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上册文言文对比阅读期末复习

（一）阅读以下古诗文，完成各题

【甲】

学弈

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

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乙】

《送东阳马生序》（节选）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

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

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丙】

祖莹字元珍，范阳道人也。莹年八岁能通《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嗜书，以昼继夜，父母

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童仆，俟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

澜光明，为家人所觉。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尤好属文，中书监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

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

（选自《北史·列传第三十五》）

1．【甲】文选自               ，【乙】文作者              （人名）是       （朝代）人。

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

（1）虽与之俱学                  （2）非诸生所及               

3．（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2）下列对【丙】文画线句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他的父母担心他会生病，禁止他这样做，却不能让他阻止读书。

B．他的父母担心他会生病，禁止他这样做，却没能使他停止读书。

C．他的父母害怕自己生病，禁止他这样做，却不能让他阻止读书。

D．他的父母害怕自己生病，禁止他这样做，却没能使他停止读书。



4．【乙】文写老师发怒时作者求教“不敢出一言以复”既写出                。又体现              。

【丙】文记叙祖莹“             ”一事，并且分别从        、          和         对祖莹的态度和看法来

突出他                的特点。

5．以上选文都与“学习”有关，【甲】文用二人学弈的小故事告诉我们                的道理；【乙】【丙】

两文则告诉我们                          的道理。

【答案】1．《孟子·告子上》     宋濂     明    2． 一起     达到　

3．（1）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2）B    

4．老师的严厉   作者求学的诚恳   秉烛夜读 父亲     母亲     亲属      勤奋读书    

5．学习要脚踏实地     学习要肯下功夫

【解析】1．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甲文出自《孟子·告子上》，通过弈秋教两人下棋的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应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否

则就会一事无成。乙文作者是明代文学家宋濂，被朱无璋称作“开国文臣之首”。

2．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

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1）句意：虽然他们二人一起学习下棋。俱：一起； （2）句意：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及：达到。

3．（1）本题考查译句。重点词语有：以是，因此。以，把。假，借。余，我。因，于是。得，得以。

（2）本题考查句子理解。

其，代词，他。成疾，生病。止，停止。故译为：他的父母担心他会生病，禁止他这样做，却没能使他停

止读书。故选 B。

4．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乙：联系乙文中的“未尝稍降辞色”“或遇其叱咄”可得：老师的严厉。

联系“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可得：作者求学的诚恳。

丙：第一空：根据丙文中的“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童仆，俟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

恐澜光明，为家人所觉”可得：秉烛夜读。

第二、三、四空：根据“父母恐其成疾”“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可得：父亲、母亲、亲属。

第五空：根据“好学嗜书，以昼继夜”“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童仆，俟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

塞窗户，恐澜光明，为家人所觉”可得：勤奋读书。

5．本题考查比较阅读。

第一空：根据甲文中的“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可得：学习要脚踏实地，专心致志。



第二空：根据乙文中的“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

怠”和丙文中的“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童仆，俟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澜光明，为

家人所觉”可得：学习要肯下功夫，勤奋刻苦。

【点睛】参考译文：

【甲】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的学习，只听弈秋的教导；

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教导，却一心以为有大雁（或是天鹅）要飞来，想要拉弓箭将它射下来。虽然

他们二人一起学习下棋，但后者的棋艺不如前者好。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力比别人差吗？说：不是这样的。

【乙】我年幼时就非常爱好读书。（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没有办法买书来阅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

借，亲自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冬天非常寒冷，砚台里的墨汁像冰一样坚硬，手指（冻得）不能弯

曲伸直，也不敢懈怠。抄完后，便马上跑去还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

给我，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到了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才学渊博的人同我

来往，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乡里有道德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道德和声望高，门人弟子挤满了

他的屋子，他不曾把言辞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站着侍候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下

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个字反驳；

等到他高兴了，则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获得学识。

【丙】祖莹，字元珍，是范阳遒人。父亲叫季真担任中书侍郎钜鹿太守职务。祖莹八岁的时能诵读《诗》

《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喜欢学习，迷恋读书，日日夜夜的学习，他的父母害怕他会生病，禁止他但是不

能够使他停下来读书，他经常偷偷地在暗地里藏着蜡烛，赶走童仆，等到父母睡着之后，点燃蜡烛读书，

用他的衣服遮盖窗户，害怕漏光，被家里人发觉，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声誉更加被传开了，里里外外的亲属

