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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考试顺利★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并将准

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

涂黑。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黑色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卷、

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4．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953 年，新中国年轻的桥梁设计师、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之一唐寰澄在《清明上

河图》里发现了汴河上结构特殊的木拱桥，正应《东京梦华录》所载“虹桥”之称。这

一发现曾轰动一时，引发了世界桥梁史学界对木拱桥的研究兴趣。 



唐寰澄和当时的很多技术史学者都曾经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木构拱桥在历史上

早已被更为坚固耐用的石拱桥取代，在世界各地都绝迹了。但之后在闽浙等省的深山

地区相继发现了各种形式的木结构桥梁，不但有古代建造的木拱桥在持续使用，还有

世代相传的工匠在继续建造这种桥梁。唐寰澄根据其构造原理，名之曰“编木拱”桥。

2009 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021 年，新一代建筑史学者刘妍的《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一书出版。他没有

像常规的技术史写作那样，直接从传世文物和图像资料出发进行类型学分析，而是通

过复原古罗马现实场景下的实际需求和技术条件，对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文字形

式记载的菜茵桥进行推测和复原，指出恺撒的菜茵桥正是一种编木拱桥。更进一步，

刘妍回到中国的闽浙山区，考察在真正的生产生活中持续使用至今的中国木拱桥。除

了完成对大量文字和图像资料的爬梳工作，他还在山涧之间、急流之上，实地测绘了

一座又一座古代和现代用相同技术建造的编木拱桥；在工作室内完成了模型制作；更

带着人类学者的眼界和历史学者的深思，深入当地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不止一次

地全程参与造桥匠人的实际营造工作。他得以完成这样一部从外部和内部，从历史和

当下的各个立足点出发，深入探究“编木拱桥这个不断闪现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间、

不同角落的奇特、罕见现象”的“特殊的技术史与社会史”如此高超、有效的技艺何以罕

见？刘妍通过对比东西方木作传统在应对跨度问题时所使用的“编木拱”和“桁架”这两

种选择之间的差异，回答了这个问题：“桁架与编木拱，均是将较短的杆件组合起来

以形成较大跨度”；“针对桁架结构力学特征的科学研究，是现代结构科学的基础，理

想＇桁架拉、压分明的受力特征，可以方便地简化为抽象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因此桁

架理论是结构科学的理论基石之一”；与之相对，“编木拱虽然为拱形结构，却兼具拱



与梁的结构特征，并会随边界条件的变化而在两者之间转化”，其“力学特征复杂而不

明朗”。 

刘妍多次深度参与到桥匠家族的建造工作，从备料开始，全程观察、记录，学习工匠

们不画图纸，不算公式，在造桥过程中现量现做，甚至现下料的“手手相传”的隐秘知

识，试图以结构科学读解工匠的语言和操作，揭开这种“暧昧不明”的力的秘密。他发

现，编木拱桥的“梁木正是通过编织关系相互别压、制约，每一根“编织”姿态的纵向梁

木都是受弯构件①。结构的内力以弯矩的形式分担在编木拱的各个构件成员上”；并

认识到，“这些产生于施工过程、不断变化的内力，是采用现代结构理论对木拱桥进

行结构计算与分析的难点。准确的计算需要建立在对结构现状的细致考察与密切监测

上”。简而言之，有一点可以明确：编木拱构造的受力方式与木质纤维依靠其天然的

柔韧性所发挥出的力学性能密不可分，这是一种只有木头才能编织出的结构。反之，

桁架结构中的木杆仅仅是一个几何结构中的部件，替换成其他材料，依然有效。 

人类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承，似乎遵循着与物种演化相同的规律。正如达尔文所说：“生

存下来的物种可能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对变化反应最快的。”同样，

技术和知识得以保存并流传演化，也不在于其精妙和高超，而是取决于其普遍的实用

性，可操作、可传授的程度，以及可与其他技术知识相配合的灵活度。现代科学正是

以传统的经验技术知识为基础，通过简化参数、归纳定律、建立模型，从而减少其传

授的难度，增加其适用的灵活度，得以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那么在这“物竞人择，适

