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2016 年高考北京卷】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9-24 题。 

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 

我第一次看老腔演出，是前两三年的事。朋友跟我说老腔如何如何，我却很难产生惊诧

之类的反应。因为尽管我在关中地区生活了几十年，却从来没听说过老腔这个剧种，可见其

影响的宽窄了。开幕演出前的等待中，作曲家赵季平也来了，打过招呼握过手，他在我旁边

落座。屁股刚挨着椅子，他忽然站起，匆匆离席赶到舞台左侧的台下，和蹲在那儿的一位白

头发白眉毛的老汉握手拍肩，异常热乎，又与白发白眉老汉周围的一群人逐个握手问好，想

必是打过交道的熟人了。我在入座时也看见了白发白眉老汉和他跟前的十多个人，一眼就能

看出他们都是地道的关中乡村人，也就能想到他们是某个剧种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未太注意。

赵季平重新归位坐定，便很郑重地对我介绍说，这是华阴县的老腔演出班社，老腔是很了不

得的一种唱法，尤其是那个白眉老汉……老腔能得到赵季平的赏识，我对老腔便刮目相看了，

再看白发白眉老汉，安静地在台角下坐着，我突然生出神秘感来。 

轮到老腔登台了。大约八九个演员刚一从舞台左边走出来，台下观众便响起一阵哄笑声。

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声是由他们上台的举动引发的。他们一只手抱着各自的乐器，另一只手

提着一只小木凳，木凳有方形有条形的，还有一位肩头架着一条可以坐两三个人的长条板凳。

这些家什在关中乡村每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锅灶间都是常见的必备之物，却被他们提着扛着

登上了西安的大戏台。他们没有任何舞台动作，用如同在村巷或自家院子里随意走动的脚步，

走到戏台中心，各自选一个位臵，放下条凳或方凳坐下来，开始调试各自的琴弦。 

锣鼓敲响，间以两声喇叭嘶鸣，板胡、二胡和月琴便合奏起来，似无太多特点。而当另

一位抱着月琴的中年汉子开口刚唱了两句，台下观众便爆出掌声；白毛老汉也是刚刚接唱了

两声，那掌声又骤然爆响，有人接连用关中土语高声喝彩，‚美得很！‛‚太斩劲了！‛我

也是这种感受，也拍着手，只是没喊出来。他们遵照事先的演出安排，唱了两段折子戏，几

乎掌声连着掌声，喝彩连着喝彩，无疑成为演出的一个高潮。然而，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站在最后的一位穿着粗布对门襟的半大老汉扛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左手拎起长凳一头，另

一头支在舞台上，用右手握着的一块木砖，随着乐器的节奏和演员的合唱连续敲击长条板凳，

任谁也意料不及的这种举动，竟然把台下的掌声和叫好声震哑了，出现了鸦雀无声的静场。

短暂的静默之后，掌声和欢呼声骤然爆响，经久不息…… 

我在这腔调里沉迷且陷入遐想，这是发自雄浑的关中大地深处的声响，抑或是渭水波浪

的涛声，也像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亦不无知时节的好雨润泽秦川初春返青麦苗的细

近于无的柔声，甚至让我想到柴烟弥漫的村巷里牛哞马叫的声音…… 

我能想到的这些语言，似乎还是难以表述老腔撼人胸腑的神韵；听来酣畅淋漓，久久难

以平复，我却生出相见恨晚的不无懊丧自责的心绪。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从未



 

听说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进响动，肯定会影响到

我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后来，有作家朋友看

过老腔的演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小说《白鹿原》是写关中大地的，要是

有一笔老腔的画面就好了。我却想到，不单是一笔或几笔画面，而是在整个叙述的文字里如

果有老腔的气韵弥漫…… 

直到后来小说《白鹿原》改编成话剧，导演林兆华在其中加入了老腔的演唱，让我有了

一种释然的感觉。从此老腔借助话剧《白鹿原》登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 

后来还想再听老腔，却难得如愿。不过两年之后，我竟然在中山音乐堂再次过足了老腔

的瘾。那天，无论白毛老汉，还是其他演员，都是尽兴尽情完全投入地演唱，把老腔的独特

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程度，台下观众一阵强过一阵的掌声，当属一种心灵的应和。纯正的关中

