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新高二开学摸底考语文语文试卷 01（统编版）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家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世代传承的家庭家族文化土壤、体现我们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

化，基本构成包括家训(家教)、家德、家风等,钱氏世家文化也是这些家文化元素的

统一体传统家训，整体看是父祖长辈对子孙修身处世、齐家睦族等的教育指导和行为

规约，是居生活的家庭教科书，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据检

索，钱氏世家各个支脉的家谱中，多有家训族规，其中三篇家训是其典型代表。一是

吴越王钱镠的《武肃王八训》(以下简称《八训》)，这是该家族最早的家训。家训总

结了当时不少大族家教家风不良致使破家家的教训，告诫子孙睦亲齐家、仁和处世、

尊祖敬宗等。二是《武肃王遗训》(以下简称《遗训》)，该家训是钱镠临终前对子孙

的嘱托。《遗训》将维护国家统一、使百姓免受干戈之苦的谆谆嘱托,民为邦本的意

识和浓浓的家国情怀融入家训之中,这在帝王家训中别具特色,为其孙钱弘俶纳土归

宋、实现民族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三是前清举人钱文选辑录的《钱氏家训》。《钱

氏家训》总结钱氏各族家庭教育实践经验,采辑历代先贤治家教子处世的格言警语修

订而成,保留了八训》和《遗训》的基本教化理念。这篇家训分为个人篇、家庭篇、

社会篇、国家篇,流传甚广，为钱氏后人的人生行为指南。 

家德文化主要以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调适家族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家族的稳

定和发展。从武肃王的家训中，可见其家德文化优良。《八训》列举了江西钟氏养子

不训、亡败其家河中王氏、幽州刘氏兄弟自相鱼肉、构讼破家等家族的沉痛教训,告

诫子孙“兄弟如手足”“兄弟相同上下和睦”。钱文选辑《钱氏家训》之“家庭”篇

更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

这种家德文化对子孙的成人成才起着重要作用。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世代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风气、风尚、风范。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良好家风一旦形成就能使家人耳濡目染,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子弟

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良品德和传统。钱氏世家极为重视家风培育。武肃王《八训》

和《遗训》中都强调,“绍续家风、明礼教,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吾家门”

"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今天的中国，家庭虽然小型化了，但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依然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和

社会基本单位，是人们的精神家因、情感归宿。衡量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与否的一个

重要标准就是看家庭关系是否和睦融洽。家风败坏、家德缺失、家规无序的家庭,很

难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幸福生活。唐朝名相张九龄云:“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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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代的家训教化、家德培有和优食家风熏陶,为钱氏的人才迭出、文化赓续传承

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支撑钱氏家族的精神和文支柱。全面梳理、汲取钱氏世家文化

的积极成分，有利于促进家庭建设和家风培育，促进孩子的康成长,使家庭这个国家

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点”更加牢固。 

(摘编自陈延斌《吴越钱氏世家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二 

隋唐以后,朝廷开始推行“科举制”,门阀士族所占据的政治、经济优势被打破了，门

阀士放的大部分成员开始向社会底层流动，成为新的寻常百姓家，因此，这些门阀士

族积蓄的家文化自然被寻常人家所接续、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寻常人家通过某个

时期一两位杰出子孙的光宗耀祖、鼎力门户而显赫一时,为了告诚子孙后代积极上进,

也撰写家训、家规,以明确齐家的理，开创家族的家文化。 

以吴越钱氏为例,吴越王钱镠在五代十国混乱的局面中占据吴越之地,后来钱镠的孙

子钱弘俶“爱兵恤民”，纳吴越版图于赵宋。虽然钱镠、钱弘俶的豪门大户后来散落

成了众多的钱氏寻常人家,但这些钱氏后裔在传承祖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的、独

特的家文化。其文化特色并不以高官厚禄作为成功标准，而以道德、学问、文章、艺

术等乐“道”为追求,使得后代子孙中饱学之士层出不穷,成为一道异于其他姓氏家族

的靓丽风景线。例如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明代阳明心学主要传承人钱德洪、清初文章

泰斗钱谦益、民国国学大师钱穆等。民国以后，学风浓厚的钱氏家族的后世子孙，培

育出了一百多位国内外的科学院院士，包括大家所熟知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

吴越钱氏独特的崇文重教的家文化，从赵宋开端一直到近代，很好地适应了各个历史

时期的社会规则，子孙们多以读书做学问为己任，培养出一批批国家的栋梁之才，令

人钦佩和叹服，也为其他姓氏家文化构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在近现代，经历了近代历次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的家文化的主动传承与建设实际上