者流传”的知识演化进程中，西方木作传统中这种可抽象表述、可替换刚性材质的桁

架结构，成为工业革命时代以降，以钢铁为主体的建造结构的直系祖先；而编木拱这

种紧紧依附于木材自身柔韧特性的“暧昧不明”的力，竞争不过桁架结构那种简洁明了



的力，未能进入技术演化的主流，只能作为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特化的演变结果，

似乎也是个必然结果。 

（摘编自王艺《柔韧的智慧》） 

【注】①受弯构件：土木工程专业术语。 

1．下列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木拱桥极其少见，其存在常常被质疑，直到唐寰澄发现《清明上河图》里结构特殊

的木拱桥与《东京梦华录》所载“虹桥”相符，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 

B.刘妍不仅涉猎多语种文献古籍，还入深山，踏访遗存现场，测绘了一座又一座编木

拱桥，让这罕见而非凡的桥梁建筑从历史中浮现出来。 

C.编木拱桥紧紧依附于木材自身柔韧特性的“复杂而不明朗”的力的秘密，使得这一构

造技艺奇特而又罕见。 

D.以达尔文主义的生物演化规律来看，编木拱桥被更精妙、高超且可替换刚性材质的

桁架结构超越，退出技术演化的主流，似乎也是个必然结果。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是一部展现出现在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

编木拱桥的“特殊的技术史与社会史”的建筑史学著作。 



B.刘妍通过复原古罗马现实场景下的实际需求和技术条件，借助恺撒在《高卢战记》

中的文字记载，指出恺撒的莱茵桥正是一座来源于我国闽浙地区的编木拱桥。 

C.编木拱桥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但现今只有在中国，尤其是闽

浙山区，得以保存并传承至今。 

D.西方木作传统中的桁架结构，因其具有可抽象表述、可替换性等特点成为工业革命

时代以降，以钢铁为主体的建造结构的直系祖先。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表现编木拱的““吸昧不明＇的力”的一项是（3 分） 

A.编木拱将较短的杆件组合起来以形成较大跨度，兼具拱与梁的结构特征，并会随边

界条件的变化而在两者之间转化，力学特征复杂而不明朗。 

B.工匠们不画图纸，不算公式，在造桥过程中现量现做，甚至现下料的“手手相传”的

隐秘知识，很难以结构科学去读解。 

C.编木拱构造的每一根“编织”姿态的纵向梁木结构的内力以弯矩的形式分担在编木

拱的各个构件成员上，难以采用现代结构理论对木拱桥进行结构计算与分析。 

D.编木拱构造的受力方式与木质纤维天然的柔韧性所发挥出的力学性能密不可分，难

以对结构现状细致考察与密切监测。 

4．“编木拱”和“桁架”有什么不同，请根据文本内容概括？（4 分） 



5．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木牛流马运输军粮”有所记载，请结合文本内容

分析木牛流马消失的原因，并结合刘妍的研究过程给相关专家提出使木牛流马重现的

建议。（6 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绝墨 

谈歌 

民国三年冬月，保定下了第一场大雪。“飞云酒楼”老板侯洪志让伙计去请城内几位丹

青高手，来酒楼品酒论画。 

十几个丹青高手先后踏雪赶来，众人就在楼上饮酒论画。洪志乘兴涂抹出几枝梅花，

众人齐声喝彩。洪志得意，唱了一段二黄原板，高亢响亮。一曲唱罢，楼下有人喝彩。

洪志探头一看，是个黄脸汉子，就请他上楼叙话。 

黄脸汉子朝洪志一拱手：“老板果然好唱家，可否乘兴再唱一曲？”洪志笑道：“侯某今

日就为客官助兴。”就又唱了一段西皮。黄脸汉子击掌赞叹，走到来案前，捉起笔，饱

蘸了墨，就在纸上涂抹了一张画。洪志和众人不觉屏住了气，就见汉子笔墨雄浑，气

势磅礴，一幅“高山流水图”跃然纸上。汉子掷笔拱手：“侯老板，今日就以此画相赠吧。”

