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 2024 届新高考备考模拟考试 

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小题，17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

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

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

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

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

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

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

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姚鼐、吴德旋、祁寯藻、

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

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

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

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

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

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

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

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



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

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

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

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

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

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

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

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

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

“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

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

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

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

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

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

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

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

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也与现代学术研

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

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

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

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

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

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

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

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 “辞章”

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

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

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

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

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

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

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

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

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小题 1】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桐城派既是文学流派，也是文化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时间长，参与人数

多，覆盖领域广。 B. 桐城派成员方苞将经史之学的“义法”引入辞章，倡导为

文既要“言有物”，又要“言有序”。 C. 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强调格律与

神气、德行与辞章、立言与立功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D. 桐城派在乾嘉时期取

得很大成就，姚鼐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其理论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小题 2】 



1.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桐城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长期以来，其传统文化共同体属性并未得到

应有的重视。 B. 材料一大量列举桐城派在多个领域卓有建树的人物，突出了桐

城派人才辈出，成就显著。 C. 姚鼐提出他的为文主张，跟乾嘉时期汉学盛行、

宋明儒学被摈斥的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 D. 两则材料都详细阐述姚鼐“义理、

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的为文理念，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小题 3】 

1. 下列选项，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 姚鼐弟子姚椿曾写过《运米行》和《续运川米议》等文章，提议从四川贩米

解决两江、两湖灾民以及其他民生问题，被林则徐认为是恤民长策。  B. 邓廷桢

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风等桐城派成员人其

幕府，参赞政务，政绩斐然。  C. 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

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D. 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

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一县之中，能涌现如此众多之画家，这在历史

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小题 4】 

1. 材料一认为，桐城派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请结合材料内容谈谈你

的认识。 

【小题 5】 

1. 曾国藩对姚鼐的思想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请结合两则材料简要分析。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C 

【小题 2】 D 

【小题 3】 C 

【小题 4】 ①桐城派三百年来秉持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价

值追求和精神导向。②桐城派成员之间声气相通，后代成员在继承前辈学术成

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本派理论，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小题 5】 ①继承：曾国藩继承了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并以“义

理”为重的为文理念。②发展：姚鼐所重视的“义理”是“孔孟之道”和“程

朱理学”，而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经济之学，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

础。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C.“强调格律与神气、德行与辞章、立言与立功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曲解文

意。根据原文“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

言与立功之统一”可知，“义法”理论强调的是三个统一，分别是格律和神气、

德行与辞章、立言与立功。 

故选 C。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都详细阐述”错误，材料一阐述得相对简略。“但侧重点完全不同”表述

不准确，两则材料都重点论述了“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为文理念的内涵。 



故选 D。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可以支撑材料一桐城派坚持以古文辞章和经世济民为思想基础的观点。 

B、D 两项，可以支撑材料一中桐城派在诸多领域成就斐然的观点。 

C.表现了桐城派散文对后人的影响。材料一没有论述相关问题，故不能支撑材

料一观点。 

故选 C。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根据“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

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

统文化共同体”和“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

与经世济民”可概括出：桐城派三百年来秉持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相结合的思

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导向。 

根据“后来刘大概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

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

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

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曾国藩绍

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晚清民国，严复、林



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

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

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

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可概括出：桐城派成

员之间声气相通，后代成员在继承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本派理论，

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①继承：根据材料三“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

者兼济而不可偏废”“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

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材料二“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

据、辞章之外……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

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可概括出：曾国藩继承了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

合，并以“义理”为重的为文理念。 

②发展：根据材料三“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可概括出：

姚鼐所重视的“义理”是“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而曾国藩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经济之学，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继父 