已经名存实亡，人们对家文化中的家风、家训、家规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家文化对我

们每一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一刻也没有远离。蔡元培曾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

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第

一所学校都应该是自己的家庭，要使家庭成为一所合格的、优秀的学校，就必须用优

良的家文化作为教学内容。 

要打造优良家文化,传承传统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家文化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结合现实的国家情势、社会发展,对家文化进

行必要的新陈代谢,赋予新时代的新风范;最后,家文化要有效化育家庭成员和后代子

孙，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员身体力行、积极奉行。 

习近平主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

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因此建家文化不仅涉及一家一姓的福社,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2024届新高二开学摸底考语文语文试卷01(统编版) --第2页

2024届新高二开学摸底考语文语文试卷01(统编版) --第2页



 

(摘编自鲁畅《中国“家”文化的前世今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家文化源自家庭家族文化土壤，主要包括家训、家德和家风，能够体现中民族的特

质和精神风貌。 

B.一个家族的优良的家德文化能够维护这个家族的稳定和发展，自然也就能够维护社

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C.寻常人家的家文化,既对代阀士族积蓄的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包括自己独立撰

写的家训、家规。 

D.吴越钱氏家文化追求道德、学问、文章、艺术等,而不是高官厚禄，这可以为其他

姓氏室族家文化的构建提供借鉴。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与家训、家德相比,钱氏世家更为注重家风的培育，因为家风有利干钱氏家族的繁

衍生息。 

B.我们要汲取钱氏世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为建设和谐家庭服务，而不是不加筛选地全

盘接受。 

C.吴越钱氏家族人才辈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这与其崇文重教的家文化密

不可分。 

D.尽管中国的家文化受到近代历次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家文化已远

离实际。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符合钱氏世家文化中“家德文化”的一项是(3 分) 

A.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B.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C.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宽厚 

D.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论述了钱氏家文化，但二者侧重点并不相同，请简要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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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新时代，我国为何还要重视家庭建设，重建家文化?请结合材料内容简要分析。

(4 分) 

【答案】1．B 2．A   3．B  

【解析】 

1．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B.(根据材料一第三段内容可知，家德文化有利于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发展，对后代子

孙的成人成才具有重要作用，但并未涉及“自然也就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

展”。) 

故选 B。 

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与家训、家德相比，钱氏世家更为注重家风的培育”于文无据，原文只是说“钱

氏世家极为重视家风培育”。) 

故选 A。 

3．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 

B(根据材料-第三段内容可知，家德文化主要以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调适家庭成员

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发展。根据“宗族”“义塾与公田”“亲朋”可

以推知，B 项强调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故选 B。 

4.材料一主要从家训、家德、家风三方面具体论述钱氏家文化的内容及影响，(2 分)

材料二则从整体上介绍了钱氏家文化的传承与建设状况。(2 分) 

5.①家庭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和社会基本单位，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情感归宿。②家庭

关系是否和睦融洽是衡量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③良好的家文化

有利于化育家庭成员和后代子孙，促进孩子健康成长。④重视家庭建设，重建家文化

不仅涉及一家一姓的福祉，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每点 2 分答出两点即可，

学生若答出“为国家培育人才”“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亦可酌情给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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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杨朔 

自古以来，人们常有个梦想，但愿世间花不谢，叶不落，一年到头永远是春天。这样

的境界自然寻不到，但是，当我乘着飞机冲开云雾降落，我发觉自己真正来到个奇妙

的地方，花啊，草啊，叫都叫不上名，终年不断，恰恰是我们梦想的四季长春的世界

——这就是昆明了。 

说起昆明的花木，最有名的是茶花、杜鹃花，还有报春花。昆明的四季并不明显，春

天一露头，山脚下，田边上，阴沟里，都密密丛丛地开了各种花，有宝蓝色，有玫瑰

红，满眼都是。花好，开的时候也好，难怪人人都爱这种报春花。 

我喜欢昆明，最喜欢的还是滇池，也叫昆明湖。那天，我上了西山，顺着石磴一直爬

到“龙门”，倚着石栏杆望：好啊！这大湖浩浩荡荡，莽莽苍苍，湖心飘着几片渔帆，

实在好看。 

我偏着身子想坐到石栏杆上，一位同伴急忙伸手一拦说：“别！别！”原来石栏杆外

就是峭壁，足有几十丈高，紧临着滇池。 

另一位同志笑着说：“你掉下去，就变成传说里的人物了。” 

