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上学期高一语文期末模拟训练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

___________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②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

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

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

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的。

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③《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武）李（陵）诗，无

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

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

最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④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

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

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

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

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⑤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

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

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

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

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

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

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

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

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

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

重自己珍重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

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

生活的极力追求。 

⑥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

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荣华富贵，顷刻丧

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传统、

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

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

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

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

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

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



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

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

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

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

学术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

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

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⑦如前所说，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

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从哲学到文艺，

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

本正经而更加虚伪的旧事物。才性胜过节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

越汉儒，“竹林七贤”成了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

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

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

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

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

胜利表现。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①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一直认为，中国近现代到今天许多高喊

个人主义的人，并不了解什么是个人主义，大多数只是某种反传统反

权威反既定秩序的情绪宣泄。这种宣泄在当时有它的某种积极意义，



但今天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便太可悲了。 

②刘再复（以下简称刘）：健康的个人主义除了意识到个人独立人格

的重要，还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相关的，绝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意

识到这种相关性，就是不仅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也会意识到个人的责

任，于是，在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自我抑制、自我反

省的力量。五四时期的文化改革者也认识到这一点，胡适说自我也要

“担干系”的意思也就是责任的意思，他在《不朽》一文中就说，“我

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

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

任。”但是，很不幸，“五四”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当代的中国，经

常泛滥的是只要权利、不要责任的破坏性个人主义。 

③李：现在比较盛行的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掌握真理，以为个

人主义就是反社会、反理性、反现存的一切，把个人主义等同于毫无

责任感的反社会的破坏性人格。市场经济发展之后，个人欲望还会继

续膨胀，有个人欲望不是不好，但个人的欲望要尊重他人的欲望，健

全的个人主义还应当包括自我抑制的一面。 

④刘：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一方面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尽可能

让个人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公共权威和公共

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就是对公共权威的尊重，即对法律和各种规则的

尊重。 

（摘编自刘再复、李泽厚《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委婉表达了

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之情，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B．魏晋时“人的觉醒”的核心是怀疑一切、重视死亡、感慨人生，

这种悲观的思潮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影响非常大。 

C．魏晋时“人的觉醒”有破有立，既有对以往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

宿命论的怀疑和否定，又有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和追求。 

D．李泽厚、刘再复二人认为，那种既发展自我又实现自我的个人主

义就是健康的个人主义。 

2．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第三段采用了举例论证的方式，指出《古诗十九首》和苏

李诗都喜欢抒发生命短暂、人世无常的感伤，这种感叹并不能体现“人

的觉醒”。 

B．材料二第二段中刘再复论述“个人主义”，辩证看待权利与责任、

小我与大我等关系，思维严密，逻辑清晰。 

C．材料二以对话的方式深入探讨“个人主义”这个话题，两位思想

家的观点互为支撑，其目的是引起当代人的重视。 

D．材料一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魏晋“人的觉醒”持认同态度，材料

二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对“个人主义”持思辨态度。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陶潜 

B．“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 

C．“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 



D．“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 

4．材料一第六段是从哪几个方面对“人的觉醒”展开论述的？请简

要分析。 

5．材料一中的“人的觉醒”和材料二中“健康的个人主义”的内涵

有何异同？请简要概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哨探兵 

李健吾 

村外大道旁，石砌的斜坡上，有一个小茶馆。一天下午，两位服装不

同、似乎非一样职业的人，在那里喝茶。①谁也不理谁，谁都不讲话。

他们全疑心生暗鬼，以为谁都清楚谁的底细。其实，他们并不相识，

谁也是谁的生客。屋子里很静寂，只有啜吸浓茶的微响。 

主人倚在门旁，眼睛向外直直地望着，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主顾，好

像在吃力地思索。 

一位客人咳嗽几声，斜瞥桌旁那位一眼，耸了耸肩，好像自语似的嗫

嚅着：“唉，明天，明天还不知怎样呢。” 

“是啊，我们并不是神仙。”那位搁下茶碗，不在意地答着。于是自

语的客人好像不放过这个开始似的，向前移近些，不露声色地问：“先

生，你何处公干？” 