邵宝健 

不怕你笑话，巷口那个驼背鞋匠是我的继父。他是背上先有座“小山”才不

得已弄了个鞋匠的行当，还是因为长期弓着背补鞋钉掌才弄了个“小山”在背上，



未可知。我只知道，他在两年前和我母亲结婚时，我正对司画女神爱得疯狂，而

驼背继父的出现使我一度对毕加索和变体、怪诞画法着了迷。  

20 岁的男子汉嘛，是很要面子的。继父刚来我家时，我连出门也不好意思。

我没有理由恨母亲。她嫁给那个驼背，完全是为了不务正业的我和尚在初中读书

的小妹。我有了个继父后，画画就有了物质保证。尽管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从来没叫过他一声“爸”。依我看来，他活着就为了三桩事：一是鞋匠的活计；

二是喝酒；三是和我母亲生活。他那难看的酒糟鼻始终绯红，就是因为酒喝得过

多。 

他对我的游手好闲，并不反感；而对我钟情于画画，却有点不以为然。这自

然是因为我的花销要威胁他的酒钱。我还从他的眼神里，感觉到他对我的警告。

他似乎和我母亲谈过：动笔杆子的人，包括握画笔的，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或

者说是靠不住的。 

我自小爱好画画，水彩、油画、中国画，无不涉及。也许是天赋不足，抑或

是未期机遇，学画多年，至今仍一事无成。我的画进不了画展，偶尔投过稿，均

无音信，更不要说能变成小钱。但我不气馁。高考落榜后，我索性关起门来潜心

作画。那些画友，自从知道我有了个驼背继父，似乎也不大愿意和我磋商画技了。

哼！ 

这天，我恐怕是向母亲要的钱多了一点，继父也似乎多喝了点酒。他的话特

多，且含糊不清。经过母亲的翻译，才知道——他说我已是条汉子了，不能老呆

在家里吃闲饭，将来他们两口子总会死的，到时再想到创家立业便来不及了，实

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和他学习补鞋，现在补鞋的赚头也很不错。  

这是什么话！我一气之下，三天不回家。后来还是母亲和小妹把我从我的同

学家找回去。我了解到县城那家裘一品画斋，代人出售画作。我跃跃欲试，手舞

之，足蹈之。 

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我终于完成了一幅油画，题为《傍晚》。长 1.5 米、

高 0.8 米的画面上，是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街，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街上缓行，头部

斜侧，深情回眸，街尽头是如血的夕阳。 



我决定用这画去裘一品画斋碰碰运气。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白须长者细细鉴

定后，问我想定怎么个价。我踟蹰了。我穷的时间太长了，老做寄生虫，脸上无

光啊。我渴望钱。我伸出右手，五个手指撑开：“500 元。”那位长者以为定价

过高了点，用体恤的口吻要我掉价。按照规定，代售的画作无论售出与否，都得

按定价和滞留的天数收取手续费。 

我不想掉价，咽了一口唾液：我不想掉价，咽了一口唾液： 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几天过去了，没有买主。一个月过去了，画面上蒙上些灰尘。  

