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高三下学期质量检测（一）

语文试卷

时间：150 分钟 满分：150 分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

会理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

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

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

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

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

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

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

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文化传

承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开创了新的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摘自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陕西文物资源丰富，为探明“何以中国”，揭示文化传统，讲好中国故

事，陕西考古人孜孜不倦。

陕西省文物局近日发布最新成果——黄河流域发现百万年连续古人

类文化遗存。“新发现拓展了黄河流域古人类生存演化的时空框架，

更加有力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陕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

局长罗文利说。

多年来，陕西持续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石峁遗址、半坡遗址、秦

始皇陵等 11 项考古项目入选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踏入三秦大地，游客可以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寻找最早记载“中

国”一词的青铜器；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修复现场观看被历史磨损的

文物重现光彩……



华灯初上，夜游西安，大明宫含元殿辉煌再现，玄奘西行地图徐徐展

开……在大唐不夜城，只需戴上 AR 眼镜，这些绮丽景象便会呈现在

眼前。大雁塔南广场“丝路曼舞”正在上演，忧若敦煌飞天降临人间，

大雁塔下的古诗词街，灯火阑珊之时，诗词璀璨满树，移步易诗，总

会找到自己喜欢的诗句，上演中国式浪漫。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开放三秦，用厚重的文化和蓬勃的发展

邀请八方来客，共赴千年之约。

（摘编自《人民日报》《陕西扎实推进文化传承发展》）

材料三：

在大运河、长城和西山永定河沿线，汇聚着众多历史文化资源。如何

保护好、利用好这些历史景观和文物瑰宝，是城市建设与发展面临的

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挖掘运

河文化特色，取得明显成效。如今，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大运河源

头遗址公园，九龙泉里“九龙戏水”的景观重现，公园布设的大运河源

头历史文化展以龙泉禅寺为建筑主体，通过互动屏幕等科技手段，以

河之源、都之源、城之源为文化轴，展现运河源头白浮泉的历史变迁

和文化承载，充分讲述“运河源头”的故事。北京段长城是中国有长城

分布的 1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保存最完好、工程最复杂的段落。

古北口长城是京北长城中最为精华的部分，镇域内现存长城主要包括

司马台、五里坨等五个城段。为将这些长城点段更好展示给民众，古

北口镇结合区域资源先后打造了胜利之路、国歌长城、壮美山河三条



主题旅游线路。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三条文化带之一，自然风光灵秀天成，文

化遗产厚重密集，文化脉络贯通古今。如今，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的重要承载之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推进瞭仓数字藏品博物馆等一批“类

博物馆”建设与培育，多元展示石景山区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相

互交融的特色。三山五园艺术中心落户三山五园腹地——畅春园西花

园旧址，目前该中心已进入布展阶段，包括海淀历史展、沉浸式数字

展、文物引进展等，将对公众开放；首钢园区昔日的工业遗存正在焕

发活力，成为“网红打卡地”，而以新首钢为引领，巴威——北锅、石

热等“京西八大厂”全面复兴……一系列建设成果，彰显古都新韵。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古都风韵彰显，三条文化带“点亮”北京城市文

脉》）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全面深入的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是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B. 我国文化传承发展呈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这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C. 三秦大地重现文物光彩，上演中国式浪漫，邀请八方来客赴千年

之约，主要得益于多项考古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D. 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将对公众开放，首钢园区工业遗存成为“网红打

卡地”，这些建设成果点亮北京城市文脉，彰显古都新韵。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第二段运用举例论证，意在证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这一观点。



B. 材料二与材料三都谈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点，不过二者

论述的切入点并不相同。

C. 材料三开门见山，指出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建

设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D. 材料三认为，古北口镇精心打造主题旅游线路，目的是将这些长

城点段更好的展示给民众。

3. 下列选项适合作为论据支撑“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这一观点的一项

是（ ）

A. 早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就开始栽培粟和黍，研究烧制陶器，用

于存放、蒸煮等食物。

B. 北魏第一个洞窟—259 窟中，中原人字批顶和印度融入西域的中心

塔柱雏形和谐共存。

C. 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没有杀戮、抢劫，而是给各

国送去茶叶、丝绸等礼物。

D. 从距今至少 3600 年的甲骨文到篆书、隶书、楷书，汉字的字形和

读音的演变皆有迹可循。

4.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选项对下面这幅图表的解读恰当的一项是（ ）

A. 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但是中华文明却能

断而再续，复兴传承。

B. 在时间 1 期间，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以修复遗迹、举办展览、

深耕文旅产业为主。

C.



