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届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校高三下学期一模试题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汉服分为古代汉服和现代汉服两个历史阶段。古代汉服源自黄帝创制

衣裳，至清初行“剃发易服”政策而消亡，是自成一体的服饰文化体

系；现代汉服是现代继承古代汉服基本内容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

系。之所以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是因为历史造成的中断，不

仅有民族服装属性的消失，还有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传统断裂，双重断

裂导致很多人对“汉服”这一概念产生误读，特别是在民族性和传统

性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风俗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历史记忆，汉服在现实和历史

记忆中都消失已久，与其他民族服装的一脉相承形成鲜明对比，使很

多人认为只有其他民族才有民族服装。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民族

服装是其他民族最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往往可以成为少数民族的

身份标识和民族认同的象征，这是汉族所不具有的。

清初的“剃发易服”政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消解了黄帝以

来的“衣冠之治”，



 也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唯一服饰的属性。汉族服饰从生活世界中消

失，更不再作为国家公服、仪式礼服，只是在特定人群和场合中保留

了部分结构和元素。与此同时，承载汉服记忆的穿着群体发生了变化，

汉服由“汉民族服饰”解构为“古人的服装”。这也导致汉服的样式

对当代人来说显得陌生，甚至被当作戏服、和尚服等特定群体的着装，

而近日一些韩国网友竟认为“汉服源于韩服”。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向现代转型，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传统服饰

都经历了应用场景的转换。日本和服与韩国韩服尽管不再是本民族的

唯一服饰，但可以应用在仪式、节日等重要场景。而汉服在三百余年

前的消失，导致它错过了现代演化的可能历程，一些人视之为被现代

化、全球化淘汰的前工业时代产物。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在重构中传承》）

材料二：

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现代汉服是现代人继承古代汉服

基本特征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主流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平

中交右、宽禒合缨”八个字，它不仅是对外观的描述，更蕴含了与中

华文化息息相关的内涵，充分体现中华服饰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

的气质与美感。

第一个“平”字：指汉服运用平面对折剪裁的方式制作而成，前后衣

身裁片肩线相连呈平面结构，整件衣服平铺时呈现出中线对折的形态，

不论服饰的款式如何变化，都坚守“平裁对折”这一制衣理念。

第二个“中”字：指汉服的衣身前后均有中缝，体现了左右均分、守



正执中的民族身姿和文明形态。保持中缝对称的剪裁习惯，与其他民

族服饰形成结构性差异。又因前后中缝与地面垂直，被赋予“刚正、

公平、正直”的含义。



第三个“交”字：指汉服穿着时通过“相交”完成闭合，如交领是左

右襟交叠，裙腰是左右围合，裤腰是两片重叠等。衣裳叠穿、衣身前

后闭合，也被赋予天地交泰、阴阳相合的含义。

第四个“右”字：指左衣襟向右闭合固定后的外观形态和习俗，这一

原则扩展到下装也是向右侧交叠闭合固定。“右”作为汉服的本质特

征之一，蕴含了文明有序的观念。衣襟向右掩视为阳，表示在世的人；

衣襟向左掩视为阴，表示故去的人。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衽矣。”反映的正是当时汉民族服饰“右衽”的特点。

第五个“宽”字：汉服的用料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形成“松袼宽

摆”的特征，袖根宽松使腋下能自由运肘，裳或裙摆是腰围的两倍以

上，形成文质彬彬、君子之服的形象，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气韵。

第六个“褖”字，读作 tuàn，字意为衣服缘边，是一种包边工艺。

古人认为衣领若不加缘边则为粗陋之服，称之为“褴”；如又加以缝

补，则称“褛”，成语“衣衫褴褛”形容生活困苦。现代汉服礼服传

承《周礼》之制，保持“续衽钩边”的结构，即前衣襟加接一幅和缘

边，遮掩交叠之处有传承礼义之邦的含义。

第七个“合”字，即“腹手合袖”，约束袖长和仪态。特别是礼服，

根据《玉藻》和《深衣》篇的记载，“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指袖

长遮住手外能反折至肘部，双手合拢时袖子褶皱堆积，袖口左右相合，

阴阳互补，蕴含“和合共生”的含义。



第八个“缨”字，字意泛指用于固定的带状部件或穗状饰物，也是衣

襟的固定方式，不同于西式服装的单纽式或拉链固定式，而是采用衣

带或佩绶等部件收束和装饰，若用纽扣则隐藏于不起眼处，形成隐扣

系带，佩绶结缨的衣冠风貌。

总而言之，汉服与西式服饰的差别，在于汉服几乎所有部件和结构都

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即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