东府地方的发音，观众能听懂多少内容可想而知，何以会有如此强力的呼应和感染力？我想

到的是旋律，一种发自久远时空的绝响，又饱含着关中大地深厚的神韵，把当代人潜存在心

灵底层的那一根尚未被各种或高雅或通俗的音律所淹没的神经撞响了，这几乎是本能地呼应

着这种堪为大美的民间原生形态的心灵旋律。 

我在那一刻颇为感慨，他们——无论秦腔或老腔——原本就这么唱着，也许从宋代就唱

着，无论元、明、清，以至民国到解放，直到现在，一直在乡野在村舍在庙会就这么唱着，

直到今晚，在中山音乐堂演唱。我想和台上的乡党拉开更大的距离，便从前排座位离开，在

剧场最后找到一个空位，远距离欣赏这些乡党的演唱，企图排除因乡党乡情而生出的难以避

免的偏爱。这似乎还有一定的效应，确凿是那腔自身所产生的震撼人的心灵的艺术魅力……

在我陷入那种拉开间距的纯粹品赏的意境时，节目主持人濮存昕却作出了一个令全场哗然的

非常举动，他由台角的主持人位臵快步走到台前，从正在吼唱的演员手中夺下长条板凳，又

从他高举着的右手中夺取木砖，自己在长条板凳上猛砸起来，接着扬起木砖，高声吼唱。观

众席顿时沸腾起来。这位声名显赫的濮存昕已经和老腔融合了，我顿然意识到自己拉开间距，

寻求客观欣赏的举措是多余的。 

（取材于陈忠实的同名散文） 

19．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太斩劲了：非常给力 

B．气韵弥漫：韵味充满（作品） 

C．乡党：志同道合的同乡 

D．哗然：因惊讶和赞赏而沸腾 

20．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产生神秘感的原因是看见演唱老腔的是白发白眉老汉等一群关中农民。 

B．演员以木砖连续敲击长条板凳发出的响声经常掩盖了观众的掌声与叫好声。 

C．朋友为小说《白鹿原》没有写老腔的笔墨而感到遗憾，作者对此深有同感。 



 

D．老腔从宋代唱到现在，从乡野唱到音乐厅，说明这种表演形式一直很流行。 

21．作者对老腔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请结合全文作简要说明。（4 分） 

22．文中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来表现老腔的艺术魅力。请举两例并加以分析。（4 分） 

23．作者在小说《白鹿原》中并没有写到老腔，为什么本文题目却是“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

腔”？（5 分） 

24．文章第四段运用了多种手法，表达了作者对老腔的感受。请结合具体语句加以赏析。（6

分） 

【答案】 

19．C 

20．C（选 A 得 1 分） 

21．作者对老腔的认识经历的变化过程： 

要点一：开始不知道，不了解，后产生神秘感。 

要点二：第一次看过老腔表演之后，感到震撼。 

要点三：再看老腔表演时，怀疑其中是否掺杂了乡情带来的偏爱。 

要点四：最后认识到自己被老腔征服完全是因为老腔自身强大的艺术魅力。 

22．【答案示例】赵季平：著名作曲家与老腔演员很熟悉，并给予老腔高度的评价，写出了

老腔的艺术价值。 

濮存昕：节目主持人出人意外地走到台前击凳高吼，融入表演，突出了老腔的感染力和震撼

力。 

观众：观众在看老腔表演过程中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声，表现了老腔演出带给观众的精神

