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试卷

本试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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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揖让之礼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文化“主敬”

“谦让”的特征。《说文解字》中“揖，攘也，从手，最声。一曰手

箸匈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作“揖”。而

“让”字最早书写为“禳”，古同“攘”，意为谦让。揖让之礼承载

的是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即便在“射礼”这种尚武的礼仪中也

必不可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

子”（《论语·八佾》）。古人对揖让之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诚敬

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因而有“揖让而天下

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揖让之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文献

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中已包含作揖礼。



揖礼在古代有许多类型。如《周礼》中记载了三种揖礼的形式：“诏

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即推手时分

别有微微往下推手、举手平臂向前推平、与眉齐平再行礼之别。《周

礼·夏官·司士》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

揖。”古人行作揖礼时不仅要区别身份官职，还有吉凶之分。《道德

经》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观念。揖礼常与其

他礼仪搭配使用。如周代“宾礼”的“士相见礼”中就有士人相互作

揖的交往礼仪，以示尊重和谦卑。不同历史时期，揖礼的名称和身体

表达姿势有所不同。广义而言，先秦时期的揖礼、唐宋时期的叉手礼、

明清时期的拱手礼及清代流行的抱拳手势都可以称为揖礼。尽管与其

他礼仪一样，作揖礼最早也只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礼下庶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目标。随着礼文化的推广和下

移，揖礼成为了规范平民之间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实现了礼仪的

“流行化”和“民俗化”。宋代王说《唐语林补遗四》云：“凡入门

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这里的“祗揖”即宋时流行

的揖礼，文人著作中多有记载。《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在民间乡里

制定的由乡人共同遵守的成文规约，书中曾载，晚辈拜见尊长有“揖

而退”“揖而坐”“趋进揖”“揖而行”“下马前揖”等详细的行使

规范。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民间，揖礼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礼仪之一。



国内推行揖礼最主要的困境就是“封建”标签难撕，刻板印象阻碍。

揖礼主要借助手势以及躯体上半部分的动作来完成，对尊卑贵贱的区

分没有拜礼那么显著。整体而言，“揖拜之礼”自周代一直延续到清

代。朝代更迭，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为了强化皇权及尊卑，

揖拜之礼中的拜礼得到强化。反之，汉族政权则致力于恢复传统，如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明太祖就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从而强化了揖

礼。为了维护皇权和社会等级秩序，在清朝“跪拜之礼”再次得到了

强化，清政府甚至将其推广至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这导致了近代中西

方的“礼仪之争”。握手礼起源于中世纪欧洲，自辛亥革命后在中国

流行。1928 年，国民政府拟定了《相见礼》，规定朋友相见时彼此

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揖礼。1949 年建国以后，从官方到

民间，“揖礼”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

握手礼虽然体现了西方的“平等观”和价值观，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最大的问题在于手部的接触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在流行性疾病爆发

期间。相比之下，“非接触式问候”的揖礼具有显著的优势。作家韩

少功就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省时、优美和自主的优点。鸦片战争后，

西方礼俗文化的流入动摇了我国传统的礼俗体系，在一个主权国家的

传播场域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本末倒置会危及民族对自身文化价

值体系的认知态度。重估并复兴传统揖礼更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主体

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诚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良性运

转，正在于礼俗互动的政治制度框架与弹性实践机制的设计：在社会

理念上，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于脱离俗情，民众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



途。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

等民俗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冀望通过

礼仪教化达到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礼乐文明理念时至今日仍

有现实意义，“因俗制礼，以礼化俗”是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重要

路径。



复兴中华传统揖礼，需要正视文化资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推

广，实现现代转化和国际传播价值。一方面，要师古不泥，简化身体

姿势与手势，可参考清代流行的拱手礼甚至进一步简化，以保留其谦

让、友好和尊敬的含义为重。另一方面，应“以我为主”，从国内开

始推广普及，通过政治家发挥垂范引领作用、制定政策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发挥大众媒介优势打造“中国名片”、拓宽深化国际交流渠道

等路径，让中国揖礼走向世界。

（摘编自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揖让之礼是深受古人重视的传统交往礼仪，尽管其确切的发源时