那位并不以为唐突，端起茶碗，暗暗地从头到脚将邻客打量了一下，

用诚实不欺而带忧愁的口气缓缓道：“不要见笑，我生来就没有正经

本事，开一间小铺子，做点小本经营，姓郑。不敢问，你高就什么呀？” 



他立即向郑商弯了弯腰，面上透出可爱的笑容，迅忙答道：“我是外

省人，姓赵，来投奔乡亲，不过那位亲戚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你没

有在军队当过差吗？” 

这句话吓了姓郑的一跳，心里突突不已。但是他仍旧很镇静地摇了摇

头。他一面照常喝茶，一面细察赵某的姿态。他站起来，坦然向邻客

斟了碗茶，微表敬意，然后低声道： 

“不，我从来没有干过军营的差使。不是吗？打仗是很怕人的。” 

赵某叹了口气：“天下事就数这残忍了。我是一个胆小鬼，就连枪声

——” 

屋外吹起一阵和煦的微风。从斜坡四望，似乎万物宁静，生气勃勃，

做着和平的梦。主人无精打采，头俯垂胸前，他几乎忘记了还有主顾

在屋里喝茶。 

这时屋里茶客全不说话了，在默然饮茶中间，都感到情绪的起落。他

们以为这是一个意外的甜蜜相逢，从未有过的友谊和同情。②他真是

个老实人，郑某这样想着。同时，赵某也想，他实在比谁都有趣。 

“掌柜，再泡壶茶来！” 

主人被叫声唤醒，四面张望，以为听错了。他应了一声，挨到茶桌前，

慢慢地换了壶茶，那苍白的稀发如蓬草一样。 

“真要开仗了吗？”主人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冲口问两位茶客。 

那两位茶客一齐折转身，诧异地望着主人，显然这个触动了他们的隐

怀。 

“是，快开战了。”赵某回道。 



主人摇了摇头，只低低的、颤索的长叹一声。 

这立刻引起茶客们的好奇心来，不觉全注意于这奇怪而有胆力的老人。

高岗以外，无论村镇，无论贫富，好像全在狮爪下嘶咽，慌慌忙忙地

躲避恶运，惟独他，还开着茶馆，多么不可思议！客人重新向屋子各

处观察着，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很静寂。 

“你为什么不远避？有什么丢不开吗？” 

老人似乎很难受，闭住下陷的眼睛，点了点头。他右手指着窗外，从

苍白的嘴唇发出悲咽的细声：“我舍不下这些地方。” 

窗外金波似的麦穗，一望无涯。靠近麦田有棵娇小的松树，松影处是

一座新坟。 

“那是我儿子的新坟，啊，前天我亲自埋的。他是让恶棍打死的，没

有向我说半句离别的话。为什么我要逃走呢？我舍不下麦子，舍不下

孩子。” 

两位茶客坐不住了，眼光闪闪，强自忍住火爆的性情，看着那可怜的

老人。 

“看，那恶棍来啦！”主人忽然哆嗦起来，喘吁不已。 

窗外跃入一个人来，骄戾地直挺挺地立在屋子的中心，似乎谁也没有

看进眼中。他挤了挤眼，摇摆到茶客中间，故意失足踩在他们的脚上，

摆出一副得意的模样，端茶就喝，尽性哈哈大笑。③两位茶客不言语，

彼此会意地望了望。他们几乎同时解松了衣扣。 

老人蜷在墙角，好像失去知觉的样子。这种待救的衰弱的呼吸，似乎

有力地挑动着茶客的沸血。他们静静的，等待着动手的机会。 



恶棍刚转向老人，突然茶客们扔掉外褂，像飞鸟似的，直扑过去。但

是恶棍毫不容让他们，两臂平平将他们推开，预备伸拳还敬。赵某往

后一闪，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了恶棍的咽喉。此时郑某的手枪也飞

擎到手中。 

恶棍大惊，半步不敢前行。忽然，他灵机一动，微微惊讶地呼道： 

“哈，你们不是仇敌吗？” 