我终于病了。高烧，昏睡，说胡话。我被送进医院。继父的鞋铺停业了半个

月。他在我的病榻前守护了许多个夜晚。这是事后听母亲说的。我在昏睡中还尽

说些“傍晚——500，500——傍晚”的胡话，谁也不悟其义。 

病愈后，我回家养息。我变得终日无力，不思茶饭，人瘦脸黄，判若两人。 

这天，我接受母亲的劝告，外出散步。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又踱到裘

一品画斋。再也没有勇气进去了。那位白须长者发现了我，走出店堂喊住我。我

的运气像太阳一样升起来了——《傍晚》已在三天前被人买去。我取回巨款，激

动得可以。 

母亲不敢相信，眼眶也湿润了：“原来你的画这么值钱啊。”继父闻悉此事，

特意买了些酒菜，以示祝贺。 

自此，我的身体恢复了元气。我画画的热情高涨，有时通宵达旦地挥笔，家

里人也不作干涉。继父继续拼命地做鞋活，还把鞋铺的门面开大了些。为了省钱，

他自己动手搭了个绿色的玻璃钢雨棚。记得那天，继父特别高兴，哼着小调，把

竹梯靠在墙上。他背了座“小山”往上爬的样子，叫人看了直想发笑。突然，不

知怎么一来，只听见他轻轻地“唔”了一声，人便从竹梯上滑落下来。  

脑溢血。当夜，继父再也说不出话，心脏停止了搏动。他含着笑睡去了，带

走了属于那个已经消逝的岁月里的沉沉的叹息。 

我在整理继父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幅油画藏品——我的杰作《傍晚》！ 



继父亡灵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振兴他遗赠给我的鞋铺。于是，我就做了鞋匠。至

于将来我有没有希望当上画家，那要看我的运气了。

1】 

1. ） 

A. 小说多次写到继父背上的“小山”，凸显其独特的外貌特征，也交代了“我”

不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B. 继父其貌不扬，却有着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脚踏实地，

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又心地善良，宽厚仁爱。  C. 小说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开

头先写“我”对继父的排斥，与下文“我”继承继父的鞋铺形成强烈反差。 D. 小

说的语言诙谐幽默，如对继父背上的“小山”和绯红的酒糟鼻的描写，激发了读

者的阅读兴趣。 

【小题 2】 

1. 关于文中“我”携画作去裘一品画斋的部分，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由于“我”不了解现在的油画行情，所以当画斋让“我”给画作定价时，“我

踟蹰了”。 B. 画斋的老者鉴定画作后，让“我”降低定价，可能是因为他担心

定价太高了不好卖。 C. “我”坚持不掉价，表明“我”对自己花了七天七夜创

作的这幅油画非常有信心。 D. “我”携画作去画斋的情节为下文继父买走“我”

的画作鼓励“我”画画埋下伏笔。 

【小题 3】 

1. 小说的标题是“继父”，可文中却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我”，其用意何在？

请结合小说作简要分析。 

【小题 4】 

1. 这篇小说的结尾很有特色，请简要分析。 

[答案] 



1】 D 

【小题 2】 B 

【小题 3】 

动的描写，表现“我”起初对继父的不好印象和厌恶排斥行为，反衬继父对我

的关心和慈爱；②“我”的懵懂无知、不务正业，与继父的肩负责任、脚踏实

地品质形成对比，凸显了继父形象；③小说通过结尾的“我”的顿悟，表现了

继父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之大，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小题 4】 ①小说的结尾写继父脑溢血死亡，“我”在整理遭物时发现竟然是

继父买了“我”的油画，而“我”最终做了鞋匠。这样的结尾既出人意料，又

在情理之中，给读着造成“吃惊”的艺术效果，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②小

说的结尾，“我”改变了对继父的看法，懂得了自己应肩负的责任和应脚踏实

地的生活的道理，深化了小说的主题。③小说以“至于将来我有没有希望当上

画家，那要看我的运气了”一句收束全文，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分析错误，“小山”和酒糟鼻的描写，是“我”对

继父外貌的讥讽，小说整体的语言风格是质朴自然，口语化，谈不上诙谐幽默。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A.“由于‘我’不了解现在的油画行情”说法错误，是因为“我”没有卖出过

画作，又很渴望钱，所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定价。 



“我”是去碰运气的，可见“我”对自己的画作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D.“‘我’携画作去画斋的情节为下文继父买走‘我’的画作鼓励‘我’画画