享受。 

23．要点一：文章题目中的“白鹿原”，巧妙借用小说《白鹿原》的书名，暗指关中大地，

点明了老腔生长的土壤。 

要点二：作者为小说《白鹿原》中没有写到老腔而感到遗憾，以“白鹿原”为题有弥补之意，

也暗含了对老腔的敬意。 

24．①联想。从老腔的强调联想到关中大地特有的生活，点出了老腔源于关中大地、具有浓

厚乡土气息的特点。 

②比喻。将老腔的强调比喻为骤雨击拍秋禾的啸响、雨润麦苗的柔声等，既写出了老腔的雄

浑奔放，又写出了婉约平和，将抽象的感觉化为形象的画面，生动地写出了老腔给作者

带来的感受。 

③排比。几个句子构成排比，强化了作者自己聆听老腔时的内心感受。 

④化用古诗句。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斜阳照墟落，

穷巷牛羊归”等，丰富了作品的文学意蕴。 



 

 

【考点定位】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技巧点拨】本题考查的重点是结合语境理解文中的词语的意义。解答时就要仔细地反复地

琢磨前后句的语境，然后根据选项给的理解意，带入理解。本题给了四个词语，即“太

斩劲了”“气韵弥漫”“乡党”“哗然”。首先，要定准语境范围，A 项的“太斩劲了”

是观众的喝彩，联系语境及上文“美得很”，不难看出“非常给力”理解正确。B 项“气

韵弥漫”抓住“不应该只有几笔提到老腔”这一语境，结合选项中“（作品）”可推断

理解正确。C 项“乡党” 出现在文章的第⑧段，我和乡党一起看老腔演出，所以乡党在

此处应该是老乡、乡亲的意思。并不是志同道合的同乡。故 C 选项错误。D 项“哗然”

可以由主持人濮存昕的举动判断正确。 

 

【考点定位】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本题考查的是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选择题的形式，解题时可以根据选项确定答

题区域。题干明确“最”恰当的一项，所以有些选项的理解可能也有道理，但是不一定

是最准确的，解题时必须注意。如选项 A，根据前后语境，作者产生神秘的原因一是白发

白眉的老人为首的十几个农民演员；二是朋友如此的推崇，因此，A 项的理解有一定的道

理，但是不全面，所以选 A 项可以得 1 分。C 项理解完全符合前后语境，理解全面深刻。

B．D 项错误明显，修饰限制语不准。 

21．【试题解析】这是一道概括梳理题。从全文来看，作者从没有听过老腔，认为老腔影响



 

小。认为老腔演出者不过是民间演出班社。到后来听过一次老腔，深深地被老腔震撼。

为自己的小说《白鹿原》中没有加入老腔的表演而遗憾，到最后在中山音乐堂再次领悟

了老腔的震撼力。对老腔的理解更加深入了。考生只需从原文中筛选出相应信息即可。 

【考点定位】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筛选概括题，要根据题干要求，抓住关键词语组织答案。本题是要求概括“对

老腔的认识经历的变化过程”，过程往往分为几个阶段，这要把握全文，找出对认识老

腔的不同反应，关键词是“没听过”“神秘”“震撼”“懊丧自责”“偏爱”等。 

22．【试题分析】①文章开头没有直接写出老腔的精彩，而是通过赵季平对老腔演奏者“白

头发白眉毛”老汉及十几个演员的赏识和对老腔的介绍，从侧面写出老腔的艺术魅力。 

②文章的结尾处通过主持人濮存昕的动作行为，表现了现场观众与老腔艺术的完美融合，以

及我的心灵震撼。从侧面描写展现了老腔的艺术魅力。 

③还可以从观众的角度看：观众在看老腔表演过程中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声，表现了老腔

演出带给观众的精神享受。 

【考点定位】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名师点拨】这是一道考察现代文阅读艺术手法的题。首先要明白侧面描写手法的特点。侧