都叫他“圣小儿”，他特别喜欢写文章。中书监的高允每次感叹说：“这个孩子的才能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

的，最终会大有作为的。”

(二）阅读下列诗文，完成小题。

【甲】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

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

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乙】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

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①。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

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

【注】①机：事物变化的迹象，征兆。此处指灾祥之兆。

6．【甲】文选自《孟子》，它是            （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孟子是          时期人。

7．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

（1）人恒过      过：                     （2）故至今不失  故：                  

8．对【乙】文画线句意思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聪明的人把别人所厌恶的作为自己所喜欢的。

B．聪明的人把别人所憎恨的作为自己所喜欢的。

C．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作为自己所喜欢的。

D．懂得把别人所憎恨的作为自己所喜欢的。

9．下列对两段选文的理解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A．【甲】文主要阐述了忧患意识对造就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B．【乙】文叙述了孙叔敖之子听从其父劝告，接受肥沃封地一事。

C．【甲】文以议论为主，辅以记叙；乙文以记叙为主，兼以议论。

D．【甲】【乙】两文都体现了“做人做事要有忧患意识”的主题。

10．【甲】文在个人层面正面论证                   ，在国家层面反面论证                        。

11．孙叔敖临死前告诫儿子，王上封赏时应选择能够长久拥有的“          ”，是因为该地               ；

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懂得                                                     的道理。

【答案】6．儒家   战国    7．(1)犯错误 (2)所以    8．C    9．B    

10． 忧患使人成功     享乐使国家灭亡    11．寝之丘者     土地贫瘠，名声不好，楚、越两国人都认

为此地不详     不要被眼前利益蒙蔽，要长远地考虑问题

【解析】6．本题考查文学常识。《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

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孟子（约公元前 372 年—公

元前 289 年），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

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7．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通假

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1）句意为：一个人，常常出错。过：犯错误 。

（2）句意为：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失掉这块封地。故：所以。

8．本题考查对句子的理解。知：懂得 。以：把。恶：厌恶。故意思为：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作为自己所

喜欢的。故选 C。

9．本题考查对选文的理解与分析。B.“接受肥沃封地”错误，应是接受“不利，而名甚恶”即贫瘠而且名声很

难听的封地。故选 B。

10．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甲】文，结合“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

于声，而后喻”可知，在个人层面正面论证忧患使人成功，结合“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

亡”可知，在国家层面反面论证享乐使国家灭亡。

11．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乙】文，结合“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

而越人信机。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可知，孙叔敖临死前告诫儿子，王上封赏时应选择能够长久拥有的“土地

贫瘠，名声不好”，是因为该地楚、越两国人都认为此地不详；结合“孙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

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可知，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懂得不要被眼前利益蒙蔽，要长远

地考虑问题的道理。

【点睛】参考译文：

（甲）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被从

狱官手里救出来并受到任用，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市场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一定先要使他心意苦恼，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身体空虚乏力，

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这样来激励他的心志，使他性情坚忍，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一个人，常常出错，然后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

吐发在言语中，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

国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被消灭。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

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



（乙）孙叔敖病危，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说：“楚王多次封赏我，我没有接受。假如我死后，楚王就会封

赏你，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的封地。楚国和越国交界的地方有个名叫寝之丘的地方，这地方贫瘠，而且名

声很难听。楚国人敬畏鬼神，而越国人信鬼神以求福。可以长时间享有的，大概只有这个地方。”孙叔敖死

后，楚王果然用肥沃的土地封给他的儿子，孙叔敖的儿子推辞了，请求楚王把寝之丘封给自己，所以到现

在也没有失掉这块封地。孙叔敖的智慧，在于明白不把世人所认为的利益作利益。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作

为自己所喜欢的，这就是有道的人比普通人高明的原因。

（三）阅读下面短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

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

【乙】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也。”公内刚外和，好施与，置义庄里①中，以赡族人，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姓名。为政尚忠厚，

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②，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以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节选自《宋史》，有删改）

【注释】①里：故乡。②羌：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

12．【乙】文中的“公”，即【甲】文作者              （人名），他是          （朝代）政治家、文学家。

13．翻译【甲】文画线的句子。

微斯人，吾谁与归？                                                                            

14．解释【乙】文加点的词语。

①皆能道其姓名                    ②及其卒也                 

15．下列对【甲】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心态的平和。

B．“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政治追求。

C．“微斯人，吾谁与归”是被贬谪后的困惑与迷茫。

D．“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人生理想。

16．【乙】文通过主人公常自诵以明志、                        等言行，从正面表现其人格魅力。又通



过                       、                                   具体言行，从侧面凸显其深远影响。

17．【甲】文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从【乙】文看，主人公实际上是具备了“古仁人”的诸多精神品质的，