洪志苦笑道：“侯某做了多年井蛙。今日得遇大手笔，方知天外有天。明日，我就关闭

酒楼，专意丹青。” 



第二天，“飞云洒楼”果然改了字号，挂出“洪志画坊”牌匾。洪志从此终日躲在楼内作

画，如此过了两年，“洪志画坊”在保定画坛声名大噪。 

那天，洪志正在作画，忽听有人哈哈大笑：“侯老板果然长进。”正是当年那个黄脸汉

子。洪志起身拱手：“请多指教。”汉子四壁看看，失笑道：“侯老板采然生意人。”洪

志一怔：“此话怎讲？” 

汉子哈哈笑道：“我看到四壁皆是浓浓的商贾气。”洪志就白了脸，木在了那里。汉子

笑道：“不日我也开一画坊，还请侯老板多多照应。”说罢，唱一个喏，转身走了。过

了几天，洪志画坊对面，采然开了一座画坊，字号“山月画店”。门前一副对联：笔贵

丹心一寸，墨崇碧血千秋。 

起初两店不分高下。后来，洪志的生意就淡下来，眼睁睁看着汉子那边的生意火爆起

来。那汉子似乎成心与洪志作梗。洪志画梅，他便也画梅。洪志画花鸟，他便也画花

鸟······洪志开始还忍让，到后来就找到那汉子店中。 

洪志恶笑道：“你逼得我无路可走，就不怕我杀了你？”汉子笑道：“自古作丹青者，都

是斯文中人，侯老板怎会用屠夫手段？侯老板心灵聪慧，一味争强斗狠，笔下自然呆

滞，难脱俗气。”侯洪志一愣，脸就红了。 

汉子道：“善画者，以山为居，以云为所，仗笔走天涯。积一世心血，积劳，积思，积

墨，积石成山，积情为画。意到物我两忘，忘喜忘忧忘梦忘醒，忘乎忘耶，不忘犹忘。”

洪志朗声而笑，拱手道：“多谢指教。” 



那一日，来了一客商，自言河南画贩，姓李。张口要买洪志“梅花图”，讲好要十种梅

花姿态。并说只要画得好，每张按一百大洋收购。当场放下五百定金，洪志点头应下，

写了收据。洪志至此闭门谢客，画了两个月。姓李的客商前来取画，细细看过，微微

铍眉道：“恕我直言，侯老板是认真用了心力，只是仍旧呆滞了些，少了灵气。” 

洪志冷笑一声：“但请指教。”李客商从怀中取出一张画来，竟是一张红梅图。画中大

雪纷飞，梅花争奇斗妍，一朵朵迎风欲动。两下比较，洪志那些梅花确有些呆傻了。

洪志脸涨红了，朝客商拱手道：“此画让我大开眼界，若兄台再宽限两月，十张画我可

重新画过。” 

李客商道：“只要画得精湛，再等两月，并无妨碍。” 

转眼两月过去，十张梅花图画毕，却不见李客商来取货。这一天，洪志听到有人叩门，

竟是那个黄脸汉子：“听说侯老板近来笔下功夫精进，也让我一开眼界。” 

汉子四壁观看，笑道：“今日与侯老板切磋画艺，该弄些酒菜才对。”洪志怔了怔，便

到楼上搬下洒菜。汉子坐下独饮。洪志笑道：“你不怕侯某酒中下毒？”汉子笑道：“你

四壁画中已然全无杀气，莫再饶舌，一同坐下饮上几杯。”二人就埋头吃酒。汉子自斟

自饮，渐渐面色潮红，饮尽最后一杯，一张口，一口血喷出来。洪志惊了脸：“先生怎

么了？” 