 在时间 2 期间，大运河、长城和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汇聚文化资

源，擦亮古都名片。

D. 在时间 2 及以后的时间里，随着科技高速发展，创新展览方式必

将代替传统展览方式。

5. 龙年春晚《山河诗长安》中，李白跨越千年，乘鹤而来，古今对

饮，千人齐诵经典。分镜头串连丝路花街东市、大雁塔、大唐不夜城

等场景，呈现长安文脉，演绎盛世山河。请结合材料，谈谈这一节目

燃爆全网的原因。

【答案】1 C 2. A 3. D 4. C

5. ①高科技手段助力文化传承。运用技术手段帮助李白跨越千年，

乘鹤而来，与今人饮酒对诗。

②激发情感共鸣，坚定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连续性。今人与李白共

同吟咏文化经典，唤起家国情怀。

③打造盛唐文化带，演绎盛世山河，彰显古都新韵。分镜头串连长

安多个名胜古迹，呈现文化脉络。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C.“主要得益于多项考古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错误，以偏概全。

根据原文“华灯初上，夜游西安，大明宫含元殿辉煌再现，玄奘西行

地图徐徐展开……在大唐不夜城，只需戴上 AR 眼镜，这些绮丽景象

便会呈现在眼前”可知，还有“现代科技”等因素。



故选 C。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意在证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观点”错误，

曲解文意。用举例论证，意在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

故选 A。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B.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C.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D.体现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

故选 D。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图表的能力。

A.“但是中华文明却能断而再续”错误，由图表可知，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特点是连续性，而不是“能断而再续”。

B.“深耕文旅产业为主”错误，由图表可知，在时间 1 期间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的方式是传统展览为主，不属于深耕文旅产业。