间无法考证，但在周代已有文献记载。

B. 古代揖礼类型繁多，手势不尽相同，根据场合吉凶可分为土揖、

时揖、天揖、特揖、旅揖、三揖等形式。

C. 广义揖礼的身体表达并不局限于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的动作，也

包括了叉手、拱手、抱拳、肃拜等姿势。

D. 传统揖礼在历代政权更迭中经历过曲折反复的流变，是应被重估

价值、合理取舍、着力复兴的文化资产。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一项是（ ）

A. 多种礼仪在历朝历代常常搭配使用，这些搭配丰富着揖礼的运用

范畴，深化着揖礼的积极意义。

B.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礼俗体系受到西方礼俗文化冲击，揖礼自此



逐渐从官方和民间视野中淡出。

C. 近代握手礼与揖拜之礼的斗争，隐含着社会文明场域内“平等观”

与皇权等级秩序之间的较量。

D.



 推广揖礼不但要发挥官方引导作用，还应拓宽渠道，鼓励在 B 站、

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的创作。

3. 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五段观点的一项是（ ）

A. 清代诗人汪缙以诗句“揖让看闾里，诗书慕搢绅”表达了他在灾

荒凶年后出门见到平民百姓作揖礼让时的欣慰之情。

B. 林语堂《论握手》一文曾言：“拱手之源，我虽然未考，但是由

医学上卫生上讲比拉手文明，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C. 埃及驻华大使阿西姆·哈奈菲曾在“国际在线”网站《国际微访

谈》栏目上写新春“福”字，向全球网友作揖拜年。

D. 浙江省衢州市致力于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城市文化

IP，全体机关干部在市“两会”等活动上改行作揖礼。

4. 论证时可以想象存在一个“虚拟论敌”，在对其驳论的过程中推

出相关论点。根据本文的论证逻辑，对下表中的虚拟论敌的表述不恰

当的一项（ ）

虚拟论敌 本文论据 本文分论点

A 《唐语林》对宋代流行“祇揖”的记载； 《吕氏乡约》对揖礼详细

规范的记载 揖礼在古代也是民间乡里的日常礼仪

B 明太祖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强化揖礼 传统揖礼对尊卑贵贱的区分

并不显著

C 手部接触容易传染疾病； 韩少功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等优点 握手

礼存在局限性； 揖礼相比之下有显著优势

D 赵世瑜教授的言论 礼乐文明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A. 揖礼在古代只用于贵族间交往。 B. 古代政权曾弱化揖礼传统。



C. 握手礼比揖礼更有优越性。 D. 揖礼体现的礼文化在当代已过时。

5. 不同的情境中，有人作揖向“清芬”，有人相逢“尽”叉手，亦

有先生授揖礼。请运用本文观点，参照示例，简要阐释下列材料中揖

礼的意义。

[示例]材料：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唐·李白《赠孟浩然》）

阐释：李白用“揖清芬”表达了对孟浩然清雅品格的尊敬，揖礼是古

代士人相见的交往礼节。

材料一：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唐·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

述旧言怀感时书事》）

阐释一：

材料二：22年 6月，我省接待了来自美国、意大利、印度等国的“诗

画浙江”友好使者，在参观孔氏南宗家庙时，使者们跟着身着汉服的

老师认真学习作揖礼。

阐释二：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制琴记

阿占



话说那天下午，胡三背着琴，像侠客佩剑一样，行于当街，去琴行与

韩五见面。胡三亮出了琴——一把手作小提琴。琴体的造型和构造比

照了欧洲制琴巨匠鼎盛时期的风格，整体弧度圆润。雕工很有自信。

琴腰狭窄，便于演奏高把位和低音弦。面板与背板中间有音柱支撑，

位置不偏不倚。琴表油漆均匀，不太硬也不太软。琴箱内部处理得同

样细致，没有留下任何工具的痕迹……真是一把有样貌的手作琴，韩

五心中暗暗叫绝。

“爷们儿，你代理的那些机械琴不利于天才琴童形成个人风格，机械

琴看上去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饰物，手工琴却是艺术品。我有匠人

手艺，你有音乐资本，不如我们一起做琴吧。”

