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度高中 2022 级入学联考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的贡献之一，是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此前，中国

美学始终都没有做到以美好为美好，以丑恶为丑恶，以罪恶为罪恶。令人欣慰的

是，这种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终于在《红楼梦》出现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

楼梦》的出现堪称中国的人性觉醒的标志。飘落在身边的桃花，宝玉因为怕“抖

落下来”被“脚步践踏了”，便“兜了那些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这是对

“被抛出”的“无家可归”的大自然的“爱”。面对金钏儿之死，“心中早已五

内摧伤”，面对晴雯之死，甚至“雷嗔电怒”，这是对“无保护”的“无家可归”

的女性的“爱”。如此真“爱”实为石破天惊。《三国演义》的权力争夺，《水

浒传》的拳头火并，《西游记》的狂欢梦幻，都被曹雪芹弃之不顾。就从这里起

步，他开始重新评价历史。而这种重新评价历史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

世界的真正的美丑善恶。如宝玉的《芙蓉女儿诔》这种文体与屈原的《离骚》属

于同类，但是我们看到宝玉不再用它来歌颂帝王将相，也不歌颂才子佳人，而是

歌颂一个被排斥在社会边缘的丫鬟，这正是所谓的以美好为美好。要知道，这一

切都是宝玉的评价。如果从贾母、贾政、王夫人的眼光看，那就是死有余辜，起

码是咎由自取，或者是命中注定。这样一来，还怎么“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因此，在《红楼梦》里，有一个在所有中国作品里都看不到的现象，就是：

凡是美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凡是关乎人性尊严的东西在《红楼

梦》里都是被呵护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最正常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在这部

小说里，中国人才第一次展示了自己人性的尊严和对美的敏感。  

更为重要的，是还原了世界的真正的美丑善恶之后必然出现的悲剧。我一直

在想《红楼梦》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



吗？因为其中的反封建思想的萌芽吗？因为其中的爱情故事吗？都不是！而是因

为其中的悲剧美学。不过这里的悲剧也不是像很多学者所说的，是因为抄家，或

者是因为大清王国的大厦将倾。在我看来，《红楼梦》的真正魅力就在对于人性

与爱的泯灭的自觉意识。其实，《红楼梦》就是一曲“好了歌”，“好”很快就

会“了”。鲁迅看得十分清楚，“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心劳”“忧

患”什么呢？“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

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由此，我们

想一想宝玉为什么要“却尘缘”，就清楚了，就是因为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毁灭了，

因此已经毫无留恋之处。 

大家知道，在《红楼梦》之前，中国美学是没有悲剧的。我们民族有悲剧，

没有悲剧意识；有苦难，没有苦难意识。我们生活在悲剧当中，但是没有意识到

悲剧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就没有悲剧的意识。而从《红楼梦》开始，对于生

活本身的悲剧性质终于有所意识。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悲剧而言，《红楼梦》的石破天惊在于，对于爱的

泯灭与阙如，曹雪芹没有归罪于偶然，也没有寻找替罪羊。“蛇蝎之人”“凶手”

之类，在《红楼梦》中均未得以现身。在有关爱情婚姻的中国故事中，《梁祝》

中的结局是父母之命所致，《杜十娘》的结局是男子负心所造成，总之是有人为

悲剧“买单”，但是在《红楼梦》中爱的泯灭与阙如却无人负责。是“无罪的凶

手”“无罪的罪人”，所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突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之为