D.“创新展览方式必将代替传统展览方式”错误，在时间 2 及以后的时

间里，可能以创新展览方式为主，也会有传统展览方式，不可能代替

传统展览方式。

故选 C。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的能力。

根据原文“通过互动屏幕等科技手段，以河之源、都之源、城之源为

文化轴，展现运河源头白浮泉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承载”可知，高科技

手段助力文化传承。李白能“跨越千年，乘鹤而来，古今对饮”，是因

为运用技术手段帮助李白跨越千年，乘鹤而来，与今人饮酒对诗。

根据原文“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

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

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

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可知，激发情感共

鸣，坚定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连续性。“古今对饮，千人齐诵经典”，

今人与李白共同吟咏文化经典，唤起家国情怀。



根据原文“华灯初上，夜游西安，大明宫含元殿辉煌再现，玄奘西行

地图徐徐展开……在大唐不夜城，只需戴上 AR 眼镜，这些绮丽景象

便会呈现在眼前。大雁塔南广场‘丝路曼舞’正在上演，忧若敦煌飞天

降临人间，大雁塔下的古诗词街，灯火阑珊之时，诗词璀璨满树，移

步易诗，总会找到自己喜欢的诗句，上演中国式浪漫。‘长安复携手，

再顾重千金。’开放三秦，用厚重的文化和蓬勃的发展邀请八方来客，

共赴千年之约”可知，打造盛唐文化带，演绎盛世山河，彰显古都新

韵。“镜头串连丝路花街东市、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等场景，呈现长

安文脉，演绎盛世山河”，分镜头串连长安多个名胜古迹，呈现文化

脉络。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瞳孔里的古城

王鼎钧

我并没有失去我的故乡。当年离家时，我把那块根生土长的地方藏在

瞳孔里，走到天涯，带到天涯。只要一寸土，只要找到一床干净土，

我就可以把故乡摆在上面，仔细看，看每一道褶皱每一个孔窍，看上

面的锈痕和光泽。

故乡是一座小城，建筑在一片平原沃野间隆起的高地上。我看见水面

露出的龟背，会想起它：我看见博物馆里陈列在天鹅绒上的皇冠，会

想起它，想起那样宽厚、那样方整的城墙。

城墙比河堤更高，把八百户人家严密地藏在里面；从外面仰望，看不



见一角楼，看不见一根树梢，只见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在阳光下金色

灿烂。对这个矩形的图案，我是多么熟悉啊！春天，学校远足，从一

片翻滚的麦浪上看它的南面，把它想像成一艘巨舰。夏天，从外婆家

回家，绕过一座屏风似的小山看它的东西，它像一座世外桃源。秋天，

我到西村去借书，穿过萧萧的桃林、柳林，回头看它，像读一首诗。

冬天，雪满城头，城内各处炊烟袅袅，这古老的城镇，多么像一个在

废墟中刚刚苏醒的灵魂。

①故乡是一个人童年的摇篮，壮年的扑满，晚年的古玩。



据说，我的祖先，从很远的地方迁移来此。祖先们本来住在低洼近水

的地方，那里盛产又甜又大的桃子。那时，他们家家正在桃林里摘桃

子。不知怎么，他们的鞋子湿了。不知怎么，有些人的脚踝浸在水里

了。一只黄狗从村中窜出来，游入桃林，望着树上的主人狂吠。有一

个人，大概是祖先里面最果敢的人物吧，他高喊一声“快逃命啊！”

祖先们把旧家园抛在脑后，迈开沉重的脚步，踢起一片黄尘。

在那座小城里面，靠近南墙的一隅，有我的第一母校，一所小学。一

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是地方上的大事，老族长亲自来看新生的一代，银

发飘摆，满座肃然。典礼完毕以后，有一个固定的节目是老族长带着

毕业生由东走到西，由南走到北，在每个有故事的地方停下来，述说

先人的嘉言懿行。“天降洪水”的传说，就是从他老人家那里听来的。

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老族长已经相当衰老，但仍坚持那一年一度“毕

业旅行”，他说，他要让这些即将长大成人并且可能离乡背井的孩子，

对自己的“根”有清楚深刻的记忆。他一息尚存，必定亲临。

他叮咛校长：即使他一病不起，这个节目仍然要由活着的人年年举行，

不可简化或免除，校长只好派人去找一轿子，我们跟在轿子后面出发，

望着起伏跳动的轿顶蜿蜒而行。坦白地说，我们那时都没有多少历史

感，我们爱东张西望，爱交头接耳，爱拧别人的耳朵，爱走出队伍去

无缘无故猛敲人家的大门。

老族长的声音喑哑微弱，他的精神已经不能贯注我们全体，所以我们

是散漫的、不经心的。老族长说些什么，我大半没有听，不过有一件

事我永远不忘记：他带我们去看祖先挖成的第一口井。



好久好久以前，祖先们以劫后余身，漂流旷野，寻找一块合适的地方

安身立命。终于来到这块高地。祖先们先挖一口井，看看能不能挖出

水来，如果有水，那就是天意。

破土之前，他们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当开井的人全身湿淋淋地爬出井

口，大叫“有水、水很甜”时，四周有几百人同时诵念叩拜。

井水上升，水中出现了一组又一组人影。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影

子轮流倒映在井水里。

但是，我们来时，井水已涸，只有井旁一棵老槐树依然枝叶繁茂，亭

亭如盖。那天天气炎热，我们都往树荫里挤，都站在井旁，看清楚了

荒草间有一个黑黝黝的破洞。我也看清楚老族长一脸的虔诚。

古井虽涸，祖宗英灵不昧，当初憔悴褴褛的先人如今已繁衍成衣冠楚

楚的大族，荒凉的土丘经营成坚固安全的城堡。站在宽可驰马的城墙

上内望，望不尽鳞次栉比的瓦脊檐，望不尽结满知了麻雀的槐柳。那

飘着歌声的地方是我们的学校，年年有人在这儿长大，年年有人从这

儿跟着族长绕行全镇，认识自己的历史，走在街心，吸两旁门窗散发

出来的气味。

烤红薯的香味：

腌肉的香味：

青菜的香味；

陈年老酒的香味。

倘若命运的轮盘就此停住，我们赢定了。②可是轮盘要命地转着，

转出一个久久不雨的夏季来。



这时，我在故乡三千里外，道路多坐，亲朋无字，早突的消息是得自

零碎模糊的传闻。我听说整个夏季，③故乡的天气异常晴朗，晴朗

得可以敲出声音来。我听说池塘干涸了，所有的井也都干了，家家到

西郊的小河里挑水。我听说在这要命的时刻，族人疯狂地挖井，挖出

来的只是飞尘。当初祖先们惊魂甫定，满脑子都是水灾的恐怖，没料

到后世子孙受这般无情的煎熬。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经过祖先留下的那口废井旁边，又看见那棵槐树。