的解释。制衣理念的差异，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不同。从结构上看汉服

是平面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就会随之呈现不同的曲线，其行云流

水般的外形，给人以随风而动、潇洒飘逸的感觉。这一点与崇尚开放

性感、强调人体曲线审美的西方服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服饰类别，

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民族服装属性的消失和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传统断裂，会使一些人

对汉服产生误读，认为汉族没有民族服饰。

B. 因为清初的“剃发易服”政令消解了黄帝以来的“衣冠之治”，

所以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唯一服饰的属性。

C. 现代汉服呈现“平中交右、宽褖合缨”的典型特征，其中外观上

的“松袼宽摆”特征，蕴含了“阴阳互补”的文化内涵。

D. 汉服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潇洒飘逸的美感，所有部件和结

构都能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解释。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服不仅能彰显服饰与礼仪之美，在黄帝时期它还是治理国家的

工具之一。



B. 古代汉服起源于黄帝，经周朝建制，形成了完备的冠服体系，于

清初消亡。

C. 旗袍、中山装、新唐装等服装虽也具有传统元素，但其本质上都

不是汉服。

D. 汉服与西式服饰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与双方制衣理念的差

异有关。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证明“汉服被误读”的一项是（ ）

A. 某大学拍摄“民族大团结”合影照，其他民族的学生都穿着本民

族的传统服装，汉族学生却身着 T 恤和长裤出场。

B.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黄帝创制衣裳之

后，周公制周礼而天下治，汉服成为礼仪的载体。

C. 今天有些人认为汉人穿的衣服就是汉服，有些人认为汉服的款式

一直在变化，还有些人甚至认为“汉服”这一概念不存在。

D. 中国画手在外网公布了几张古风画作，韩国人认为画中的明制帽

子使用了韩服元素，并在网上发表言论认为汉服起源于韩服。

4. 根据材料二内容，下列选项最符合现代汉服主流典型特征的一项

是（ ）

A B. C. D.

5. 现代汉服如何“在重构中传承”？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的建议。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弱水河的守望