悲剧的真正原因。你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扬刘备贬曹操，你在《水浒传》里

看到了有好人坏人，但是你在《红楼梦》里看到了吗？没有，都是好人。即便贾

政、王夫人、宝钗也是好人，只不过他们不可爱而已。而且，在“共同犯罪”中，

一切都是无望的挣扎，一切“好”都会“了”，“木石良缘”仍旧无缘，最美丽

的生命偏偏获得最悲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是”加到一起

所造就的悲剧，也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非”所碰撞出来的悲剧。  

而且，正因为“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的发现，必要的忏悔意识就是

不可或缺的。从曹雪芹开始已经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犯罪，所有的人都不

能说他就是圣人，所有的犯罪都不能只说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他自己主观就没



有原因。自己也是“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发现。

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曹雪芹就写他的自愧，他是“半生潦倒之罪”，他是“泥

猪癫狗”，他是“粪窟泥沟”，他是“浊玉”而不是“宝玉”。为什么要强调这

些东西呢？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丧钟究竟是在为谁而鸣。丧钟是在为所有人而鸣，

首先是为自己而鸣啊。于是，曹雪芹把自己作为一个犯罪者，并且以这种特殊的

眼光来悲悯地看待这个世界。  

（摘编自潘知常《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再读〈红楼梦〉》） 

【小题 1】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红楼梦》使美成其为美，做到了以美好为美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

国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 B. “这是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最正常的一部伟大的小说”

中的“这”，指的是凡是美的、关乎人性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 C. 我

们民族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没有意识到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这是《红楼

梦》之前中国美学没有悲剧的原因。  D. 《红楼梦》揭示了生活本身的悲剧性，

所有的人都可能犯罪，只有具备必要的忏悔意识的人，才能避免成为“无罪的凶

手”。 

【小题 2】 

1.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曹雪芹重新评价历史，体现在宝玉对人情世态的态度上，这种评价历史的结

果，就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美丑善恶。 B. “在《红楼梦》中爱的

泯灭与阙如却无人负责”，因此贾府“四春”的悲剧都是命中注定，别人对她们

悲剧的发生无需负任何责任。  C. 作者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美学特质是对人性

与爱的泯灭的自觉意识，据此来看大团圆式结局的《窦娥冤》缺乏该悲剧美学特

质。 D. “小说一开始曹雪芹就写他的自愧”，是因为他意识到家族由盛而衰、

走向没落，他自己也是“无罪的罪人”。 



【小题 3】 

1. 下列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一段观点的一项是（     ） 

A. 李希凡认为《红楼梦》对丫头们的描写“是对同样属于人类的女性的尊重”，

她们“以独特的个性生命、人格力量，进入艺术典型的画廊”。 B. 鲁迅先生说，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

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C. 蒋勋在评价《红楼梦》时指出，“作者

从繁华到没落，他对一切看得透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 D.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

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小题 4】 

1. 《红楼梦》对中国美学有哪些贡献？请根据文本加以概括。 

【小题 5】 

1. 如何理解“无罪的罪人”？请以林黛玉之死为例加以说明。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C 

【小题 2】 B 

【小题 3】 A 

【小题 4】 ①第一次展示了人性的尊严和对美的敏感，使美成其为美。②对于

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终于有所意识，形成悲剧美学。  

【小题 5】 “无罪的罪人”是指对于悲剧的结局，没有人为此负责，但由于悲

剧的原因是所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突的相关互动，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



能犯罪，包括悲剧人物自己。如王熙凤出于对宝玉病情的担心设计调包计，贾

母出于家族利益考虑同意宝玉和宝钗的婚事，构成了这场是与非交织的冲突，

加之黛玉自身天生羸弱的身体、多愁善感的个性等共同作用造成了黛玉之死。

王熙凤、贾母等，包括林黛玉自己就成了“无罪的罪人”。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A.“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错，曲解文意，原文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B.“指的是凡是美的、关乎人性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错，指

代错误，由“这是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最正常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在这部小说

里……”可知“这”应指《红楼梦》； 

D.“只有具备必要的忏悔意识的人，才能避免成为‘无罪的凶手'”错，理解

绝对。原文是“必要的忏悔意识就是不可或缺的”。 

故选 C。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多个信息进行比较、辨析的能力。 

B. “……命中注定，别人对她们悲剧的发生无需负任何责任”错。“四春”的

悲剧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是”加到一起所造就的悲剧，也是这个世界的所有

的“非”所碰撞出来的悲剧，而非命中注定，在这个悲剧中，所有人都可能是

“无罪的凶手”。 



故选 B。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符合“凡是美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凡是关乎人性尊严的东