两位义愤的兄弟愣住了，彼此警醒地凝视起来。就在这时，恶棍纵步

跳出，飞奔而逃，隐隐还可听见他得意的笑声。 

阳光从窗户射进，映照得两位茶客军服的铜扣、肩章都闪闪发光。 

两人各自将手枪装插原处。回到桌前，你望一望我，我望一望你，默

默无语。他们不同式不同色的军服很刺目，原来一个是这边的哨探兵，

一个是那边的哨探兵。 

主人慌忙从暗陬爬起，拣起外褂，拍去灰尘，送到桌前。④他们各自

穿起掩饰军服的外褂，脸色通红，谁也不好意思抬头看谁一眼，茶桌

中间仿佛有条十分显明的界线。这无形的界线是什么？谁也说不明白，

可是中间的确有些东西隔阂着。 

屋外的风加大起来，好像吹醒了两个茶客。他们几乎同时站起来，付

清了茶钱。 

他们仍旧不相识的模样，不前不后地走出茶馆。老人送出馆门，高声

祝道：“愿你们打胜仗，打胜仗。” 

两位哨探兵走下土坡。不久，一个转身向东，一个径往西去。 

一九二四年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战乱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变得很难得。这两个哨探兵为了任务而

来到茶馆，两人都显示出了很机警而且很善于伪装的一面。 

B．茶馆主人不顾战火燎原之势，忍受恶棍的剥削，固守在茶馆不愿

搬离，原因之一是他的儿子被恶棍打死后埋在了他的麦田里。 

C．随着恶棍揭开真相，两位士兵看似亲近的关系也随之突变为敌对

关系，两人一时被投入尴尬、无奈而又痛苦的境地。 

D．小说两次写屋子里“很静寂”，既是客观的环境描写，也是哨探

兵的主观感受，表现出他们慌张、警惕。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一线一事，情节单纯，场景固定。故事全程发生于村里一个

陈旧的茶馆，以茶馆主人的所见所闻串起发生在两位哨探兵身上的情

节，使作品更具真实感。 

B．小说中哨探兵两人互相试探的过程引人入胜，动作神态都惟妙惟

肖。“斜瞥”“不在意的答着”“毫不露声色的”“暗暗里打量”等

词语使伪装成商人和投奔乡亲未果的外省人的两位哨探兵形象跃然

纸上。 

C．小说中作者通过设置舞台化的“茶馆”空间，以精炼的人物互动

和事件发展，集中展示了不同小人物在战争之下的悲惨遭际和幽微的

精神世界。 

D．小说在结局发展上运用了悬念手法。同样是行走，看似是走向各



整体的叙事效果，丰富了文本发展的多重可能。 

8．文中四处画线的句子运用细节描写表现出两位哨探兵在不同场景

下的不同心理活动，请结合相关内容简要分析。 

9．有评论家评论，《哨探兵》这篇小说是“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

富有‘戏剧味儿’的有思想价值的作品”，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评论

家的这句评论的理解。 

二、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

君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

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

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

曰：“无忌谨受救。”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缩高，其子为管守。信陵君使人谓安陵君曰：

“君其遣缩高，吾将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安陵君曰：“安

陵，小国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缩高之所复信陵

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见臣

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辞。” 

使者以报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犹

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愿君之生束缩高

而致之。若君弗致也，无忌将发十万之师，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



“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

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

今缩高谨解大位，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负襄

王诏而废大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 

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而自用也。此辞反，必为国祸。吾已

全己，无为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

颈而死。 

信陵君闻缩高死，素服缟素辟舍，使使者谢安陵君曰：“无忌，小人

也，困于思虑，失言于君，敢再拜释罪。” 

（节选自《战国策·魏策四》）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缩高之所/复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

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B．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缩高之所/复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

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C．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缩高之所/复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高

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D．使者自往请/使道使者至缩高之所/复信陵君之命/缩高曰/君之幸

高也/将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五大夫”指爵位，是大夫中最高的爵位。战国时楚魏始设，为

二十等爵的第九级。 



．“倍主”即背叛君主，“倍”通“背”，与《鸿门宴》中“倍德”

的“倍”含义相同。 

C．“造安陵”中“造”指“到（或往）某地去”。文中是信陵君要

对安陵用兵的委婉说法。 

D．“辟舍”即避开正房寝于他处，以示不敢宁居。“舍”与“退避

三舍”的“舍”含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信陵君杀晋鄙救赵国于危难之际，受到赵国高规格的礼遇。唐雎