朱湘山

①一条河，从高耸入云的冰川世纪傲世而出，一路北向，跋涉千里，

用大爱和深情滋养着浩瀚的戈壁沙漠。巍峨祁连是她的父，冰川雪线

是她的母，她以孤独为伴，在弱水河畔与胡杨心手相牵，相濡以沫，

孕育出感天动地的自然奇观。弱水河畔的胡杨树，以充满神性的姿态

慰藉沙漠，让跋涉者的灵魂为之震颤。

②胡杨，一个神奇的树种，春夏为绿色，深秋为黄色，冬天为红色，

像一曲恒久变幻的生命之歌；这是一个坚强的树种，活着三千年不死、

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只为在茫茫瀚海描绘一幅如痴如

醉的奇瑰画卷。她那妩媚的风姿、倔强的性格、多舛的命运，每每激

发人类无数的诗情与哲思，成为一种精神而被人们膜拜，培育它的是

名叫弱水的母亲河……

③弱水河畔是胡杨的故乡，这里的胡杨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三处天然

河道胡杨林之一，是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向北扩散的重要屏障，是中国

西部生态的天然宝库。

④漫步在浓郁的胡杨林中，仿佛进入神话般的仙境。茂密的胡杨千奇

百怪，神态万般。粗壮的几人难以合抱，挺拔的七、八丈之高,怪异

得似苍龙腾越，令人叹为观止。就连树叶也是风采独有。幼小的胡杨，

叶片狭长而细小，宛若少女妩媚的柳眉；壮龄的胡杨，叶片又变成卵

形、阔卵形或三角形，犹如兴安岭的白桦；进入老年的胡杨，叶片才

定型为椭圆形。更令人称奇者，在同一棵胡杨树冠的上下层中，还长

着不同形状的叶片，因此，又称“异叶杨”。



⑤初春，额济纳绿意未显，来到弱水河，两岸胡杨黑瘦，芦苇昏黄，

河道一半冰，一半沙。春意近了，再来弱水，凭栏远望，弱水变成了

欢快的河流，两岸红柳、芦苇、梭梭草争先的绿着，胡杨林里也多了

不知名的鸟，啾啾唱在岸边。

⑥暮春初夏，弱水河变浅，两岸却悄然绿满，沙枣开花、胡杨吐绿，

野兔栖息，绿草丛边罗布麻花、羊萝泡花团锦簇。

⑦入秋再看弱水，两岸黄羊、骆驼悠然于野，额济纳城有了最美的秋

色。当第一场秋霜降临，大片的胡杨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风中婆娑

起舞。经过弱水河的滋润洗礼，当漠野吹过一丝清凉的秋风时，胡杨

林便在不知不觉中由浓绿变浅黄，继而又变杏黄了。登高放眼，弱水

似带，穿行在胡杨林中，金秋的胡杨林如潮如汐，高高低低，斑斑斓

斓地漫及天涯，汇集成金色的海洋。秋风乍起，叶片飘飘洒洒落到地

面，大地如铺金毯，辉煌而凝重。

⑧入冬，天寒地旷，弱水跟着蛰伏，黄沙裸露，萧疏凋零。

⑨蓝天、戈壁、沙漠，这是一片雄性的旷野，而雄性历来总是与苦难

纠缠在一起，苦难激活了生命中最富于抗争活力的原始基因，经过世

世代代的沉淀，就成了一种地域性格，胡杨和弱水就是这种性格的代

表。

⑩弱水河没有黄河的阔大绵长，河水在这里最宽五十米，甚至不能容

纳船只通行。没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远景，孤独是戈壁留给弱水的最

深馈赠。



从航天城到额济纳，是弱水河整个生命中最艰涩的一段，它那亮丽青

春大都消磨在这段流程中，阳光因风沙而呆滞，戈壁滩的黄沙层是一

种松燥的质感，那是渴望被滋润被撕裂的神情，一切都在等待着滋养

哺育，弱水母亲也因此变得清癯瘦弱。但这两岸连绵百里的胡杨树，

却顽强地存活着。

弱水河看似柔弱，带着令人怜惜的疼。西晋郭璞在《大荒西经》处注

“其水不胜鸿毛”,意思就是载不住鸿毛的柔弱之水。事实上，弱水

河没有想象中弱不禁风，她是脚踏千里的戈壁母亲河，她有高贵的血

统，出生 4000 米以上，飘然而下，寂寞的奔向方圆千里的戈壁荒漠，

“其水不胜鸿毛”的弱水不追求形式上的翻滚激流，安静是对戈壁荒

漠最深情的表达。在弱水河边，总会看到沿河行走的羊群，河到哪里，

人和羊群就跟到哪里，弱水河滋养着戈壁干旱的土地，多民族的儿女

在这里邻水而居。弱水河孕生灵、育人烟，为荒漠戈壁播洒生机和希

望；弱水河世代陪伴着沙漠和胡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片鸿毛

足以承载最深情的厚重。

弱水河是传说中道家始祖老子成仙的圣地。祁连苍茫，一牛悠然，日

暮苍山远，一鸟翔九天，老子李聃跃牛于祁连之巅，群山绵延千里。

顺冰川而走，流水潺潺，李聃乐而忘返。沿河西行，河面无奔流之势，

却行千里之远，无繁华息壤，却见牧羊自足而乐。李聃登海而望，不

禁感叹“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如若此河，中土有解”。弱水虽被繁

华遗忘，历史却一直惦记着她，老子骑着青牛成仙的传说，一直流传

至今。



弱水河静默地奔流着，朔北的风吹开历史的画幕。西汉的张骞走来了，

带着大汉气象，弱水无声，驼铃阵阵，通往西域声声不绝。大唐的玄

奘走来了，遗失在弱水边的经卷入水化成胡杨三千……而今弱水河畔，

航天塔架耸立，沉睡千年的弱水，伴着火箭腾飞的巨响，发出欢快的

破冰之声。

来到戈壁，就喜欢上了弱水河；来到弱水，就爱上了胡杨。弱水是心

里的一条铁马冰河，装着天地苍茫；胡杨是生命的抛光，岁月为马，

驰骋在千年戈壁。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从不同的“年龄”段写胡杨树叶的独特风采，体物细腻，形