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的特征，正是“使美成其为美”。  

B.不同的人对《红楼梦》有不同的认识。 

C.强调作者创作时的清醒状态。 

D.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价。 

故选 A。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由“《红楼梦》的贡献之一，是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令人欣

慰的是，这种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终于在《红楼梦》出现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红楼梦》的出现堪称中国的人性觉醒的标志”“在这部小说里，中国人

才第一次展示了自己人性的尊严和对美的敏感”可知，《红楼梦》第一次展示

了人性的尊严和对美的敏感，使美成其为美。 

由“从《红楼梦》开始，对于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终于有所意识”“《红楼梦》

的石破天惊在于，对于爱的泯灭与阙如，曾雪芹没有归罪于偶然，也没有寻找

替罪羊……是‘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所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

突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之为悲剧的真正原因”“从曹雪芹开始已经意识到，所

有的人都有可能犯罪，所有的人都不能说他就是圣人，所有的犯罪都不能只说



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他自己主观就没有原因。自己也是‘无罪的凶手’‘无

罪的罪人’，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发现”可知，曹雪芹发现所有人都是“无罪

的凶手”“无罪的罪人”，以悲悯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故而营造出《红楼

梦》的悲剧美学；从《红楼梦》开始，中国美学对于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有所

意识。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重要词语含义，分析运用文中信息的能力。 

先理解“无罪的罪人”，由“就悲剧而言，《红楼梦》的石破天惊在于，对于

爱的泯灭与阙如，曹雪芹没有归罪于偶然，也没有寻找替罪羊”“……总之是

有人为悲剧‘买单’，但是在《红楼梦》中爱的泯灭与阙如却无人负责”“所

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突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之为悲剧的真正原因”，可

见“无罪的罪人”是指对于悲剧的结局，没有人为此负责，但由于悲剧的原因

是所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突的相关互动，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犯罪，

包括悲剧人物自己。 

再看林黛玉之死的原因，造成宝黛爱情悲剧乃至林黛玉死亡的悲剧的，并不是

几个“蛇蝎之人”，而是与林黛玉关系最为密切、甚至是最爱林黛玉的贾母等。

换句话说，从袭人、王熙凤到贾母，他们都是制造林黛玉死亡悲剧的共谋。这

里找不到哪一个人是谋杀林黛玉的凶手，也无法对某个凶手进行惩处，但人们

却会发现许多“无罪的凶手”。 

如王熙凤出于对宝玉病情的担心设计调包计。王熙凤为了成全贾宝玉和薛宝钗

的婚事，采用“调包计”，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好的选择。贾宝玉丢了通灵宝

玉，疯疯傻傻；贾政要放外任江西去做官；贾府风雨飘摇，人心不齐，在这种

情况下，王夫人想用传统方式，通过给宝玉娶媳妇“冲喜”，也不失为一个选

择。贾府上下皆知道宝玉只爱林妹妹，直说娶宝钗，宝玉定然不会同意，如果

处置不好，宝玉的病情会雪上加霜。如何把生米做成熟饭？王熙凤想出了李代



桃僵的妙计：跟宝玉说娶林黛玉，抬过门的却是薛宝钗。这件事情最终成为悲

剧，让很很多人感慨和叹息。 

贾母出于家族利益考虑同意宝玉和宝钗的婚事，贾母是家族里掌握权力的长辈，

小辈们的婚姻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亡，着实重要，虽然贾母很喜欢林黛玉，但

是从家族长远来看，林黛玉不是孙媳妇儿的最佳人选，薛宝钗家虽然也有所衰

落，但家底殷实，可以照顾贾家，因此她很适合这个身份，所以贾母支持薛宝

钗和贾宝玉的婚事。 

加之黛玉自身天生羸弱的身体、多愁善感的个性等共同作用造成了黛玉之死。

王熙凤、贾母等，包括林黛玉自己就成了“无罪的罪人”。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老兵”和军马 