汉子惨笑：“我将不久人世，日后不会再逼你了。今日来是要看看你那十张梅花图画

得怎样了？”洪志一时呆住。汉子掏出一张纸来，洪志定晴看去，正是给李客商的收

据。洪志顿悟，泪如泉涌：“洪志浅薄愚昧，误解了先生一番苦心。”汉子笑道：“侯老

板莫做女儿态，请拿纸笔来。” 



洪志忙送上笔墨，将宣纸铺上桌案，一旁垂手侍立。汉子起身站定，拈过笔来，就在

砚中饱蘸了，却不落笔。目光迷离，悲喜全无。侯洪志刚要说什么，汉子一张口，一

口血就喷在了那洁白的宣纸上，只见红红的暴浸开来。汉子大笑一声，伏身在案，笔

走龙蛇。就着那血，勾出一幅梅花斗寒图。洪志看得眼呆，失声叫一句：“先生就是·····.”

汉子似用尽了全身的气力，软软坐下，脸似纸白。 

洪志猛地跪例：“请收洪志为徒。”汉子笑笑：“你我早已师徒一场，你画梅花，便要化

为梅花。所谓出神入化，才可纵横无忌。”洪志怔怔的，听得如痴如梦。汉子仰天笑

道：“幸甚至哉！惟笔在握，守拙不移，痴心不易，梅花香自苦寒来！”笑罢，起身，

出门。 

第二天，“山月画店”就关了张，汉子不知去向。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写侯洪志“唱了一段二黄原板”，丰富了人物的文人特性，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

展。 

B.小说写黄脸汉子听完西皮后，挥笔赠上一幅高山流水图，暗含对侯洪志的欣赏，认

为他是个可塑之才。 



C.画线处的神态描写主要刻画了侯洪志因争强好胜的心思被黄脸汉子一语言中而变

了脸色、一时发愣的情形。 

D.小说以画梅花为主线，叙写了黄脸汉子和侯洪志之间的传奇故事，突出了在技艺精

进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守拙不移、痴心不改。 

7．对文中“梅花斗寒图”这一段的场面描写的鉴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送”“铺”“垂”“侍”等词语，体现了侯洪志内心对黄脸汉子的恭敬之情。 

B.“目光迷离，悲喜全无”传神地写出黄脸汉子弥留之际为了这一绝笔之作心力交瘁。 

C.作者善于调动色彩，“洁白”“红红”“纸白”，对比鲜明，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D.“先生就是·····”，作者运用留白手法，在戛然而止中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含蓄蕴藉。 

8．小说结尾黄脸汉子说“你我早已师徒一场”，联系小说题目“绝墨”，说说黄脸汉子为

师之道“绝”在哪里。（4 分） 

9．学校读书小组要召开读书分享会，请向没有读过本文的同学进行推荐，从自己体

会最深的三个方面写出推荐要点。（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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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

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

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馀力于心，莫负兼官之

责于君。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

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角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节选自《韩非子·用人》） 

材料二：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

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

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臣光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

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

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

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

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

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抉才以为恶者，

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

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



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

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悲哉！ 

（节选自《资治通鉴》） 

10．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

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闻古之善用人者 A 必循天顺人 B 而明赏罚 C 循天则用力赛 D 而功立 E 顺人 F 则刑罚

省而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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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亡，文中通“无”，与《兼爱》“故不孝不慈亡”中的“亡”意思相同， 

B.遂，文中指成就或顺利达到某个状态，与成语“功遂身退”中“遂”的意思相同。 

C.是，文中是代词“此”的意思，与《答司马谏议书》中“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的“是”的意

思相同。 

D.“故为国为家者”，“国”指诸侯拥有的封地，“家”指大夫拥有的封地。 

12．下列对原文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韩非子认为太平国家的臣子，需要做的是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胜任官职，轻松完

成任务，而不需要把余力保存在心里，不需要对君主担当兼职的责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3514232101

40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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