象生动。

B. 胡杨和弱水都带有苦难的特质，又都有抗争的活力，都代表了地

域特色。

C. 文章主体部分从不同的季节来描写弱水河及河畔别样的景色，富

有层次。

D. 第 段写了今天弱水河畔的现代化气息，突出了历史上它的落后与

沧桑。

7. 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篇以极富气势和画面感的语言介绍弱水河，激发读者的想象，

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B. 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胡杨林，意在表现茫茫瀚海中胡杨的



屏障作用与顽强精神。



C. 文章运用比拟展现了弱水河与胡杨的关系，以与黄河的对比凸显

弱水河的狭窄与孤独。

D. 本文语言典雅、充满诗意，有较强的感染力；同时多用整句，增

强了文章的节奏感。

8. 作者在第 段引用《大荒西经》的传说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

分析。

9. 如何理解标题“弱水河的守望”？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

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

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

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

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今募天下入

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

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

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复卒[注]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

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

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节选自晁错《论贵粟疏》）

材料二：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

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

富而教之。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丈人

曰：“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传》曰：“人生在勤，

勤则不匮。”语曰：“力能胜贫，谨能胜祸。”盖言勤力可以不贫，

谨身可以避祸。故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国以富强；秦孝公用

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

（节选自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注]复卒：免服兵役或免纳赋税。

10. 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

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此令 A臣轻 B背其主 C而民易 D去其乡 E盗贼有所 F劝 G亡 H逃者得

I轻资也



11.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牧，文中指治理，与《谏太宗十思疏》“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中“牧”词义不同。

B. 周，文中指周游、环游，与《项脊轩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

中“周”词义不同。

C. 劝，文中指鼓励、勉励，与《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

中“劝”的词义相同。

D. 文，是具有褒扬意义的谥号，《齐桓晋文之事》中齐桓公的谥号

“桓”也具有褒扬义。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粟米从地里生出，按时节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可成。

贤明的君主应该看重五谷，看轻金玉。

B. 让百姓因为给官府交纳粮食而得到赏赐或受到处罚，这样富人可

得爵位，农民可得钱财，粮食可得流通。

C. 文中列举了神农氏、尧、舜、禹的事例，其目的在于强调君主应

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

D. 文中引用了《管子》、丈人、《传》中的相关表述，从不同的角

度一再表明勤于农事的重要意义。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2）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战之赏，倾夺邻国而雄诸侯。

14. 两则材料都谈到了重农安民之法，请分别简要概括。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满江红·山居即事①

辛弃疾

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更何处，一双鸂鶒②，故来争浴。细

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三千斛③。

春雨满，秧新谷。闲日永，眠黄犊。看云连麦垄，雪堆蚕簇，若要足

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足？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

注：①本词写于庆元三年（1197）村居铅山时。②鸂鶒：水鸟。又名

水鸳鸯。③斛：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后又改为五斗。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句“点破”一词描摹出鸥鸟轻盈的情态；次句“争”字写出了

鸟儿戏水的热闹的场景。

B. 上阕从景物入笔，描写鸥鸟飞翔与鸂鶒争浴的景象，以动衬静，

凸显了山居环境的幽静。

C. 描写飞泉运用了借代和夸张手法，与“一泓澄绿”照应，景物层

次丰富，画面显得灵动。

D. 下阕中的“看”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看”都有引出

对后文景物描写的作用。

16. 前人评述“若要”二句为全篇题旨所在。这一观点在本词中是如

何得到印证的？请简要分析。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两句指出人们早已忘却亡国的耻辱。

（2）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指出君主应该选拔有才能人，听取

好的意见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祥瑞动物，相传能飞行，擅变化，会呼

风唤雨，常常被古代诗人写入诗词中，如：“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小题。

2024 年，AI 依旧是科技舞台的主角。

1 月 30 日，Neuralink 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公

司研发的脑机接口芯片首次植入人类大脑，植入者恢复良好，已初步

检测到预想中的大脑神经元尖峰信号。2 月 16 日，人工智能研究公

司 OpenAI 研发的首个视频生成模型 Sora（ ），再次在业内引起巨

大轰动。

在进入现实生活前，人工智能就以“机器人”形象活跃于文学作品中。

在科幻小说里，人工智能常被赋予一种由人类创造但反过来伤害人类

的异化性质。这种妖魔化的文学想象，体现了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深

层忧虑。在 AI 时代，人们对科技的讨论已经上升到与人类伦理道德

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这是一个科技狂飙的时代，也是科技伦理风险（ ）的时代。理性地