是年，胡三五十初叩天命，韩五三十恰逢而立。

胡三看上去像个糙人，肿眼泡，狮子鼻，头顶是谢的，常见油光，一

张凡夫黑脸。胡三木匠出身，十六岁学徒，三十岁上练成了一等一的

高手。四十九岁那年，首届国际小提琴节在家门口举办，胡三走了进

去，结果被国际琴展上的名琴镇住了，太美了！他魔怔了一路，回家

就跟老婆说：“我要做琴！”那年春节，他用两瓶茅台换回来两摞小

提琴图纸，大年初一就拉开架势，图纸铺了满床满地，逐步分解，归

纳笔记。二月初二，开凌梭鱼上市的时候，胡三取料、晒料、刨料，

继而打眼、锯榫头、组装，把自己放在半成品、木屑和工具之间，一

边琢磨一边敲打，不分昼夜。终于，樱花盛开的时候，他做出了人生

中的第一把小提琴。当然，第一把琴的音色不均、不圆、不润，自然

也就不美，胡三很不服气，他决心一把一把地做下去，于是便有了第



二把、第三把、第四把。到了第五把，胡三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搭档

了，于是想起了韩五，也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当街背琴疾行。



与野生的胡三不同，韩五看上去像个文人，戴眼镜，不高，偏瘦，食

草动物的眼神，一介书生的白面。大学毕了业却没脱下满身的学生气，

韩五跟父亲借钱，开起了琴行。韩五似乎知道每把琴的脾性，知道如

何顺着琴的性子捋。没几年，琴行就有了口碑。乐器行当里，都知道

城西有个韩五，性格孤僻，音乐学养却是极高的，侍弄乐器很有道道

儿。知音难逢，大多数时间里，韩五都是寂寞的。直到胡三的闯入，

让他预感到，一些期待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就这样，在太阳下面，在月光里面，在德式老房子中，在木头的淡淡

暗香里，胡三、韩五这一老一少，一动一静，一黑一白，一武一文，

运用数学、物理学、造桥工艺、美学、声学甚至化学，开始做琴。做

一把琴至少需要三十五天，而每做完一把琴，胡三都会给自己一个彻

底的放松——通常是休息整整二十天，望天、听海、穿风，各种出神。

只有一次，胡三做完琴之后没有休息。韩五去上海参观国际名琴展了，

琴作坊里一下子没有了敲打木头的声音，胡三感到很寂寞，便把北墙

上的老琴取了下来。这是一把被虫蛀了的老琴，千疮百孔，声音已经

喑哑，一直被韩五当镇店之宝供着。

刚修了两天，韩五回来了。



“胡三，你疯了！你在干什么！给我住手！……你不应该自作主张去

修它，你应该先问问我。因为你不了解这把琴对一个家族意味着什么，

它是我祖父用命换来的。1914 年秋天，日军占领青岛，祖父护送一

个叫希姆森的德国建筑师一家乘船返回德国。希姆森将小提琴托祖父

保管好，说是家传之物，日后来取。20 世纪中期以后，祖父的苦难

日子就没有间断过。祖母自缢，父亲和两个伯父因为家庭成分不能上

大学也不能参军。祖父把能烧的书都烧了，琴总是藏得很好。最后一

次，他从抄家人手中夺过这把琴，跳下二楼的阳台，摔成了残疾。”

“为了一把琴，去跳楼？”

“人人都说祖父傻，为了一把琴赔了后半生。”

胡三发誓一定要修好这把琴。前前后后修了一年，果然，重生后的琴

音绮丽饱满，也沧桑沉郁。韩五感激胡三，胡三倒不好意思起来。

琴作坊开业的第七年，十一岁的小满来了。买不起手作琴的小满经常

偷偷跑到琴作坊，只为看一眼漂亮的琴。一天，小满又来了，但他的

左臂上戴着孝，黑色布纱像一个死寂的静止符。忽然，胡三说：“小

满，你想试琴吗？有好几把琴等着你试呢。”小满很难把泪水一下子

咽回去，可他的眼睛被点亮了。他拉起了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

奏曲》，即便是难度最高的第三乐章，小满仍能从容地使用双音技巧，

他似乎已经懂得捕捉瞬间之美而不事铺张。

“小满，你进步太快了！”

“爸爸走了以后，我一直拉这个曲子。妈妈外表坚强，其实一直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瘦得很厉害。教琴的老师说这首曲子经常被心理学家



用来给病人解除痛苦，我就不停地拉，希望对妈妈有用……”