面描写是本文重要的艺术手法。即通过对周围人物或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

以使其鲜明突出，即间接地对描写对象进行刻画描绘。在本文中是通过他人的反映来表

现出老腔演奏的艺术影响力和震撼力。所以答题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即赵季平、濮存

昕、观众。 

 

【考点定位】概括作品主题。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本题在解答时可以根据题意改变一下问法，有利于打开思路。①《白鹿原》是

作者代表作品，作者曾为《白鹿原》没有写到老腔而遗憾，本文以《白鹿原上奏响一支

老腔》为题体现了老腔对作者的影响与震撼。也有弥补遗憾之意。②作者的小说《白鹿

原》是写关中大地的生活，而老腔正是关中生活的提炼，饱含着关中大地的神韵，点明

了老腔生长的土壤。 

24．【试题分析】这是一道考察现代文阅读艺术手法的题目。文中第④段运用了联想、比喻、

排比等手法。比喻对事物特征的描绘和渲染，可使事物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引发读者联

想和想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使语言富有文采，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排比可增强

语言的气势。可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考点定位】分析作品主要表现手法。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本题考查艺术手法。审题时要注意“多种手法”“感受”的题目要求。答题时

既要答出手法，又要答出相应的感受。而题目明确指出是第四段，给学生减少了阅读范

围。虽说是第四段，其实就是一个句子。整个句子中比喻排比的手法很明显，可以结合

全段从“沉迷、遐想”中看出联想的手法。 

二、【2016 年高考江苏卷】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7~19 题。 

成人不自在 

郭英德 

《西游记》记录了孙悟空从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胜佛‛的曲折过程，揭

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成人不自在。 

孙悟空的出生，和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

会关系。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拘束‛。那么，作

为一个原生态的人，他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他发现自己生活的环

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就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些个猴兄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

世界，所以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生活空间如此之大，

可以为所欲为，来去自如。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就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

行。孙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叹起来，他看到老猴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于是到阎罗殿

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从而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在‛。 

但是对社会人来说，这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

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的秩序，这必定要受到惩罚。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小说采

取了寓意性的写法，用‚如来佛的掌心‛代表一种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个人有再大的能耐

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个体人‛一旦步入社会，就不可能再有绝对的自由自在了。 

孙悟空遇到唐僧，投身西天取经的事业，这是偶然的事情吗？不完全是。小说有一个寓

意性的写法——‚紧箍儿‛。紧箍儿是有形的东西，但却有无形的含义。孙悟空头上的紧箍

儿是怎么戴上的？是他自己戴上的。他看到藏着紧箍儿的花帽子漂亮，就自己给自己戴上了。

这说明孙悟空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规范，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紧箍咒‛有一个很雅的

名字，叫‚定心真言‛。只有把孙悟空的心‚定‛住，他才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于是，西天取经，是孙悟空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过程，更是他收心敛性的过程。西天取

经赋予孙悟空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一步一步走到西天去，跋山涉水，不能偷懒。这是一种

人生的命题，人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西天取

经的八十一难，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那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不过是

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障碍的象征。 

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境。你生活在社会当中，一方面

希望有更多自由，另一方面又发现面临着种种约束。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



 

处境当中找到最佳位臵。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节选自《中国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有删改） 