看，“科技末日论”多少有些（ ），但种种现实担忧也绝非杞人忧

天。相对乐观的是，人类总能通过不断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而调整治理

手段，一次次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

18. 请在文中括号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 文中划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

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本题共 3 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贾平凹坦言自己青睐“中国表达”，写作的材料要呈现国情、世情和

民情， ① ，而不是在房间里道听途说编出来的。他的小说《秦腔》

是对中国内地在世纪之交社会巨变期所作的一份生活记录，展现了农

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落、颓败及农民的迷惘、焦灼。这既是对历

史的回望， ② ，进而引发读者关于乡土中国未来走向的探索。

秦腔戏的嵌入构成小说独特的“天窗”结构，实践了贾平凹以实写虚

的抒情美学。“在《秦腔》里，我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浑然多

义的意境，这好比造房子，有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墙，而房内全是空

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贾平凹将小说的实像、实境比作房子

的实体，而虚像、虚境 ③ ，它们透过天窗进出，而这个“天窗”就

是小说虚实相生的路径——秦腔戏。



如果《秦腔》是书写乡愁的抒情诗，那么秦腔戏就是诗中反复吟咏的

典故，包孕着天地人合一的庞大象征体系。贾平凹将乡土的冲击、裂

变、没落也排演成一出大戏，在过去、当下和未来，在寥廓的天地间，

在自然、文化的交融激荡里，发出沉郁顿挫的“伤逝”之声。

20. 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句子，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

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2个字。

21. 和文中划线句子中的引号用法相同的是（ ）

A.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

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B. 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

乱反正，十分必要。（《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C. 福临路工房的两千个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

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夏衍《包身工》）

D. 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

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

“第一个”么？（鲁迅《阿 Q正传》）

22. 选文末段多处运用了比喻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其表达效果。

四、作文（60分）

23.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儒家重“往”，强调行动：孟子言“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只

要真理所在，就当勇往直前。道家重“返”，强调归宿：老子说“大

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意思是一个人往外走得再远，也要回归自

己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往”与“返”不是简单儒道话题，也是当代青年在成长过

程中需要思考的命题。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2024 届山西省太原市第

五中学校高三下学期一模试题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汉服分为古代汉服和现代汉服两个历史阶段。古代汉服源自黄帝创制

衣裳，至清初行“剃发易服”政策而消亡，是自成一体的服饰文化体

系；现代汉服是现代继承古代汉服基本内容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

系。之所以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是因为历史造成的中断，不

仅有民族服装属性的消失，还有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传统断裂，双重断

裂导致很多人对“汉服”这一概念产生误读，特别是在民族性和传统

性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风俗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历史记忆，汉服在现实和历史

记忆中都消失已久，与其他民族服装的一脉相承形成鲜明对比，使很



多人认为只有其他民族才有民族服装。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民族

服装是其他民族最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往往可以成为少数民族的

身份标识和民族认同的象征，这是汉族所不具有的。



清初的“剃发易服”政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消解了黄帝以

来的“衣冠之治”， 也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唯一服饰的属性。汉族

服饰从生活世界中消失，更不再作为国家公服、仪式礼服，只是在特

定人群和场合中保留了部分结构和元素。与此同时，承载汉服记忆的

穿着群体发生了变化，汉服由“汉民族服饰”解构为“古人的服

装”。这也导致汉服的样式对当代人来说显得陌生，甚至被当作戏服、

和尚服等特定群体的着装，而近日一些韩国网友竟认为“汉服源于韩

服”。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向现代转型，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传统服饰

都经历了应用场景的转换。日本和服与韩国韩服尽管不再是本民族的

唯一服饰，但可以应用在仪式、节日等重要场景。而汉服在三百余年

前的消失，导致它错过了现代演化的可能历程，一些人视之为被现代

化、全球化淘汰的前工业时代产物。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在重构中传承》）

材料二：

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现代汉服是现代人继承古代汉服

基本特征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主流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平