梁晓声 

老兵其实并不老，才二十六岁。 

八年前，老兵自然是新入伍的小兵，被分到了东北大地上的一处军马场。多

亏他在家里养过马，了解马，爱马，所以很快就成了“专业”最出色的新兵。入

伍第二年他在新兵中第一个当上了副班长，第三年入了党，第四年当上了班长，

第五年他被所在部队授予“模范班长”的称号。 

他那一班战士中曾有人说：“班长爱咱们像一位母亲爱儿子！”却立即有人

反对：“他爱军马才爱到那样！对咱们的感情呀，比对军马差一大截哪！哎，你

自己承认不，班长？”正在替战士补鞋的他，笑了笑，没吱声儿。众战士逼他回

答。 



无奈之下，他真挚地说：“其实呢，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为谁驯养军马？为

骑兵部队嘛。军马是骑兵不会说话的战友。我们今天多爱军马一分，军马明天就

会以忠诚多回报我们的骑兵兄弟一分。爱马也等于爱人啊！”于是战士们都肃然

了。 

有一天，他一个人躲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大哭了一场——家信中说，他家那匹

马病死了。他想，如果自己没参军，那匹马是不会病死的……  

从此以后，他更爱一匹枣红军马了。它端秀的额头上，有像扑克牌中的方块

似的一处白毛。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白头心儿”。他家那匹马的额头正中也有

“白头心儿”，只不过马身不是枣红色，而是菊花青色的……  

“白头心儿”救了他一命。那一次军马受惊“炸群”，他从另一匹马的背上

一头掼了下去。恰巧“白头心儿”随着受惊的马群冲过来，它一口将他叼起。否

则，他将毙命于万蹄之下无疑……  

他入伍的第八年，裁军，军马场接到了解散的命令。有的军马从此做了普普

通通的劳役马；有的做了什么风景区的观娱马，供游人骑着逛景区，照相；有的

被什么特技马术队买走了，“白头心儿”便在其中。  

“白头心儿”被买走时他在场。那马眼望着他，四蹄后撑，任买主鞭打叱喝，

岿然不动。他不忍眼见它受虐，轻轻拍着它脖子，对它耳语般地说：“‘白头心

儿’啊，何苦的呢？乖乖跟人家走吧，啊？我不会忘了你的，有一天我会把你买

回来，让你成为我的马的！”——分明，马听懂了他的话，马头在他肩上磨蹭了

几番，生了根似的马蹄才终于迈动起来……  

他是最后离开军马场的官兵中的一个。上级批准他们鸣枪告别军马场，每人

鸣枪的次数可以和自己入伍的年限一样。但他只鸣放了七枪。  

指导员说：“老兵，我替你数着呢，你还差一枪。”  

他双眼噙泪回答：“指导员，我不满八年军龄，差四个月……”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袤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

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 

他突然拍着军车驾驶室的棚盖大喊：“停车！”  

车停下了。 

他喃喃地说：“我……我好像听到了‘白头心儿’的嘶叫……”  

然而其实只有风声…… 

这提前四个月退役的“老兵”，在归乡的途中，在一个地界毗连大草原的小

县城里，竟然发现了“白头心儿”。更确切地说，是那马首先发现了他。  

他循着马嘶声望去，见“白头心儿”也正望着他，卧在一幢砖房前。马旁，

一根高木杆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吕记马肉”。他

走近它，见它那晶亮的大眼睛里分明地汪着泪。  

马肉店的老板告诉他，那军马在为某电影摄制组效劳过程中弄断了一条腿，

看来废了，只有杀死卖肉了。 

他请求老板将“白头心儿”转卖给他。老板出了一个数，那笔钱超过他的复

员费，而老板却不肯让价。 

“我白替你打工行不行？”“多久？”“直到这匹马能站起来了为止。”老

板认为他傻，认为那马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便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他一边打工，一边精心照料“白头心儿”。一个月后，“白头心儿”奇