17．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6 分） 

18．文中“如来佛的掌心”“紧箍儿”“八十一难”分别意味着什么？（6 分） 

19．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西天取经”的寓意。（6 分） 

【答案】 

17．第一层（第 1 段）：提出全文观点，成人不自在。第二层（第 23 段）：揭示人一旦踏入

社会，就没有绝对自由。第三层（第 45 段）：说明人的成长是一个接受各种规范、不断

修行的过程。第四层（第 6 段）：收束全文，强调成功的人生就是在约束与自由的两难

处境中找到最佳位置。 

18．“如来佛的掌心”象征着孙悟空无法逃脱的社会规范；“紧箍儿”象征着孙悟空心甘情

愿接受的社会规范；“八十一难”象征着孙悟空修心过程中所遇的障碍。    

19．人生的成长是发挥个人能力、收心敛性的过程；人生要承担责任，克服困难，完成使命；

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 

为追求绝对“自在”，走出花果山，“到阎罗殿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打

破了“社会”规范；第三段说的是由此受到的惩罚，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第四段

写孙悟空自己戴上了“紧箍儿”，接受社会规范，目的是真正的长大成人；第五写他西

天取经中付出和收获，终成“斗战胜佛”；最后一段写“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

在’和‘成人’的两难处境”“这是两难的，人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当中找到最

佳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孙悟空是成功的”。 结合文章题目，可以看出，第一段开门见

山提出全文的观点；二三段是一部分，论述的是人一旦踏入社会，就没有绝对的自由；

四五段是一部分，踏上社会就得接受规范，要想“自在”就得不断“修心”；最后一段

收束全文：成功的人生就是在约束与自由的两难处境中找到最佳位置。 

【考点定位】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一、怎样整体把握论述类文本的主旨与思路？ 要通读全文，思考四个问题： 文

本主要谈的是什么问题或就什么事情阐述道理；论述对象、话题、论题、问题、 事件 作

者的基本立场、观点、情感和态度是怎样的；本文依照怎样的顺序布局谋篇、组织文章，

其段落之间的关系如何；行文中为突显立意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和材料论证方法、论据。

二、“文章结构”是指文字材料的组织和安排方法，它是思路的外在表现形式。“文章



 

思路”是指作者按照一定的条理由此及彼表达思想的路径、脉络。这个路径和脉络实际

上是一个连贯的、有条理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要求围绕一个中心点，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一个方面到多个方面沿着一条中心线索，把要表达作者思想的

文字材料组织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文章的结构体现了文章的思路，文章的思路是靠文章

的结构体现出来的。 梳理思路的思维切入点： 1．由标题入手，以主题（中心论点）为

先导寻找思路。 2．捕捉关键句。 从内容上看：主旨句、观点句、概括句、情感句。从

结构上看：领起句、总结句、过渡句，置于文首、文尾或段首、段尾的句子。 3．特别

捕捉那些能标志层次、思路的关键词，它们对分析思路大有帮助。 关联词，如表并列的

“和”“以及”“另一方面”“同时”；表递进的“不仅如此，而且” “甚至”“更进

一步讲”；表转折的“然而”“不过”“其实”“与其相反”；表因果的“因此” “所

以”“总而言之”。 顺序词，顺序词能表示材料的主次轻重或问题的几个方面，如“首

先”“其次”“第一” “第二”等。 

 

【考点定位】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能力层级为理解 B。 

【技巧点拨】如何解答“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1．养成精心审题、明确方向的读题习

惯。无论是主观题还是客观题，都存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致命陷井，准确审题、

明晰答题方向是做对题、答准题的前提。2．养成全文搜寻、逐段圈点的阅读习惯。“重

要概念的含义”大都不会集中出现在某一处或某一段，而是有序地分布在多个段落中。

3．养成回文对照、辨同析异的做题习惯。选择题的众多选项基本上都来自于原文，因此

辨析原文语句与选项的差别是正确解答的前提。4．学会摘录原文、组织答案的答题方法。

针对涉及“重要概念”的主观题，通过找概念、找限制、找要求、找暗示等方法准确审

题，然后判定问题涉及的段落区间，联系上下文，圈定关键词句，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将

其组织起来。5．学会分段概括、分点列举的答题方法。“重要概念”的属性与内涵往往

分散于文章各个段落，这就需要一段一段地搜寻、概括，然后分点列举，形成条理清楚

的答案。 



 

 

【考点定位】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技巧点拨】品味句子的含义，是常考的题型，难度很大。首先读句子，圈出关键词，然后

回归文章，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关键词的意思，最后连缀成句。答题时要在整体把握文本