传说古时候有个好人，爱上个姑娘，没能达到心愿，一发恨，就到西山去刻“龙门”。

刻了个石魁星，刻到最后，没有石头来刻笔。那人追求生活不能圆满，又去追求艺术，

谁知又不圆满，伤心到极点，就从“龙门”跳下去，跌死了。可见昆明这地方虽美，

但曾经也充满了痛苦和眼泪。云南的民族向来多，那云岭，那怒山，那高黎贡山，哪

座山上的杜鹃花不染着我们兄弟民族的血泪？ 

我见到一个独龙族的姑娘，叫嫒娜，是第三的意思。她只有十八岁，梳着双辫，穿着

白色长袍，斜披着一条花格子布披肩，膀子上挂着好些串大大小小的玻璃珠子。见了

生人也不怯，老是嘻嘻，无缘无故就发笑。旁人说话，她从旁边望着你的嘴，嗤地笑

了。人家对她说：“你穿的真好看啊！”她用手捂着嘴，缩着肩膀，拼命憋住不笑。

人家再问她：“你怎么这样爱笑？”她把脸藏到女伴背后，咯咯地笑出声来。我让她

吃糖，她才不会假客气呢，拿起块樱桃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送到嘴边上顺一会，

抽出来看看，又咂一会，又抽出来看看，忙个不停，一面还要说话，还要笑。她的生

活，她的性格那么欢乐，你几乎不能相信她会有什么痛苦。 

嫒娜用又急又快的调子说：“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兄妹，都住在大山上。早些年平地

叫汉人的地主霸占光了，国民党兵一来，还要给你抢光。但一解放，人民政府每家给

了三把锄头，几年光景，我们家开了许多亩水田，早有稻子吃了。这是几百年几千年

也没有的事，好像死了又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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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已经埋葬，这位年轻的独龙姑娘从头到脚都浸到新的欢情里，怎么能怪她老

是爱笑？ 

但是过去的事并不能连根铲掉。嫒娜的脸上刺了朵莲花，我很想问问她原因，又怕碰

了她的痛处。嫒娜主动告诉我：“不刺脸，国民党兵见你年轻，就给拉走。刺上花，

脸丑了，就不要了，那时候看穿黄衣服的大家都往山上跑。” 

我故意问她道：“现在你还怕穿黄衣服的么？” 

嫒娜便用手背一掩嘴，笑出声说：“我还要相赶着找穿黄衣服的呢。”嫒娜找的自然

是解放军。在云南边疆上，我们解放军的战士跟少数民族烧一座山上的柴，喝一条河

里的水，多少年来在各民族间造成的隔阂和冤仇逐渐消失，互相建立起手足般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从生死斗争里发展起来的。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一班战士驻扎在边境上一个景颇族的寨子里，隔一条河便

是缅甸，那边深山密林里藏着些亡命的蒋军，有时偷过境来打劫人民。这一班战士就

为保护人民来的。有一晚上，三百多个匪徒溜过来，突然把寨子围住，天一破亮，开

火了。我们只有十几个战士，当时分散开，顶住了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战士都坚

持在原地上不动，饿了，便拔眼前的野草吃。 

班长亲自掌握机枪，一条腿打断，又一条腿也打断，不能动了，匪徒们涌上来，子弹

打中班长的腰，班长还用两手钩着两颗手榴弹的弦，对他的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趁着夜色，党的小组长带着人突出包围圈，占了制高点，敌人被冲垮了，纷纷逃

出国境去。 

景颇族的农民围着昏迷不醒的班长说：“都是为的我们啊！”这些兄弟民族对解放军

真是爱护得很，有时成群结队敲着象脚鼓，老远来给军队送东西。 

在昆明，我看过一次十分出色的晚会。有阿细跳月，有景颇族的长刀舞，有彝族的库

小细鱼舞，有汉族的采茶花灯，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歌舞。这些歌舞是那么有色彩，