“是的，是的，音乐可以救人。小满，你要拉得更好一些。”

琴作坊开到第八年，订单越来越多了，胡三、韩五爱挑剔的毛病却越

来越厉害——挑剔订单的数量和时间，挑剔琴主的品性。

琴作坊开到第九年，人们说胡三、韩五越来越矫情了，琴做完了当年

不卖，放一放，为了声音更好听。



秋天，月亮升了起来，城里的儒商林先生亲自来琴作坊，说：“十把

手作琴的订单，加拿大的朋友拜托我把这件事办好。请两位老师配合

一下。价格翻番儿，时间紧。”

胡三接了一句：“做不了，情绪上不来。”

这两个怪人，一个抬头看着月亮，痴痴地、傻傻地、呆呆地不动。另

一个笑了，伸出手指，弹了一下月光，那铮铮鸣响，不觉间，把人世

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他们似乎同时想起了那个孩子——小满，还

有北墙上的老琴。

“小满应该可以参加维尼亚大斯基世界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了吧？”

“他需要一把好琴。”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胡三的手作琴制艺精良，他主动找上韩五合作，看重了可以通过

韩五的琴行卖琴。

B. 胡三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制作出“有样貌的手作琴”，可见

天赋决定人生成败。

C. “为了一把琴，去跳楼？”胡三的疑问表明不理解韩五祖父的行

为，这成为两人间的隔阂。

D. 胡三、韩五面对“价格翻番”也不为所动，这种“挑剔”“矫

情”，有如陶渊明般的气节。

7.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以“琴”为线，内涵丰富，既体现出胡三，韩五二人的知音



之情，又体现出胡三、韩五、韩五祖父、小满的人性之美。



B. 小说人物描写生动细致，如第四段将胡三的外貌与连续动作形成

反差，突出他外表粗糙、内心细腻、手艺高超的特点。

C. 小说情节安排巧妙，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样，都善于运用

人物对话和环境描写推动故事情节有序向前发展。

D. 小说叙述中融入关于音乐的精妙表达，如“那铮铮鸣响，不觉间，

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构成了小说散文化的审美维度。

8. 小满收到胡三、韩五为他量身定做的琴，并向他们写了一封信。

请结合文章相关内容，从小满的角度，将下面的信补充完整。

敬爱的胡三叔、韩五叔：

真心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如果不是你们的善良，我无法仍站在

琴声悠悠的舞台上，怀揣着自己的梦想至今。……除了无私的善良，

你们身上各种闪闪光亮，无时无刻不照耀着我：那一把老琴，是恪守

诺言的可贵品质； ……我想，这些不仅是我茁壮禾苗所需要的营养，

更是当下，很多人都需要的立世良方。

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幸运的小满

9. 本文是如何传达出“古典文化的审美气质”的？请结合全文简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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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原毁



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

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

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

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

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

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

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

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

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

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

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

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

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

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

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

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

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

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

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

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10. 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纸上相应位

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是故事 A修而谤 B兴 C德高 D而毁来 E士之处 F此世 G而望 H名誉之

光道德之行难已！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 原，文中是宽恕的意思，与“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的“原”意

思不同。

B. 病，文中是担心、忧虑的意思，与“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的

“病”意思不同。

C. 称，是称赞、赞扬的意思，与“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的“称”

意思不同。

D. 国家，古代把大夫的封地称国，诸侯的封地称为家，也以国家为

国的通称。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从“责已”“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行文严肃而恳切，

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B. 古代的君子要求别人“轻以约”，别人有一点优点和才能都得到

了肯定，故而古代的一般人也乐于做好事。

C. 作者认为，如今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很少，自己没有优点和能耐

却欺骗自己和别人，以致不能取得进步。

D. 当作者称赞或批评某人时，赞同或反对的是某人的朋友、无利害

冲突者，以及恐惧者，其余的则置身事外。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2）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

14. 作者认为，今之君子对待别人是什么态度？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白雪楼

李攀龙①

伏枕空林积雨开，旋因起色一登台。

大清河抱孤城转，长白山邀返照回。

无那嵇生成懒慢，可知陶令赋归来。

何人定解浮云意，片影瓢摇落酒杯。



【注】①李攀龙（1514～1570）：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之首，

“白雪楼”系其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隐居时所筑别业，取“阳

春白雪”之意以名。②长白山：地处山东邹平南，章丘与淄博市之间，

因山中常年云气缭绕而得名。③懒慢：懒惰散漫，嵇康《与山巨源绝

交书》：“又纵逸来久，情意做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

15.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联写诗人伏枕四望，林间一片细雨空蒙，顿觉精神大作，于是

