文字写出了“虫鸣”怎样的特点？请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5 分）

六、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①俗话说，“佛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请你结合《红楼梦》《呐喊》《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这几部名著

中的一个人物，来阐述对这句话的理解。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条理清晰。

②请以“读小说就像找到了一面镜子”或“读小说就像拥有了一架梯子”为开头，从《红楼梦》《呐喊》《平凡的

世界》和《老人与海》中任选一部，结合作品内容，写一段抒情文字（可写诗歌），表达你在名著阅读方面的感

悟。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有感染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72.htm


8 / 11

26.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文（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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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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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一、共 24 分

1．（2分）B 2．（2分）A

3．（2分）二、古典家具的科学价值(或科学性) 三、古典家具的历史价值

4．（3分）D 5．（3分）C 6．（3分）A

7．（6分）

①体现在设计理念方面，能充分反映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

②体现在装饰图案的设计方面，是语言、绘画、书法等多种艺术的相互融合、相辅相成。

③体现在整体形式与风格方面，明清家具具有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优美形式。

8．（3分）C

二、共 22 分

9．（3分）B（显：表面）

10．（3 分）A（A 以：介词，用；B 而：连词，表转折/连词，表顺接；C 之：代词，代被游说的人/助词，取

独；D为：介词，被/介词，为了）

11．（3 分）D（正确的理解是：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

12．（5 分）

①（2分）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②（3分）游说进言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

13．（2 分）关其思和邻人之父

14．（6 分）（概括启示、观点 3分，评价 3 分）

【相关启示、观点】：

郑武公伐胡：进言者要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要触及听者所刻意隐匿之事。

智子疑邻：进言者要考虑自己的身份，要注意自己和听者关系的远近。

弥子瑕失宠：进言者要注意听者的主观爱憎，以及这种爱憎的前后变化。

三、共 11 分

15.（3 分）A

16.（3 分）D

17.（5 分）［参考答案要点］

诗人之悲体现在：作为“远客”的飘泊之悲、思乡之痛；欲归两京，尚无定处，前途难料之悲；面对江水流

逝而生的岁月飘零、年华老去之悲；今昔对比，为两京今日之萧索而悲；无法改变目前困境，只好诉诸笔端的无

奈与悲愤。

［评分参考］答出三个要点得 3 分，答出四个要点得 5 分。意思接近即可。

四、共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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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君子生非异也

②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唯见江心秋月白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五、共 23 分

19．（2 分）D 20．（3分）D 21. （3 分）A

22．（6 分）参考答案：

先是忧虑（“忧虑袭上了心头”），吟唱是那么美好，而老一代的骚坛诗人或年事已高，或已故去，作者为传承

问题担忧。

再是感动（“我心里一热”），听到徐正端嘱咐把他师传的宝贝《韵学津梁》印给更多人，作者被他的责任感和

胸怀打动了。

最后是高兴（“我的心特别爽快”），看到卢琼有热情和能力继承吟唱事业，作者感到吟唱也是人之天性，传承

大有希望。

23．（4 分）答案示例：

文章把李盛良吟唱时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比作“在喷吐一粒粒饱满的果实”，形象地写出声音的流畅圆润和

神情的专注饱满；语言与人物身份贴合，与后面写他耕田犁地时想出一首诗会跟在牛尾巴后面吟唱形成呼应，表

现了吟唱与生活的相融相契。

或：李盛良耕田犁地时想出一首诗就在牛尾巴后面深情吟唱，这个场景画面感十足。特别是“拖着长长的尾

音”“深情吟唱”这些细节，不仅写出了吟唱的特点、李盛良的投入，也把读者带进了诗歌与普通生活浑然交融

的美好情境中，颇具感染力。

24．（5 分）参考答案：

（2 分）特点：声音大（声嘶力竭）、范围广（到处都是）、声势壮（有组织，千军万马）。

（3 分）用意：与骚坛的寂寥现状形成对比，表达了发展、壮大吟唱队伍的期盼之情。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

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

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

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上抛

弃了他。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

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

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11 / 11

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

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说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

的情况很困难。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

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

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

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

卫君说：“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

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

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

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被杀

掉。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进言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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