请用自己的话简要概括。

①                                                                                          

②                                                                                            



③勤政为民，造福百姓。

【答案】12．范仲淹     北宋（或者“宋”）    13．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14．说出   等到    

15．C 16．设置义庄，赡养族人    里人都能道其姓名     百姓画像立生祠侍奉他（数百羌人沉痛悼念他）    

17．年轻时就具备了崇高的气节，不受外物影响     性格外柔内刚，乐善好施。

【分析】12．本题考查对文学常识的积累。

通读文章可知【甲】文选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乙】文中的“公”即是他。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邠州，

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初年政治家、文学家。

13．本题考查句子翻译。作答时要做到：字字落实，直译、意译相结合，直译为主。本题中的关键字词有：

微：没有；斯人：这样的人；吾谁与归：我与谁一道呢？

14．本题主要考查文言实词理解。

①句意：都能说出他的名字。道：说出。

②句意：等到他死了。及：等到。

15．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

C.有误，“微斯人，吾谁与归”作者用这样一个反问句加强语气，表达了作者希望与古人同道的思想感情，强

烈而又含蓄的表达了作者的自勉之意，同时对朋友的期望之情。没有困惑与迷茫。

故选 C。

16．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

正面角度，根据文章【乙】文“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公内刚外和，好施与，置义庄里

中，以赡族人”可知，这是对范仲淹的正面刻画，他设置义庄，赡养族人的行为，体现了他人格魅力；

侧面角度，结合【乙】文“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姓名。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可知里人都能道其姓名；结

合【乙】文“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可知百姓画像立生祠侍奉他；结合【乙】文“及其

卒也，羌以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可知数百羌人沉痛悼念他。这些都是侧面描写，衬托出范仲淹

伟大品质。

17．本题考查对人物形象的概括。

结合【乙】文“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可知①：年轻时就具备了崇高的气

节，不受外物影响。

结合【乙】文“公内刚外和，好施与，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姓名”可知②：性格

外柔内刚，乐善好施。

【点睛】参考译文：



【甲】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

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虽然这样，那么

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

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乙】范仲淹年少时（就）有非凡的志向，对于（个人的）富有、贫贱、赞美或诋毁、快乐或忧愁，一点

都不动心，经常自己诵读：“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范仲淹性情

刚烈，但外表温和，对人好施予，在乡族中设置义庄，用以赡养族人。即使是小巷之人，都能说出他的名

字。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他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恩德。邠州、庆州的老百姓和众多的羌族部族，

都画上他的像在他生前就建立祠堂祭祀他。等到他死了，羌族首领率领数百人，像（失去自己的）父亲一

样为他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四）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卖炭翁

①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

歇。

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

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乙】

《岳阳楼记》（节选）

①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

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②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

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

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③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丙】



①曾巩，字子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甫①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②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

视诊。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②，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

③巩知福州，福州无职田③，官府岁鬻④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

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④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⑤之中。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一时

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

（选自《宋史•曾巩传》，有删改）

【注释】①甫：刚刚、开始。②暴诛亟敛；横征暴敛。③职田：古代按品级授予官吏作俸禄的公田。④鬻：

卖，出售。⑤委废：家境衰败。单弱：无依无靠。

18．【甲】诗作者是           （姓名），【乙】文作者是           代文学家范仲淹，【丙】文中的欧阳修、曾

巩与另外六位散文家合称为“                            ”。

19．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微斯人，吾谁与归？                                                                                    

20．解释下列加点词。

（1）会江西岁大疫                                （2）师征安南                   

21．从下列选项中为【丙】文“驰骋”的注释选择最合适的一项是（        ）

A．纵马疾驰；奔驰   B．驰射；田猎  C．奔竞；追逐   D．指在某个领域纵横自如，能充分发挥才能。

22．【甲】诗和【乙】文都运用了描写，甲诗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运用了            描写，