古槐已经枯死，那时，城墙里面所有的树都成枯枝。这人大概是族人

中间视力最好的一个，他看出老槐似乎又带几分绿意，他用指甲去挖

树干，挖掉表皮，里面滑溜溜，黏答答，藏着生命的讯息。

他大叫一声，飞驰而去，完全不顾他要损失多少水分。他说服了那些

奄奄一息的壮男来淘这口溜井。他相信井下有水。大家忍死工作，惊

恨地说，倘若徒劳无功，他们要杀死提议淘井的人。

这口古井是一个奇迹，它果然冒出水来，复活的泉，大自然的秘密精

力，放活了老槐树，救活了全城全族。忽然看见水，人们多么疯狂，

多么满足！妇女们把水桶装满，手浸在里面，把婴儿浸在里面，④

先是嘻嘻地笑，后来呜呜地哭。

我想，这次大旱，一定给故乡留下许多烙痕，等着我去凭吊、抚摩。

可是我不能，我在三千里外，只能捕捉一些道路传闻。

故乡，对于我，又进入传说的时代！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故乡小城建在平原沃野间隆起的高地上，从外面仰望是看不到城里

的楼和树的，但是一年四季都能引发“我”美好的联想。

B. “我”的祖先因为居住的地方低洼近水，遭遇洪灾，不得不舍弃旧家

园，以劫后余身源流旷野，艰苦跋涉，寻找安身之地。

C. 毕业典礼后，老族长带领学生们“毕业旅行”，讲述先人的嘉言懿行，

但孩子们对老族长的乡土观念和陈旧思想不感兴趣。

D. 在旱灾肆虐的时候，有个族人从古槐的绿意中推断出废井可能有

水，他们淘出的井水救活了全族，给故乡增添了神奇色彩。

7. 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句子①紧承上文内容，是作者对故乡的形象表达，而且单独成段，

表达情感强烈。

B. 句子②“要命地转着”意在突出时序更替、季节变换，自然引出下

文对旱灾的叙述。

C. 句子③运用顶真和通感的手法，突出故乡那年夏季异常晴朗、干

旱无雨的天气特点。

D. 句子④用“嘻嘻”“呜呜”两个拟声词，生动形象写出人们找到水后情

绪波动之大。

8. 作者回忆故乡时，花费大量笔墨写井，对此你如何理解？

9. 有评论说，这篇文章营造了一种“时空的距离感”，请结合文本分析

这种文学效果是如何取得的。

【答案】6. C 7. B

8. ①井承载着故乡的历史变迁，与族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②井显现出祖先的智慧和毅力，寄寓着作者对故乡的怀念和赞美。



9. ①以回忆的视角来描写故乡的景物和童年的生活。

②通过想象来描述祖先们迁徙定居的过程。

③使用“据说”“传说”“传闻”“很久很久以前”“三千里外”等词语，给人一

种亲近却遥远的心理距离。

【解析】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C.“陈旧思想”错误，于文无据。述说贤人的嘉言懿行，是让孩子们记

住先人迁移此地创业的艰辛，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故选 C。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能力。

B.“意在突出时序更替、季节变换”错误，上文说轮盘是“命运的轮盘”，

不是时间的轮盘。

故选 B。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章艺术形象作用的能力。

“井”作为文章的重要物象，也是叙事和抒情的一个线索。

井是祖先们漂流到此地后挖的，从“井水上升，水中出现了一组又一

组人影。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影子轮流倒映在井水里”“我们来时，

井水已涸”“族人疯狂地挖井”“这口古井是一个奇迹，它果然冒出水

来”，可以看到故乡的变化，古井对乡人的救助之恩。



“古井虽涸，祖宗英灵不昧”，在古井身上寄托着我的思乡之情。“经过

祖先留下的那口废井旁边，又看见那棵槐树”一段，可以看出祖先们

打井选择的地方水源深，可使后世子孙免受干旱煎熬。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叙事技巧的能力。

“时空的距离感”从叙事语言上看，这种时间久远、路途遥远到模糊得

没有具体数字，表现这种特点的语句有“据说，我的祖先，从很远的

地方迁移来此”“我在三千里外，只能捕捉一些道路传闻”等等。

叙事手法上用回忆和想象，拉长时间的纵深感：回到历史的画面，看

到先人遭遇洪水、背井离乡、定居与此、打井留给后人；回到我的童

年，看到那个古老的城镇的城墙、学校，听到老族长的族史的宣讲。

提炼关键词进行概括，结合文章举出事例即可。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

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

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可长

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

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

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伍员①亡，荆急求之，因如吴。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