迹般地站起来了。老板被他感动了，没再收他一分钱，允许他将“白头心儿”牵

走，并且，还白赠了他一副马鞍。  

于是这“老兵”和曾救过他命的那一匹军马，朝行暮宿，向着他的家乡，开

始了他们的“长征”…… 

两个月后，他老母亲看见一个胡子拉碴、风尘仆仆、穿一身军装的男人，牵

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有“白头心儿”的长鬃枣红马蹒跚地来到家门前。  



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妈！”老母亲惊喜地认出他是她那参军八年一次也没

探过家的儿子！ 

他惭愧地说：“妈，我的复员费几乎都花光在路上了……”  

他又说：“妈，你看，咱们又有一匹‘白头心儿’了！”  

第二天清晨，他牵着“白头心儿”登上了家乡的山头，俯瞰着几处穷困得近

乎败落的村子，他对“白头心儿”发誓般地说：“‘白头心儿’，帮我把咱们的

家乡彻底变个样儿吧！”  

马儿安闲地吃着青草……  

（有删改） 

文本二： 

边防老兵退伍，相伴 8年的军马落泪了  

西藏墨脱，从军 16 年的边防老兵马勇即将退出现役。马勇望着营区熟悉的

一草一木满怀不舍，除了连队和战友，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有一位陪他奋战过 8

年的无言战友——军马“铁蹄”。 

曾经的墨脱由于交通不便，这里有全军为数不多的特殊“兵种”——骡马运

输队，当时各个单位巡逻物资全靠骡马运送。今年已经 22岁的“铁蹄”，在马

勇的心里不仅仅是“战友”，还是“过命的兄弟”。一次巡逻途中，领头的“铁

蹄”突然停住。赶也不走、拉也不走，还一直往后退，过了一分钟就发生了塌方，

当时如果没有它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退役前马勇特地来和“铁蹄”告别：“老战友，明天我就要走了，舍不得你，

最后再来看看你。”“铁蹄”无言，但似乎听懂了马勇的话，大颗的眼泪滚落下

来。 

（本文选自央广军事频道新闻报道解说词，有删改）  

【小题 1】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本一有战士说老兵“对咱们的感情呀，比对军马差一大截哪”，老兵“笑

了笑，没吱声儿”，说明他默认了这个战士的说法。 B. 文本一写“白头心儿”

救了老兵一命，后来老兵又在马肉店救了“白头心儿”，老兵与军马之间相互救

助源自彼此深厚的感情。  C. 文本二马勇称军马为“老战友”，这样的称呼既带

着军营生活的特定色彩，也体现了“铁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D. 两个文本分

别讲述了老兵、马勇与军马之间的感人故事，既突出了战士对军马的爱，也突出

了军马对主人公的忠诚。 

【小题 2】 

1.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本一写老兵养过马，了解马，爱马，这既交代了他工作出色的原因，也为

后文描写人和马的真挚情感埋下了伏笔。 B. 文本一关于“如血的夕阳”和“广

袤而苍凉的大草原”的环境描写，烘托了老兵退役离开军马场时沉重的心

情。 C. “胡子拉碴”“风尘仆仆”“蹒跚”等描写外貌和动作的词，突出了老

兵回乡时的落魄与寒碜。 D. 两个文本都写到“老兵”和“军马”，两个形象相

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让作品更有感召力。 

【小题 3】 

1. 相较于文本二，文本一的老兵形象更丰满，请简要分析。 

【小题 4】 

1. 两个文本内容相近但艺术表现不同，请从叙事和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 

[知识点] 

梁晓声(1949-) 

[答案] 