写出了卖炭翁劳动的艰辛；乙文分别描写阴晦和晴朗之景，自然地引出“     ”和“     ”两种览物之情。

23．【丙】文中曾巩爱护百姓，不谋私利具体表现在：（1）                                          ；

（2）派兵征伐安南时，他事先做好供应万人的准备，不扰民；                                     。

他和甲诗、乙文作者身上都具有《岳阳楼记》中“                          ”的仁人品格。

【答案】18．白居易   范仲淹   唐宋八大家  19．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20． 适逢，恰巧

遇到   朝廷军队    21．D    22．外貌描写；悲、喜（喜、悲）    23． 瘟疫流行时，曾巩供应士兵和

百姓饮食衣被等用品，还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   曾巩做福州知州时，他不许官府与民争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解析】18．本题考查文学常识识记。

根据【甲】《卖油翁》可知，作者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根据【乙】文《醉翁亭记》可知，作者是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

学家；

根据【丙】文中的欧阳修、曾巩与另外六位散文家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有：唐代柳宗元、韩

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

19．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翻译的要求是做到“信、达、雅”，翻译的方法是“增、删、调、换、补、

移”，我们在翻译句子的时候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情况，如遇到倒装句就要按

现代汉语语序疏通，如遇到省略句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完整。重点词：

微，（如果）没有；斯人，这种人（指前文的“古仁人”）；归，归依。

注意，谁与归，倒装句中的宾语前置句，就是“与谁归”，意思是：我同谁一路呢？

20．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解答时，要注意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解释词语，尤其注意通假

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1）句意：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会，适逢，恰巧遇到。

（2）句意：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师，朝廷军队。

2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解答时，要注意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解释词语，尤其注意通假

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

根据【丙】文第④段“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可知，其意思是：曾巩写文章，引古论今，纵横捭阖，

而且越写越好。驰骋，指在某个领域纵横自如，能充分发挥才能；故选 D。

22．本题考查对文章的分析、理解。

根据【甲】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知，其意思是：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燎的颜色，

两鬓头发灰白，十个手指也被炭烧得很黑。可见，这里运用了外貌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卖炭翁劳动的艰

辛；

根据【乙】选文第①段“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可知，其意思是：

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被贬官离开京城，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人家讥讽的心情，再抬眼

望去尽是萧条冷落的景象，一定会感慨万千而十分悲伤了。这里描写的是隐晦之景，表现的是览物而悲之

情；

根据【乙】选文第②段“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可知，其意思是：

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感到胸怀开阔，精神愉快，光荣和屈辱一并忘了，在清风吹拂中端起酒杯痛饮，那

心情真是快乐高兴极了。可见，这里描写的是晴朗之景，表现的是览物而喜之情；

由此可知，乙文分别描写阴晦和晴朗之景，自然地引出“悲”和“喜”两种览物之情。

23．本题考查人物形象和对文章的分析、理解。



①根据【丙】文第②段“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

衣衾之具，分医视诊”可知，其意思是：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驿站，都储存药物以

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

给他们治病。可见，瘟疫流行时，曾巩供应士兵和百姓饮食衣被等用品，还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

②根据【丙】文第③段“巩知福州，福州无职田，官府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

民争利，可乎？’罢之”可知，其意思是：曾巩任福州知州，福州没有职田，官府每年用卖园圃蔬菜来增加薪

俸，太守自己收入常常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与民争利，怎么可以？”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可见，曾巩做

福州知州时，他不许官府与民争利。

③根据【丙】文可知曾巩是一个爱护百姓，不谋私利的人；

根据甲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可知，其意思是：一车的

炭，一千多斤，太监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是百般不舍，但又无可奈何。那些人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

朝牛头上一挂，就充当炭的价钱了。可见，诗歌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通过卖炭翁的遭遇，

深刻地揭露了“宫市”的腐败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

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表现诗人是一个关心百姓的人；

根据乙文《岳阳楼记》第③段“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可知，其意思是：那一定要说

“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表现出范仲淹的忧乐观；

由此可知，三篇文章都表现了作者有心忧天下，心忧百姓的仁人品格。即《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点睛】参考译文：

【甲】有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燎的颜色，两鬓头发灰白，

十个手指也被炭烧得很黑。卖炭得到的钱用来干什么？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可怜他身上只穿

着单薄的衣服，心里却担心炭卖不出去，还希望天更寒冷。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晨，老翁驾着

炭车碾轧冰冻的车轮印往集市上赶去。牛累了，人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们就在集市南门外泥

泞中歇息。

那得意忘形的骑着两匹马的人是谁啊？是皇宫内的太监和太监的手下。太监手里拿着文书，嘴里却说是皇

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一车的炭，一千多斤，太监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是百般不舍，但