决定登台览胜，不仅交代了写作的相关背景，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

调。

B. 颔联炼字精妙，“抱”与“邀”运用比拟手法，展现了眼前水山

相依、日影返照的美丽风光，语言灵动传神，画面富有生气。

C. 颈联诗人以魏晋名士嵇康、陶渊明作比，点出自己与他们二人有

着完全相同的精神气质和人生选择，委婉表达了其独特的志趣和追求。

D. 本诗选取“空林”“浮云”“大清河”“长白山”极具画面感意

象，营造出一种雄浑、壮阔的意境，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和审美体验。

16. 清代学者钱谦益《虞山诗约序》云：“古之诗者，必有深情蓄积

于内。”你觉得本诗蓄积着哪些“深情”？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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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愤》中陆游运用了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只用六个名词组接，勾勒出两幅气壮

山河的战争图画，将诗人恢复中原的志向具体化，形象化。



（2）朱自清在《荷塘月色》结尾处“猛一仰头，不觉已经是自己的

门前”，以此表示自己在获取短暂“安静”后不得不回归残忍现实。

同是夜游的苏轼则自适太多，从他《赤壁赋》中“__________，

__________”的结束出游的方式也能够看出。

（3）“铁衣”是用铁甲编成战衣，也借指战士。在古诗词中，透过

“铁衣”，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边塞将士不畏严寒、刻苦训练、奋勇杀

敌的身影，如“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终于“收蚕”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烧饭，时时看饭锅

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了来的香烛点起来，恭

恭敬敬放在灶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小小宝帮着把

灯芯草剪成细末子，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太

阳也近午刻了，饭 锅上水蒸气嘟嘟地直冲，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

把“蚕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髻上，就到“蚕房”里。 老通宝拿着

秤杆，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儿和灯芯草碎末。四大娘揭开“布

子”，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

又接过老通宝手中的秤杆来，将“布子”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

上的鹅毛在布子上轻轻儿拂；野花片，灯芯草末子，连同“乌娘”，

都拂在那“蚕箪”里了。一张，两张，……都拂过了：最后一张是洋

种，那就收在另一个“蚕箪”里。末了，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



“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箪”的边儿上。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

要开始一个月光景和恶劣的天气和恶运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

无休息的大决战!

18. 请用谐音方式就文中的“秤杆”“灯芯草”联想一个成语，以表

达蚕农祈求顺遂的心愿。写出该成语，以及与它意思相近和相反的成

语。

①谐音成语：___________；②近义成语：__________；③反义成语：

__________；

19. 下列对文中语言特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时时”“恭恭敬敬”“轻轻儿”等叠音词的运用，既增强了语

言的韵律感，也强化了语意。

B. 第一段通过一连串富有表现力的动词“撒”“挽”“拂”等，具

体细致地展现了收蚕的全过程。

C. “布子”“乌娘”“蚕箪”等词，是蚕事活动中特有的名词，带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农事色彩。

D. 用“誓师典礼”“大决战”形容普通的蚕事活动，大词小用，极

尽夸张，增强了诙谐幽默的效果。

20. 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是一个长句，有着怎样的表达效果？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① ，这是我方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本体论上看，过程指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它

包括起因、经过和结果，也就是说， ②



 ，难道我们能见小忘大，以偏舍全吗？祥林嫂置身封闭保守的鲁镇，

饱经磨难和压迫，虽“捐门槛”来救赎自己而不得，最终惨死于祝福

之夜，如果我们读这篇小说只关注祥林嫂“死”的结果而漠视事件发

展过程，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深意也读不到了。

第二，从逻辑上看，凡事有过程才会有结果，天道酬勤，做好过程，

结果必然不会令人失望。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了 19 年，班固写

《汉书》花了 20 余年时间，曹雪芹著述《红楼梦》耗费毕生精

力……如此等等，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读来皆是血，坐不得冷板凳，

下不了真功夫， ③ ，只会“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第三，从时空上看，结果往往只在一瞬间，而过程则往往需要数日经