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

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

“荆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圭，禄万石，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

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伍员适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

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

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

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

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

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②，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

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

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节选自《吕氏春秋·孟冬季·异宝》，有删改）

【注】①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人。父奢、兄尚均被楚平王杀害，

后奔吴，佐吴王阖闾伐楚。②儿子：小孩儿，

材料二：



萧何，沛人也，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尝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

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

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汉五年，

即皇帝位，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

不治垣屋。曰：“今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节选自《汉书·萧何传》，有删改）

10. 材料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

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今后 A 世 B 贤 C 师 D 吾俭 E 不贤 F 毋为 G 势家所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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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意为封赏，与《烛之武退秦师》中“既东封郑”的“封”意义不相

同。

B. 绝，意为渡过，与《劝学》中“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的“绝”意义相

同。

C. 石，表单位，文中表示俸禄的多少，与《五石之瓠》中的“石”意义

相同。

D. 适，意为到、往，与《孔雀东南飞》中“始适还家门”的“适”意义不

相同。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古人对宝物的认知与世俗之人不同，孙叔敖临终告诫儿子不要接

受大王赏赐的肥沃富饶的土地。



B. 伍员在逃亡中得到一位撑着船正在打鱼的老人的帮助，寻而不得

后每次吃饭前都要祝祷那位老人。

C. 智慧越精深，追求东西越精细，就像小孩、贤者；智慧越低下，

追求的东西越粗陋，就像鄙人。



D. 汉五年，刘邦登皇帝位，萧何因功劳最大，被封酂侯，却选择在

穷苦偏僻的地方置办田宅。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

（2）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14. 材料中提到“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孙叔敖的“道”体现在“以

不利为利”，因而能够长久占有土地。那么“丈人”“子罕”和“萧何”的“道”

分别是什么呢？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答案】10. CEF

11. C 12. C

13. （1）从前伍子胥从这里经过，我尚且不捉他去领赏，如今我为

什么接受你的价值千金的宝剑呢？

（2）沛公能详细地了解到天下险恶的要塞、人民的困难痛苦等事情，

就是因为萧何收藏了这些图书。

14. （1）丈人：施恩不望报。助人于危难之中，却隐姓埋名，不图

回报。（2）子罕：不受惠赠，爱惜羽毛。有权位，却不接受别人送

给自己的宝物，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名声。（3）萧何：目光长远。不

着眼于眼前的物质利益，却收取律令图书，为后来刘邦争夺天下提供

了详备的资料。(或者持家有道，为家族长远考虑，选择偏僻之处安

家。)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假使后代贤能，要学习我的俭朴；没有贤德的话，也不会被权

势之家所侵夺。

“后世贤”是主谓结构，C 处断开；

“师吾俭”也是动宾结构，E 处断开；

“不贤”省略主语“后世”，意思完整，F 处断开。

故选 CEF。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及文言一词多义的能

力。

A.正确。封赏；使……成为边界。句意：如果我死了，大王就会赐给

你土地。/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他的边界。

B.正确。句意：老人把他送过江去。/不是善于游泳，却能横渡长江

黄河。

C.错误。文中表示俸禄的多少；表示容积。句意：享受万石俸禄。/

能盛五石容积的大葫芦。

D.正确。到、往；女子出嫁。句意：伍员到了吴国。/刚刚出嫁就被

遣回了娘家。

故选 C。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智慧越精深，追求的东西越精细，就像小孩”错，文中“今以百金与

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是用来证明“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的。

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昔”，先前，从前；“犹”，尚且，还；“何以”，为什么。

（2）“具”，详细；“厄”，险要的地方；“以”，因为。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1）丈人：施恩不望报。丈人把伍子胥送给江去，却不收取他的千

金之剑，还说“荆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圭，禄万石，金千镒。昔

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后来伍子胥派

人到江上找他也未曾找到，可见他助人于危难之中，却隐姓埋名，不

图回报。

（2）子罕：不受惠赠，爱惜羽毛。子罕位居高官，有权位，一个野

人来献宝，子罕却不接受，说“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受到宋

国长者的称赞，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名声。



（3）萧何：目光长远。沛公攻打到了咸阳，众将领都争着却抢金银

财宝布帛等财物，只有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

公具知天下厄塞、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他不着眼于眼前

的物质利益，却收取律令图书，为后来刘邦争夺天下提供了详备的资

料。(或者持家有道，“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今

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可见他为家族长远考虑，

选择偏僻之处安家。)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古代的人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们看作宝物的东西与今人不同。孙叔