又无可奈何。那些人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一挂，就充当炭的价钱了。

【乙】像那连绵细雨纷纷而下，整月不放晴的时候，阴冷的风怒吼着，浑浊的波浪冲向天空；日月星辰隐

藏起光辉，山岳也隐没了形迹；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倒下，船桨折断；傍晚时分天色昏暗，只听到

老虎的吼叫和猿猴的悲啼。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被贬官离开京城，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



怕人家讥讽的心情，再抬眼望去尽是萧条冷落的景象，一定会感慨万千而十分悲伤了。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时，湖面波平浪静，天色与湖光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白鸥，时

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儿或浮或沉；岸上的小草，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颜色青翠。有时湖面上

的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有时湖面上微波荡漾，浮动的月光闪着金色；有时湖面波澜

不起，静静的月影像沉在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响起了，一唱一和，这种乐趣真是无穷无尽！这时登上

这座楼，就会感到胸怀开阔，精神愉快，光荣和屈辱一并忘了，在清风吹拂中端起酒杯痛饮，那心情真是

快乐高兴极了。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

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

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

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

人，我同谁一路呢？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丙】曾巩，字子固，他从小就机智敏锐，数百字文章他能脱口成诵。刚到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认为很是奇异。

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驿站，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

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所

经过的州要准备上万人所需的物资。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机会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提

前）分别处理（筹划安排）部队突然聚集时的吃住问题，军队离开，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

曾巩任福州知州，福州没有职田，官府每年用卖园圃蔬菜来增加薪俸，太守自己收入常常三四十万。曾巩

说：“太守与民争利，怎么可以？”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官员也不再这样获取收入了。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

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曾巩写文章，引古论今，纵横捭阖，而且越写越好，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

很少有能超过他的。

（五）阅读下面的古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

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乙】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

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

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丙】

书斋铭（节选）

明  归有光

斋，故市廛①也，恒市人居之。邻左右，亦惟市人也。前临大衢，衢之行，又市人为多也。挟策而居者，

自项脊生②始。管宁与华歆读书，户外有乘轩者，歆就视之，宁弗为顾。狄梁公③对俗吏，不暇与偶语。此

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宁与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项脊生曰：“书斋可以市廛，市廛亦书斋

也。”

【注】①市廛（chán）：集市中的店铺。②项脊生：归有光自号。③狄梁公：即狄仁杰。

24．（1）甲乙丙三篇文章按照创作年代先后排序，下列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A 甲   乙   丙     B．  甲   丙   乙     C．  乙   甲   丙     D．  丙   甲   乙

（2）初中阶段我们还学过乙文作者写“小人物”优秀品格的故事是《              》。

25．解释丙文中的加点词。

（1）挟策而居者  居                   （2）宁弗为顾  顾              

26．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27．三篇短文都提到了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处所，以及身处其中的心态，引发我们的思考。

（1）请填写以下表格：

处所 环境特点 人物心态

甲文：简陋的屋子 ①        安贫乐道

乙文：山间的②       优美 ③       

丙文：临街的④       ⑤        ⑥       

（2）【甲】文“白丁”指         ，也就是【丙】文中的“        ”。【丙】文画线句作者所说的“此”意指       。

【答案】24． A  卖油翁    25．居住，安居  回头看，看，理睬 

26．欣赏山水的乐趣，领会于心间，寄托在酒上。



27． 清幽    醉翁亭/亭子     寄情山水     书斋/书房     喧闹/嘈杂     潜心求学    



 平民，没有功名的人     市人     超然物外的修养（定力、专注力）

【解析】24．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1）甲文出自唐代作家刘禹锡的《陋室铭》，乙文出自宋代作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丙文出自明朝作家

归有光的《书斋铭》，根据作品创作朝代的先后排序为：唐代、宋代、明代。故选 A。

（2）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

德四年（1007 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韩愈、

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其中《卖油翁》便出自其中一篇。

25．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通

假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1）句意：读书人住在这里的。居：居住；  （2）句意：管宁却不因此而回头。顾：回头。

26．本题考查文言文语句的翻译。

得：领会。寓：寄托。省略句，注意“心”和“酒”前面部省略了介词“于”，应为“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句

意为：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上。

27．本题考查文言内容的理解和概括。

（1）甲文中所处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中的“陋室”，由“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知环境是“清幽”