年的漫长磨砺和广漠空间的辗转腾挪，我们怎可因为一时的结果而漠

视甚至否定广大时空的奋斗过程呢？陈胜、吴广虽然失败了，但他们

揭竿而起的一生不精彩吗？李杜一生才华横溢，满腔抱负，最终却困

顿飘零，我们难道会因为他们结局不佳就不记得他们一生的孜孜以求

吗？

21. 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

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0个字。

22. 请指出一辩第二个理由的逻辑谬误。

四、写作（60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古人关于独立人格精神有很多论述。如韩愈在《伯夷颂》中说：“士

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

知明者也。”大意是读书人的独立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相信自

己并充分了解自己。又如孔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

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这句话的大意是行

为荒诞不经，后代会对此有所记述，但我不这样去做；君子依循道理

行事，不会半途而废。

作为当代青年，上述材料给你以怎样的启示，请结合自身发展的思考

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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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卷

本试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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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揖让之礼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文化“主敬”

“谦让”的特征。《说文解字》中“揖，攘也，从手，最声。一曰手

箸匈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作“揖”。而

“让”字最早书写为“禳”，古同“攘”，意为谦让。揖让之礼承载

的是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即便在“射礼”这种尚武的礼仪中也

必不可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

子”（《论语·八佾》）。古人对揖让之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诚敬



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因而有“揖让而天下

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揖让之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文献

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中已包含作揖礼。



揖礼在古代有许多类型。如《周礼》中记载了三种揖礼的形式：“诏

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即推手时分

别有微微往下推手、举手平臂向前推平、与眉齐平再行礼之别。《周

礼·夏官·司士》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

揖。”古人行作揖礼时不仅要区别身份官职，还有吉凶之分。《道德

经》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观念。揖礼常与其

他礼仪搭配使用。如周代“宾礼”的“士相见礼”中就有士人相互作

揖的交往礼仪，以示尊重和谦卑。不同历史时期，揖礼的名称和身体

表达姿势有所不同。广义而言，先秦时期的揖礼、唐宋时期的叉手礼、

明清时期的拱手礼及清代流行的抱拳手势都可以称为揖礼。尽管与其

他礼仪一样，作揖礼最早也只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礼下庶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目标。随着礼文化的推广和下

移，揖礼成为了规范平民之间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实现了礼仪的

“流行化”和“民俗化”。宋代王说《唐语林补遗四》云：“凡入门

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这里的“祗揖”即宋时流行

的揖礼，文人著作中多有记载。《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在民间乡里

制定的由乡人共同遵守的成文规约，书中曾载，晚辈拜见尊长有“揖

而退”“揖而坐”“趋进揖”“揖而行”“下马前揖”等详细的行使

规范。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民间，揖礼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礼仪之一。



国内推行揖礼最主要的困境就是“封建”标签难撕，刻板印象阻碍。

揖礼主要借助手势以及躯体上半部分的动作来完成，对尊卑贵贱的区

分没有拜礼那么显著。整体而言，“揖拜之礼”自周代一直延续到清

代。朝代更迭，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为了强化皇权及尊卑，

揖拜之礼中的拜礼得到强化。反之，汉族政权则致力于恢复传统，如

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明太祖就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从而强化了揖

礼。为了维护皇权和社会等级秩序，在清朝“跪拜之礼”再次得到了

强化，清政府甚至将其推广至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这导致了近代中西

方的“礼仪之争”。握手礼起源于中世纪欧洲，自辛亥革命后在中国

流行。1928 年，国民政府拟定了《相见礼》，规定朋友相见时彼此

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揖礼。1949 年建国以后，从官方到

民间，“揖礼”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



握手礼虽然体现了西方的“平等观”和价值观，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最大的问题在于手部的接触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在流行性疾病爆发

期间。相比之下，“非接触式问候”的揖礼具有显著的优势。作家韩

少功就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省时、优美和自主的优点。鸦片战争后，

西方礼俗文化的流入动摇了我国传统的礼俗体系，在一个主权国家的

传播场域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本末倒置会危及民族对自身文化价

值体系的认知态度。重估并复兴传统揖礼更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主体

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诚如赵世瑜教授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良性运