那么有风情，使你永远也不能忘记。谢幕时，所有的演员到台前，穿着各式各样的服

装，鲜明漂亮，好看极了。 

当地一位朋友拉拉我的衣袖笑着说：“你不是想看看云南有名的报春花么？这不是，

就在你眼前。”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青年紧靠在一起，五颜六色，神采飞舞，一定

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界的春天，却是各民族生活里的春天。 

只有今天，古人追求不到的圆满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到了。 

也只有今天，昆明才真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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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 

（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我”喜欢昆明，就是因为昆明四季如春、繁花锦簇，还有一碧万顷的昆明湖，

这些让“我”觉得到了梦想中奇妙的地方。 

B．独龙族姑娘嫒娜总是笑，并且随意接受我给的樱桃糖，这表明少数民族生活艰苦，

且文化水平不高，只能用笑来表达谢意。 

C．解放军为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独龙族和景颇族都对他们心怀感激，表明各民族间

的隔阂逐渐消除，建立起手足般的感情。 

D．古人追求不到的东西现在可以追求到，因此说昆明的春天真正来了。结尾处三个

“春天”含义不一，层层递进，以表明此意。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本文开篇由人们对四季长春的梦想，引出现实中四季长春的昆明，其实这是“拐

弯”的艺术，由虚到实，由梦想烘托现实。 

B．“昆明这个地方虽美，但曾经也充满了痛苦和眼泪”暗示了后文要着重写各民族

所经历的痛苦，由此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 

C．本文详写了独龙族姑娘嫒娜的经历和景颇族寨子里一班战士作战的事迹，略写了

其他事情，详略得当，使文章更具有可读性。 

D．本文以“我”的经历与见闻组织材料，先后描写了滇池、西山石刻等场景，看似

散漫，实则突出主旨，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 

8．本文花大量笔墨叙述“我”听闻与经历的小事，却以“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为题，

请简要谈谈你的理解。(6 分) 

9．本文注重以细节刻画人物形象，请指出两处这样的细节并简要分析。（6 分） 

6.C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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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①文章以“报春花”为线索串起我的经历与见闻。开头点出“报春花”开的季节；中

间叙写我的经历与见闻，拓展“报春花”的意蕴；结尾写文艺晚会上各民族的精彩演出，

点明“报春花”的寓意。文章看似散漫，实则围绕“报春花”展开。 

②托物寓人。文中赞美了“报春花”的生长环境及盛放的姿态，也借此赞美了云南的各

少数民族坚毅的精神，即使经历苦难，也依然葆有朝气，依然善良、热情。 

③“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具有象征意味，象征着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像报春花一样，迎来了生活里常年不谢的春天，升华了文章主旨。 

（答出一个点可得 2 分） 

9．①对独龙族姑娘嫒娜的描写，主要聚焦于她“笑”的几种情态和“吃糖”的细节描写，

寥寥数笔之间，塑造了嫒娜活泼可爱的形象特点。(3分） 

②在对解放军战斗场面的描写中，“班长一条腿打断，又一条腿也打断，子弹打中班

长的腰，但依然对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细节刻画，塑造

了解放军战士英勇坚强，为了民族统一、国家建设不畏牺牲的形象特点。（6 分）） 

【解析】6．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A.“就是因为昆明四季如春、繁花锦簇，还有一碧万顷的昆明湖，……”错误，以偏概

全。通读全文可知，“我”喜欢昆明，除了这里的景，还有这里经历的故事和人们的淳

朴。 

B.“这表明少数民族生活艰苦，且文化水平不高”错误。“独龙族姑娘嫒娜总是笑”及“接

受我给的樱桃糖”是与姑娘活泼、开朗的性格有关，并非因为“生活艰苦且文化水平不

高”。 

D.“结尾处三个‘春天’含义不一，层层递进”错误。“各民族生活里的春天”和“昆明才真

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指的是一个意思，也不构成“层层递进”。 

故选 C。 

7．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B.“……暗示了后文要着重写各民族所经历的痛苦，由此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错误。

结合后文来看，主要叙述的是云南各民族经历苦难后迎来的春天，全文的基调也是积

极向上的。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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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标题的含义和作用的能力。 

文章以“报春花”为线索串起我的经历与见闻。“说起昆明的花木，最有名的是茶花、

杜鹃花，还有报春花”，开头点出“报春花”开的季节；我在昆明遇到独龙族姑娘嫒娜，

听闻了解放军为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事情，中间叙写我的经历与见闻，拓展“报春花”