中交右、宽禒合缨”八个字，它不仅是对外观的描述，更蕴含了与中

华文化息息相关的内涵，充分体现中华服饰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

的气质与美感。



第一个“平”字：指汉服运用平面对折剪裁的方式制作而成，前后衣

身裁片肩线相连呈平面结构，整件衣服平铺时呈现出中线对折的形态，

不论服饰的款式如何变化，都坚守“平裁对折”这一制衣理念。

第二个“中”字：指汉服的衣身前后均有中缝，体现了左右均分、守

正执中的民族身姿和文明形态。保持中缝对称的剪裁习惯，与其他民

族服饰形成结构性差异。又因前后中缝与地面垂直，被赋予“刚正、

公平、正直”的含义。

第三个“交”字：指汉服穿着时通过“相交”完成闭合，如交领是左

右襟交叠，裙腰是左右围合，裤腰是两片重叠等。衣裳叠穿、衣身前

后闭合，也被赋予天地交泰、阴阳相合的含义。

第四个“右”字：指左衣襟向右闭合固定后的外观形态和习俗，这一

原则扩展到下装也是向右侧交叠闭合固定。“右”作为汉服的本质特

征之一，蕴含了文明有序的观念。衣襟向右掩视为阳，表示在世的人；

衣襟向左掩视为阴，表示故去的人。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衽矣。”反映的正是当时汉民族服饰“右衽”的特点。

第五个“宽”字：汉服的用料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形成“松袼宽

摆”的特征，袖根宽松使腋下能自由运肘，裳或裙摆是腰围的两倍以

上，形成文质彬彬、君子之服的形象，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气韵。

第六个“褖”字，读作 tuàn，字意为衣服缘边，是一种包边工艺。

古人认为衣领若不加缘边则为粗陋之服，称之为“褴”；如又加以缝

补，则称“褛”，成语“衣衫褴褛”形容生活困苦。现代汉服礼服传

承《周礼》之制，保持“续衽钩边”的结构，即前衣襟加接一幅和缘



边，遮掩交叠之处有传承礼义之邦的含义。



第七个“合”字，即“腹手合袖”，约束袖长和仪态。特别是礼服，

根据《玉藻》和《深衣》篇的记载，“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指袖

长遮住手外能反折至肘部，双手合拢时袖子褶皱堆积，袖口左右相合，

阴阳互补，蕴含“和合共生”的含义。

第八个“缨”字，字意泛指用于固定的带状部件或穗状饰物，也是衣

襟的固定方式，不同于西式服装的单纽式或拉链固定式，而是采用衣

带或佩绶等部件收束和装饰，若用纽扣则隐藏于不起眼处，形成隐扣

系带，佩绶结缨的衣冠风貌。

总而言之，汉服与西式服饰的差别，在于汉服几乎所有部件和结构都

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即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

的解释。制衣理念的差异，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不同。从结构上看汉服

是平面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就会随之呈现不同的曲线，其行云流

水般的外形，给人以随风而动、潇洒飘逸的感觉。这一点与崇尚开放

性感、强调人体曲线审美的西方服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服饰类别，

表现出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民族服装属性消失和现代化进程导致的传统断裂，会使一些人对

汉服产生误读，认为汉族没有民族服饰。

B. 因为清初的“剃发易服”政令消解了黄帝以来的“衣冠之治”，

所以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唯一服饰的属性。

C. 现代汉服呈现“平中交右、宽褖合缨”的典型特征，其中外观上



的“松袼宽摆”特征，蕴含了“阴阳互补”的文化内涵。



D. 汉服崇尚含蓄内敛、端庄稳重、潇洒飘逸的美感，所有部件和结

构都能在自然之中寻找规律，进而赋予文化解释。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服不仅能彰显服饰与礼仪之美，在黄帝时期它还是治理国家的

工具之一。

B. 古代汉服起源于黄帝，经周朝建制，形成了完备的冠服体系，于

清初消亡。

C. 旗袍、中山装、新唐装等服装虽也具有传统元素，但其本质上都

不是汉服。

D. 汉服与西式服饰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与双方制衣理念的差

异有关。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证明“汉服被误读”的一项是（ ）

A. 某大学拍摄“民族大团结”合影照，其他民族的学生都穿着本民

族的传统服装，汉族学生却身着 T 恤和长裤出场。

B.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黄帝创制衣裳之

后，周公制周礼而天下治，汉服成为礼仪的载体。

C. 今天有些人认为汉人穿的衣服就是汉服，有些人认为汉服的款式

一直在变化，还有些人甚至认为“汉服”这一概念不存在。

D. 中国画手在外网公布了几张古风画作，韩国人认为画中的明制帽

子使用了韩服元素，并在网上发表言论认为汉服起源于韩服。

4. 根据材料二内容，下列选项最符合现代汉服主流典型特征的一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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