转，正在于礼俗互动的政治制度框架与弹性实践机制的设计：在社会

理念上，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于脱离俗情，民众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

途。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

等民俗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冀望通过

礼仪教化达到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礼乐文明理念时至今日仍

有现实意义，“因俗制礼，以礼化俗”是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重要

路径。

复兴中华传统揖礼，需要正视文化资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推

广，实现现代转化和国际传播价值。一方面，要师古不泥，简化身体

姿势与手势，可参考清代流行的拱手礼甚至进一步简化，以保留其谦

让、友好和尊敬的含义为重。另一方面，应“以我为主”，从国内开

始推广普及，通过政治家发挥垂范引领作用、制定政策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发挥大众媒介优势打造“中国名片”、拓宽深化国际交流渠道

等路径，让中国揖礼走向世界。



（摘编自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揖让之礼是深受古人重视的传统交往礼仪，尽管其确切的发源时

间无法考证，但在周代已有文献记载。

B. 古代揖礼类型繁多，手势不尽相同，根据场合吉凶可分为土揖、

时揖、天揖、特揖、旅揖、三揖等形式。

C. 广义揖礼的身体表达并不局限于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的动作，也

包括了叉手、拱手、抱拳、肃拜等姿势。

D. 传统揖礼在历代政权更迭中经历过曲折反复的流变，是应被重估

价值、合理取舍、着力复兴的文化资产。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多种礼仪在历朝历代常常搭配使用，这些搭配丰富着揖礼的运用

范畴，深化着揖礼的积极意义。

B.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礼俗体系受到西方礼俗文化冲击，揖礼自此

逐渐从官方和民间视野中淡出。

C. 近代握手礼与揖拜之礼的斗争，隐含着社会文明场域内“平等观”

与皇权等级秩序之间的较量。

D. 推广揖礼不但要发挥官方引导作用，还应拓宽渠道，鼓励在 B站、

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的创作。

3. 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五段观点的一项是（ ）

A. 清代诗人汪缙以诗句“揖让看闾里，诗书慕搢绅”表达了他在灾

荒凶年后出门见到平民百姓作揖礼让时的欣慰之情。

B. 林语堂《论握手》一文曾言：“拱手之源，我虽然未考，但是由

医学上卫生上讲比拉手文明，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C. 埃及驻华大使阿西姆·哈奈菲曾在“国际在线”网站《国际微访

谈》栏目上写新春“福”字，向全球网友作揖拜年。

D. 浙江省衢州市致力于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城市文化

IP，全体机关干部在市“两会”等活动上改行作揖礼。

4. 论证时可以想象存在一个“虚拟论敌”，在对其驳论的过程中推

出相关论点。根据本文的论证逻辑，对下表中的虚拟论敌的表述不恰

当的一项（ ）

虚拟论敌 本文论据 本文分论点

A 《唐语林》对宋代流行“祇揖”的记载；



 《吕氏乡约》对揖礼详细规范的记载 揖礼在古代也是民间乡里的日

常礼仪

B 明太祖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强化揖礼 传统揖礼对尊卑贵贱的区分

并不显著

C 手部接触容易传染疾病； 韩少功曾指出揖礼具有卫生等优点 握手

礼存在局限性； 揖礼相比之下有显著优势

D 赵世瑜教授的言论 礼乐文明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A. 揖礼在古代只用于贵族间交往。 B. 古代政权曾弱化揖礼传统。

C. 握手礼比揖礼更有优越性。 D. 揖礼体现的礼文化在当代已过时。

5. 不同的情境中，有人作揖向“清芬”，有人相逢“尽”叉手，亦

有先生授揖礼。请运用本文观点，参照示例，简要阐释下列材料中揖

礼的意义。

[示例]材料：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唐·李白《赠孟浩然》）

阐释：李白用“揖清芬”表达了对孟浩然清雅品格的尊敬，揖礼是古

代士人相见的交往礼节。

材料一：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唐·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

述旧言怀感时书事》）

阐释一：

材料二：22年 6月，我省接待了来自美国、意大利、印度等国的“诗

画浙江”友好使者，在参观孔氏南宗家庙时，使者们跟着身着汉服的

老师认真学习作揖礼。

阐释二：



【答案】1. B 2. A 3. D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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