以“别人对我有恩不能忘记，对人有恩不能记挂在心”规劝信陵君要

戒除骄傲。 

B．魏国久攻管而不下，而守管的人就是安陵人缩高的儿子，信陵君

许以高官厚禄，想通过缩高的关系，让他的儿子举城投降，遭到缩高

拒绝。 

C．安陵虽然为魏国的附属国，但是在魏秦争管之战上，安陵君倾向

秦国，故而偏袒缩高不赴信陵君之命，以种种托词为由拒绝执行信陵

君的指令。 

D．安陵君拒绝执行信陵君押缩高到魏的指令后，缩高担心信陵君刚

愎自用，对安陵动用武力，就自刎于使馆，而信陵君也后悔自己思虑

不周。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2）是使我负襄王诏而废大府之宪也，虽死，终不敢行。 



．《唐雎不辱使命》中“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

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读完本文，你认为“安陵以五十里之

地存者”是什么原因？请简要概括。 

三、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南歌子 

苏轼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化世①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

涯。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聱牙②。好伴骑鲸公子③、赋

雄夸。 

【注】①化世：治世，政治清明而有德化的时代。②聱牙：乖忤违背。

③骑鲸公子：指李白，俗传李白醉骑鲸鱼，水中捉月。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词开篇妙用叠词“苒苒”“萧萧”，音韵和谐优美，表现出时

令变化和两鬓状态。 

B．“寓身”句中词人以“尘沙”自喻，表明自己是清明时代中的一

粒沙尘，感叹个人的渺小。 

C．词人认为方士求仙、渔人泛舟虽清静恬淡，却不及追随李白写下

雄奇诗文有滋味。 

D．本词属于小令，语言晓畅，虽有用典，但并不艰涩，且用韵工巧，

使全词格律整齐。 



．本词与《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的情感有哪些相似之处？请结

合全词简要分析。 

四、名句名篇默写 

17．按要求填空。 

（1） ，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短歌行》） 

（2）在《劝学》中，与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意思相近的句子是： ， 。 

（3）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表现仙人们衣冠华丽，行为飘逸潇

洒，降临人间的句子是 ， 。 

（4）《师说》一文不仅有严密的论证思路，而且有简洁生动的语言

表达，文中“ ， ”，就凝练地概括了“士大夫之族”不愿从师的荒

谬心态。 

五、语言文字运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数字化文化产品涌现，文化空间的内涵不断丰富、

边界不断拓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文化产业数字化成为

_____①_____。过去人们很难想象足不出户如何畅游各大展馆、遍览

古迹文物。如今，依托数字网络和融媒体技术，“网”聚书香、“云”

游四方成为现实。云端看展览、指尖点文献，打破了人们享受文化生

活的形式限制。过去的单向传播格局也被打破，组织者和参与者进入

双向互动时代。文化空间的场域大大拓宽，文化内容的可及性更高，

获取文化内容的效率和体验也得以提升。 



以社会效益为导向，拥抱新技术新业态，盘活公共文化空间，既能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也能充分释放文化资源使用放率，扩大优质内容供

给，提高社会效益。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随着新基建加速布局、智

能技术不断发挥，使文化产业数字化大有可为。这也对文化产业数字

化发展提出要求：数字化并非简单地给馆藏品拍照、录像，把线下内

容机械“搬运”到线上，而是要进行适应化改造，根据不同的目的进

行_____②_____的开发。灵活运用 VR、5G、全息投影等丰富多样的

技术，大胆创新音乐、游戏、文创产品等层出不穷的形式，才能不断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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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走一趟大西北，就像走在一块失去平衡的地块上。这是一个怎样倾斜

了的世界啊！夕阳里的左公柳默默地伫立着。大漠的风沙在它们身上

刻下了斑斑驳驳的伤痕。我曾见过一幕震慑人心的景象。那是一株在

狂虐风暴中被击倒的左公柳。这老柳并没有就此而死亡。在它倒伏的

身躯下，庞杂的根系一半裸露在地上，一半残留在地下。于是，残留

在地下的根系顽强地负起了生命的全部使命。茂密的枝叶在倒下的躯

体上依然生长得非常美丽，每一片叶子在阳光映照下好像一串串晶莹

发光的绿宝石。 

去民勤县拜苏武山，公路有一半被流沙所拥没。民勤被喻为沙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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