的，由“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知，人们都是“安贫乐道”的心态。乙文中由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可知，所处的地方是“醉翁亭”，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可知，醉翁亭深处在美丽的琅琊山中，环境是优美的，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间也”可知，人物心态是“寄情山水”的。丙文中由“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可知，所处的地方

是“临街的书斋”，由“邻左右，亦惟市人也。前临大衢，衢之行，又市人为多也”可知，大街上人很多，环境

是“喧闹”的，由“管宁与华歆读书，户外有乘轩者，歆就视之，宁弗为顾。狄梁公对俗吏，不暇与偶语”可知，

反映的是人们“潜心求学”的心态。

（2）甲文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句意为：到这里谈笑的都是博学之人，来往的没有知识的平民。

白丁指的是“平民，没有学问的人”。丙文中“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的句意为：我的书斋原来是集市中

的店铺，长久以来都是市场上的生意人居住。这里“没有学问的人”的即为“市人”。画线句“而宁与歆之辨，

又在此而不在彼也”的句意为：而管宁和华歆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超然物外的修养，而不在于他是否认真读

书。其中“此”指的是二人的“读书修养”。

【点睛】参考译文：



甲：山不在于高，有了神仙就会有名气。水不在于深，有了龙就会有灵气。这是简陋的房子，只是因为我

品德高尚就感觉不到简陋了。苔痕蔓延到台阶上，使台阶都绿了；草色映入竹帘，使室内染上青色。到这

里谈笑的都是博学之人，来往的没有知识浅薄之人，可以弹奏不加装饰的琴，阅读佛经。没有弦管奏乐的

声音扰乱耳朵，没有官府的公文使身体劳累。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扬子云著书时居住过的草玄亭。

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乙：环绕滁州的都是山。那西南方的几座山峰，树林和山谷格外秀美。一眼望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

丽的，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看到流水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那

是酿泉。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的，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

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太

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于喝

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上。

丙：我的书斋原来是集市中的店铺，长久以来都是市场上的生意人居住。左右邻居也都是生意人。书斋前

靠大街，街上的行人也大多以生意人居多。读书人住在这里的，大概是从我开始的。管宁和华歆一起读书，

门外有坐车的高官经过，华歆就前去观看，管宁却不因此而回头。狄仁杰面对俗吏，专心读书，没空跟他

们说话。这三个人大概就像现在我的处境吧。而管宁和华歆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超然物外的修养，而不在

于他是否认真读书。我说：“书斋可以是集市的店铺，店铺也可以是书斋。”

六、阅读下面选文，完成第答题。

【甲】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

【乙】

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②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③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丙】

任末①好学

任末①年十四，负笈②从师，不惧险阻。每言：人若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③，削荆

为笔，刻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月而读，暗则缚麻蒿④自照。观书每有会意处，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

其勤学，常以净衣易之。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注释】①任末：人名。②笈：书箱。③庵：茅草小屋。④麻蒿：植物名称，点燃后可照明。

28．阅读下面选文，完成第答题。



(1)【甲】文中的“权”指的是            （填人名），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称其为“          ”；【乙】

文中的语录均选自《             》一书。

(2)理解加点字词。

见往事耳                        

(3)下列加点词与“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之”字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何陋之有

B．思援弓缴而射之

C．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D．或依林木之下

(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蒙辞以军中多务。                                                                                    

(5)下列对【丙】文画线句意思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门徒）经常用衣服换走任末的干净衣裳。

B．（任末）经常用衣服换走门徒的干净衣裳。

C．（门徒）经常用干净衣服更换任末的衣裳。

D．（任末）经常用干净衣服更换门徒的衣裳。

(6)三篇文章都提到了学习（读书）的重要性。【甲】文中，孙权认为通过读书能            ，进而获益；【乙】

文第③句提到了学习能够收获                    ；【丙】文中任末年少求学时“            ”的态度，强

调了好学的重要性，而他临终时以“              ”来比喻不学习的人，也形象地印证了【甲】文中孙权“不

可不学”的观点。

【答案】(1) 孙权    孙郎    论语       (2)历史。      (3)B   (4)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的理由来推托。    

(5)C         (6) 见往事     仁德     不惧险阻     行尸走肉

【解析】（1）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甲】文中的“权”指的是孙权。《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亲射虎，看孙郎”中的“孙郎”指的就是孙权。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县人。三国时期孙吴开国皇帝、政治家 、军事统帅。