的意蕴；结合“当地一位朋友拉拉我的衣袖笑着说：‘你不是想看看云南有名的报春花

么？这不是，就在你眼前。’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青年紧靠在一起，五颜六色，神

采飞舞，一定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界的春天，却是各民族生活里的

春天”可知，结尾写文艺晚会上各民族的精彩演出，点明“报春花”的寓意。文章看似

散漫，实则围绕“报春花”展开。 

托物寓人。结合“说起昆明的花木，最有名的是茶花、杜鹃花，还有报春花。昆明的

四季并不明显，春天一露头，山脚下，田边上，阴沟里，都密密丛丛地开了各种花，

有宝蓝色，有玫瑰红，满眼都是。花好，开的时候也好，难怪人人都爱这种报春花”

可知，文中赞美了“报春花”的生长环境及盛放的姿态；结合“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

青年紧靠在一起，五颜六色，神采飞舞，一定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

界的春天，却是各民族生活里的春天。只有今天，古人追求不到的圆满东西，我们可

以追求到了。也只有今天，昆明才真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可知，也借此赞美了

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坚毅的精神，即使经历苦难，也依然葆有朝气，依然善良、热情。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具有象征意味，结合“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青年紧靠在一起，

五颜六色，神采飞舞，一定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界的春天，却是各

民族生活里的春天。只有今天，古人追求不到的圆满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到了。也只

有今天，昆明才真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可知，“滇池边上的报春花”象征着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像报春花一样，迎来了生活里

常年不谢的春天，升华了文章主旨。 

9．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描写手法的能力。 

对独龙族姑娘嫒娜的描写，结合“见了生人也不怯，老是嘻嘻，无缘无故就发笑。旁

人说话，她从旁边望着你的嘴，嗤地笑了。人家对她说：‘你穿的真好看啊！’她用手

捂着嘴，缩着肩膀，拼命憋住不笑。人家再问她：‘你怎么这样爱笑？’她把脸藏到女

伴背后，咯咯地笑出声来”可知，对嫒娜的笑进行细节描写；结合“我让她吃糖，她才

不会假客气呢，拿起块樱桃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送到嘴边上顺一会，抽出来看

看，又咂一会，又抽出来看看，忙个不停，一面还要说话，还要笑”可知，对嫒娜吃

糖进行细节描写。主要聚焦于她“笑”的几种情态和“吃糖”的细节描写，寥寥数笔之间，

塑造了嫒娜活泼可爱的形象特点。 

在对解放军战斗场面的描写中，结合“班长亲自掌握机枪，一条腿打断，又一条腿也

打断，不能动了，匪徒们涌上来，子弹打中班长的腰，班长还用两手钩着两颗手榴弹

的弦，对他的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知，班长一条腿打断，又

一条腿也打断，子弹打中班长的腰，但依然对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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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这一细节刻画，塑造了解放军战士英勇坚强，为了民族统一、国家建设不畏

牺牲的形象特点。 

二、古代诗文阅读（36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共 21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 10—14 题。 

材料一： 

昔者，越王勾践问大夫种①曰：“吾欲伐吴，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种对曰：“伐吴

有九术。”王曰：“何谓九术？”对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

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美女，以荧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

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

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传，以取天下不

难，况于吴乎？”越王曰：“善。”于是作为荣楯②，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类龙蛇

而行者。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

左右。赖有天下之力，窃为小殿，有余财，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说。申胥③谏曰：

“不可。王勿受。大王受之，是后必有灾。”吴王不听，遂受之而起姑胥台。三年聚

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

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

留，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喜。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臣闻五色令

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聪。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胥闻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

旦，聚死臣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胥闻越王勾践服诚行仁听谏进贤士是人不死，

必得其名。胥闻越王勾践冬披毛裘，夏披絺绤，是人不死，必为利害。胥闻贤士邦之

宝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

女，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越乃兴师伐吴，大败之于秦余杭山，灭吴，禽夫差，而戮

太宰嚭与其妻子。 

（节选自《越绝书·内经九术》） 

材料二：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节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 

【注】①种：文种，越国著名谋臣。②荣楯：装饰文彩的栏杆。③申胥：伍子胥，名

贠（yún），字子胥，吴国著名谋臣，因封于中，故称申胥。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黑色碳素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的答案

标号上打“√”。（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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