敖病了，临死的时候告诫他的儿子说：“大王多次赐给我土地，我都

没有接受。如果我死了，大王就会赐给你土地，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

富饶的土地。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寝丘，这是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贫瘠，

而且地名很不好听。楚人畏惧鬼魅，而越人迷信神灵。因此，能够长

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这块土地了。”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把肥

美的土地赐给他的儿子，但是孙叔敖的儿子谢绝了，请求赐给寝丘，

所以这块土地至今没有被他人占有。孙叔敖的智慧在于懂得不把世俗

心目中的利益看作利益。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东西当作自己所喜爱的

东西，这就是有道之人和世俗之人不同的原因。



伍员逃亡，楚国紧急追捕他，于是他往吴国进发。路过楚国，到了长

江岸边，想要渡江。他看到一位老人，撑着小船，正要打鱼，于是走

过去请求老人送他过江。老人把他送过江去。伍员问老人的姓名，老

人却不肯告诉他。伍员解下自己的宝剑送给老人，说：“这是价值千

金的宝剑，我愿意把它送给您。”老人不肯接受，说：“按照楚国的法

令，捉到伍员的，授予执主爵位。享受万石俸禄，赐给黄金千镒。从

前伍子胥从这里经过，我尚且不捉他去领赏，如今我为什么接受你的

价值千金的宝剑呢？”伍员到了吴国，派人到江边去寻找老人，却无

法找到了。此后伍员每次吃饭一定要祭祀那位老人，祝告说：“江上

的老人！天地之德大到极点了，养育万物多到极点了，天地何所不为？

却毫无所求。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毫无所求，名字无法得知，身

影无法得见，达到这种境界的恐怕只有江边的老人吧！”

宋国的一位农夫在耕田时得到了一块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接受。

农夫请求说：“这是我这个乡下人的宝贝，希望相国赏我个脸，收下

它吧。”子罕说：“您把玉当成宝，我把不接受它作为宝。”所以宋国有

德行的人说：“子罕不是没有宝，而是他认为的宝与众不同啊。”

假如现在把百金和黄米饭团摆在小孩的面前，小孩一定去抓黄米饭团

了；把和氏之璧和百金摆在鄙陋无知的人面前，鄙陋无知的人一定拿

走百金；把和氏之璧和关于道德的至理名言摆在贤人面前，贤人一定

听取至理名言了。他们的智慧越精深，追求的东西就越珍贵；他们的

智慧越低下，追求的东西就越粗陋。

材料二：



萧何，沛地人。等到高祖起事做了沛公，萧何曾经任丞督事。沛公到

了咸阳，诸位将领都争相跑到储存金帛财物的府库去瓜分。只有萧何

先进去收藏起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沛公能详细地了解到天下险恶

的要塞、人民的困难痛苦等事情，就是因为萧何收藏了这些图书。汉

五年，沛公登基，认为萧何功劳最大，第一个封他为酂侯。萧何买田

宅一定在穷苦偏僻的地方，治家不修有院墙的房屋，他说：“假使后

代贤能，要学习我的俭朴；没有贤德的话，也不会被权势之家所侵

夺。”



（二）古代诗歌阅读（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青玉案

陈瓘

碧空黯淡同①云绕。渐枕上、风声峭。明透窗纱天欲晓。珠帘才卷，

美人惊报，一夜青山老！

使君留客金樽倒，正千里琼瑶未经扫。欺压梅花春信早。十分农事，

满城和气，管取明年好。

[注]①“同”即“彤”。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碧空黯淡同云绕”与“孤帆远影碧空尽”都用其他意象来衬托“碧空”

的辽阔。

B. “美人惊报”与“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都通过旁人的视角写室

外的景物。

C. “使君留客金樽倒”与“丰年留客足鸡豚”，以不同形式体现了主人待

客的热情。

D. “欺压梅花春信早”与“春信未来梅已知”都以梅花的开放作为春天将

至的信息。

16. 这首词不着一个“雪”字，却处处写“雪”，请选取三处简要分析。

【答案】15. 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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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102132047006071

https://d.book118.com/348102132047006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