【乙】文中的语录均选自《论语》。《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

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

（2）本题考查文言实词含义的理解。

句意：了解历史罢了。往事：历史。



（3）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之”是代词。

A.句意：有什么简陋的呢？之：助词；

B.句意：想拿弓箭去射它。之：代词；

C.句意：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之：助词；

D.句意：有时没有宿处，只在树的下面搭一个草棚。之：助词。故选 B。

（4）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

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重点词语：辞，推托；以，用。

（5）本题考查句子含义理解。

根据【丙】文“门徒悦其勤学”可知，“常以净衣易之”承前省略主语“门徒”。句意：（门徒）经常用干净衣服

更换任末的衣裳。故选 C。

（6）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和概括。

根据【甲】文“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可知，孙权认为读书能“见往事”，进而获益。

【乙】文“仁在其中矣”可知，学习能够收获仁德。

【丙】文中“任末年十四，负笈从师，不惧险阻”可知，任末年少求学时“不惧险阻”的态度，强调了好学的重

要性，而他临终时以“行尸走肉”来比喻不学习的人，也形象地印证了【甲】文中孙权“不可不学”的观点。

【点睛】参考译文：

【甲】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政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的理由来推

托。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传授经书的学官吗？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

你说军中事务繁多，谁能比得上我呢？我经常读书，自认为有很大的好处。”吕蒙于是就开始学习。

【乙】①孔子说：“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适从，只空想却不学习，就会使精神受到损

害。”

②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快乐的人。”

③子夏说：“博览群书并广泛学习，而且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多思考当前的事，仁德就在

其中了。”



【丙】任末 14 岁时就背着书箱拜了很多老师，不怕艰难险阻。他常说：“人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凭

什么去完成一番事业？”他贫穷无家，有时没有宿处，只在树下搭一个草棚，把荆棘削成笔，用树汁当墨水。

夜晚在月光下看书，没有月亮的日子就点燃枯草杂木照明。平日里每当读书有体会时，便把心得写在衣服

上，用来记下它。跟他学习的人都佩服他能刻苦勤学，为了要研读他写的心得体会，他们经常轮流用干净

的衣服跟他交换。不是古代圣贤的著作他是不看的。临死时告诫后人说：“一个人如果终身好学习，即使死

了还像活着一样；要是不学习，即使活着也只能算行尸走肉罢了。”

七、阅读下面两段选文，完成小题。

【甲】

《论语》十二章（节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为政》）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脉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

【乙】

送东阳马生序（节选）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

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

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

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丙】

与元九书（节选）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

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

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

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29．【甲】文中的“子”是指           （人物），他是          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乙】文的作者



是         （朝代）的宋濂。

30．解释下列加点词。

（1）七十而从心所欲               （2）媵人持汤沃灌                （3）及五六岁               

31．用现代汉语翻译【乙】文中的画线句。



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32．用【甲】的内容来印证【乙】【丙】的观点，搭配最为恰当的一项是（     ）

A．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思而不学则殆

B．余则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C．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D．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33．三篇选文都介绍了个人的求学经历，你从中汲取到哪些关于学习的有益启示？

                                                                                              

【答案】29．孔子    儒（家）    明代（元末明初）    30．跟从    拿着    等到    

31．因为内心有足以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不觉得吃穿不如人。   32．D    

33．孔子：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要早立志。学习要循序渐进。

宋濂：学习要勤奋刻苦。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专注学习，才能学有所成。

白居易：学习要早立志。学习要勤奋刻苦。

【解析】29．本题考查文学常识的积累。

“子曰”的意思是：孔子说。这里的“子”指的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是儒家

学说的创始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30．本题考查文言实词。作答本题时可结合句意来分析加点字词的意思。

（1）句意：到七十岁做事才能跟从内心的想法，不会越过规矩。从：跟从。

（2）句意：服侍的人拿着热水为我洗浴。持：拿着。

（3）句意：等到五六岁。及：等到。

31．本题考查文言文翻译。作答本题时应注意如下重点字词的意思：

以：因为。中：心中。足乐者：足以使自己快乐的事。不知：不觉得。口体之奉：吃穿的享受。不若：不

如。

32．本题考查理解句子的内涵。

A.“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的意思是：当我外出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

深山峡谷之中。这里体现的是求学之艰辛。“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是：只思考不学习就会迷惑。这体现的是

思考和学习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这两句搭配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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