主旨的基础上，结合上下文，以句中的关键词为突破口来整合作答。 

三、【2016 年高考上海卷】阅读下文，完成第 7-11 题。（18 分） 

湖殇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

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

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

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

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

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

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 1200 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

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旷远。这些深深的

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种补偿，她带给我们的

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

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

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使只好以湖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

学，骑车六十多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

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

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

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水

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

行浅浅的脚印，一段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

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

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然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

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

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 50 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 243 个，

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 62 个。罗布泊消失于 1972 年；台特玛湖消失于 1974 年；玛纳斯

湖消失于 1974 年；艾丁湖消失于 1987 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

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

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

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

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⑭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

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

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侯，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

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有删改） 

7．第①段中的比喻贴切形象，表现力强，请加以赏析。（3 分） 

8．作者描绘了八十年代中期游湖所见景色，用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3 分） 

9．本文是抒情散文，第⑪段却用了若干数据和年份，有何效果？（4 分） 

10．结合全文，分析标题“湖殇”的含义。（3 分） 

11．以第⑫~⑮段为例，评析本文语言运用上的特点。（5 分） 

【答案】 



 

7．答案示例：第①段用“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来比喻“站在干涸的湖底”，表现出痛

感的切身、剧烈；用“骨头”突出湖的干涸；骨头是身体的一部分，隐含湖与人不可分

割的意思。这一比喻贴切形象，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8．以记忆中艾比湖难以忘怀的美丽来反衬现实中艾比湖的残败，表达痛惜之情。 

9．答案示例：在抒情散文中列举数据和年份，能具体确切地表现出湖泊消失数量之多、速度

之快、地域之集中，更好地抒发了作者痛苦无奈的情感，也能给读者触目惊心的感觉。 

10．答案示例：题目中的“湖”不仅指艾比湖，还指向众多境遇相似的湖；“殇”为非正常

死亡，隐含了作者悲伤、担忧、谴责等复杂情感。 

11．答案示例一：作品善用情绪色彩浓重的词语，如“泯灭”“呐喊”“挖掘着墓穴”“悲

哀”等；多用整齐的句式，如第⑫段以四个字数一致的“那些„„”描绘四幅图画，既

有形象的美感，也有形式的美感；多处运用了比喻、拟人等手法，如比喻有“美丽的服

饰和迷人的发髻”“鱼缸里的鱼”等，贴切而富有创造性。这些语言运用上的特点，增

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 

答案示例二：作品多用情绪色彩浓重的词语，如“泯灭”“呐喊”“挖掘着墓穴”“悲哀”

等；多用整齐的句式，如第⑫段以四个字数一致的“那些„„”；多处运用了比喻、拟

人等手法，如比喻有“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鱼缸里的鱼”等。以上这些与作者

的强烈情感是一致的。但我认为写文章不应满足于个人情感的宣泄。本文在遣词造句中

情感注入过多过浓，未加沉淀节制，给人泛滥甚至虚假的感觉，降低了作品的感染力。 

 

【考点定位】分析作品主要表现手法。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名师点睛】这是一道关于修辞的题目。答题时要紧扣题干中“贴切形象，表现力强”的八

字评语进行分析。答案应包括几个要点：一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二是联系比喻的一般

性作用结合分析文本的具体作用，三是根据这个比喻的具体情况联系文本语境进行分析。 

8．试题分析：回答此类题目，要根据文本所写景物，紧扣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情感进行分析。

本文的主旨是抒发作者对环境遭到破坏的伤痛心情，唤起读者对保护环境的共鸣之心，

而描写以前的景物，能让读者将其同眼前所见加以对比，造成读者心灵的巨大震撼，使

作者的情感得以很好的抒发。 

【考点定位】欣赏作品的形象。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名师点睛】这是一道欣赏作品中“物”的形象的问题。答题时要先分析题干所说的“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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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2110410

3006030

https://d.book118.com/247121104103006030
https://d.book118.com/247121104103006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