埋下伏笔”说法错误，该情节不属于伏笔，属于铺垫。 

故选 B。 

3】 

本题考查学生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能力。 

小说的标题是“继父”，可文中却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我”，作者的用意是

通过“我”来表现“继父”的形象。 

首先，小说的开头，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写“我”对继父的印象和感受，如“他

是背上先有座‘小山’才不得已弄了个鞋匠的行当，还是因为长期弓着背补鞋

钉掌才弄了个‘小山’在背上，未可知。我只知道，他在两年前和我母亲结婚

时，我正对司画女神爱得疯狂，而驼背继父的出现使我一度对毕加索和变体、

怪诞画法着了迷”中，“我”对继父的印象不佳，在描写继父的驼背时，称之

为“小山”，而且说“驼背继父的出现使我一度对毕加索和变体、怪诞画法着

了迷”，语含讽刺，表现“我”起初对继父的不好印象和厌恶排斥行为，而随

着故事的发展，继父对“我”充满慈爱，所以，对我的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是

为反衬继父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其次，从“我”痴迷画画而不管家庭的生活、对家庭不负责任等行为可以看出，

“我”的懵懂无知、不务正业。与“我”的表现正好相反，继父踏实工作，通

过做鞋匠支撑着一个家庭，这种脚踏实地品质与“我”的不务正业形成鲜明对

比，从而突出了继父的形象。 

最后，小说在结尾写到“于是，我就做了鞋匠。至于将来我有没有希望当上画

家，那要看我的运气了”，“我”在整理继父的遗物后发现了是继父买走了自



从而顿悟继父对自己的爱，也理解了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所以“我”

做了鞋匠，小说中“我”的这种转变，表现了继父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之大，

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语段的作用的能力。  

小说的结尾处写到，在继父死后，“我在整理继父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

幅油画藏品——我的杰作《傍晚》”，是继父买走了“我”的画作，这一情节

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到此方明白“我”的画作原来是被继父买走，

这样的结尾给读者造成“吃惊”的艺术效果，联系继父的种种行为，这种结果

也符合小说的发展，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小说结尾写到“我捧着画，哀伤和苍凉的情绪急骤地袭来。我号啕大哭。我觉

得能够告慰于继父亡灵的事只有一件，就是振兴他遗赠给我的鞋铺。于是，我

就做了鞋匠”，从中可以看出，“我”改变了对继父的看法，理解了继父，明

白继父的良苦用心以及他对“我”的爱，懂得了自己应肩负的责任和应脚踏实

地的生活的道理，这样就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最后，小说的最后写到“至于将来我有没有希望当上画家，那要看我的运气了”，

以此收束全文，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作者在读完小说后对“我”是否成

为画家仍充满猜测与期待，增加了小说的余韵，收到了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

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节选自《论语·颜渊》） 

材料二：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

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

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宣王曰：“善！”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

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

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

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

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

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

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

唐叔虞于晋。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

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

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

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

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节选自《说苑·君道》） 

1】 



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此诚 A天子也 B何 C居之深 D远 E而见 F 我之明也 G岂可 H欺哉

【小题 2】 

1.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樊迟，字子迟，他与后文“子夏”都是孔子的弟子，二人同列“七十二贤”

之位。 B. “易因”指容易沿袭，“因”与《鸿门宴》“因击沛公于坐”的“因”

字含义不同。 C. “失职”指失去常业，“失”与《齐桓晋文之事》“无失其时”

的“失”字含义相同。  D. “称”意思是颂扬、称赞，与《出师表》“先帝称之

曰能”的“称”字含义相同。 

【小题 3】 

1.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尹文认为齐宣王应该采用无为且能够宽容臣民的理念治国，他还引用《尚书》

中的语句加以佐证，齐宣王认可尹文的想法。  B. 周公旦登上天子之位，任命十

二州牧，每方派三人，外出考察远方的百姓，这样做能够使邻近的百姓亲附，边

远的百姓安乐。 C. 成王把梧桐叶剪成玉珪的形状，开玩笑说要用它分封唐叔虞，

唐叔虞怕他反悔，就请求周公旦帮忙，最终得到了封地晋国。 D. 即使是尧那样

的明君，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来传布恩德、施行教化，更遑论使天下奸邪尽除，

百官能理事，臣下乐于职守。 

【小题 4】 

1.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 

（2）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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