【小题 1】 A 

【小题 2】 C 

【小题 3】 ①虽然都爱军马，爱军营，但文本一把老兵的这种爱升华到了爱马

如命、爱岗敬业的高度。②文本一还塑造了老兵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强的形象，

文本二没有表现老兵的这一特点。 

【小题 4】 ①文本一叙事详细，围绕老兵与军马的故事，讲述了取名、被救、

惜别、救治、返乡等情节；文本二叙事简略，简要叙述了马勇和铁蹄之间的一

个故事和马勇惜别铁蹄的一个场面。②文本一叙事按照情节先后顺序展开，叙

述与描写相结合，更加生动具体；文本二叙事简明扼要，配合新闻画面来安排

叙述内容，更加客观真实。③文本一综合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语言描写尤为

突出，文学性强；文本二仅有少量的描写，显得平易朴实。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A. “他默认了这个战士的说法”错，从后文老兵真挚的话语看，他对人和对马

的爱是一样的。 

故选 A。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C. “突出了老兵回乡时的落魄与寒碜”错，应该是突出了老兵为马付出，花光

了复员费，牵着马回乡的艰辛。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两则文本中老兵的形象都爱军马、爱军营。但文本一中老兵形象更丰满。 

文本二表现老兵爱马主要是告别这一段“退役前马勇特地来和‘铁蹄’告别：

‘老战友，明天我就要走了，舍不得你，最后再来看看你。’”。 

而文本一中老兵退伍回家的途中又遇到了军马“白头心儿”，它的腿断了，要

被杀了卖肉，“他请求老板将‘白头心儿’转卖给他。老板出了一个数，那笔

钱超过他的复员费，而老板却不肯让价”“‘我白替你打工行不行？’‘多久？’

‘直到这匹马能站起来了为止。’”可知，老兵用自己所有的复原费赎回马儿，

还打工还钱，体现老兵爱马如命。 

文本一开头写老兵对战士们说的话，“无奈之下，他真挚地说：‘其实呢，我

是这么想的，我们为谁驯养军马？为骑兵部队嘛。军马是骑兵不会说话的战友。

我们今天多爱军马一分，军马明天就会以忠诚多回报我们的骑兵兄弟一分。爱

马也等于爱人啊！’”可知，老兵在部队全心全意为骑兵部队驯养军马，体现

他的爱岗敬业。 

文本一末尾“第二天清晨，他牵着‘白头心儿’登上了家乡的山头，俯瞰着几

处穷困得近乎败落的村子，他对‘白头心儿’发誓般地说：‘‘白头心儿’，

帮我把咱们的家乡彻底变个样儿吧！’”可知，老兵退伍后发誓建设家乡，具

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文本二没有表现老兵的这一特点。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把握能力。 



①文本一叙事详细，围绕老兵与军马的故事，讲述了取名“他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白头心儿’。他家那匹马的额头正中也有‘白头心儿’，只不过马身不是

枣红色，而是菊花青色的……”、被救“那一次军马受惊‘炸群’，他从另一

匹马的背上一头掼了下去。恰巧‘白头心儿’随着受惊的马群冲过来，它一口

将他叼起。否则，他将毙命于万蹄之下无疑……”、惜别“‘白头心儿’啊，

何苦的呢？乖乖跟人家走吧，啊？我不会忘了你的，有一天我会把你买回来，

让你成为我的马的！”、救治“他一边打工，一边精心照料‘白头心儿’。一

个月后，‘白头心儿’奇迹般地站起来了”、返乡“这‘老兵’和曾救过他命

的那一匹军马，朝行暮宿，向着他的家乡，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等情

节；文本二叙事简略，简要叙述了马勇和铁蹄之间的一个故事，“一次巡逻途

中，领头的‘铁蹄’突然停住。赶也不走、拉也不走，还一直往后退，过了一

分钟就发生了塌方，当时如果没有它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和马勇惜别

铁蹄的一个场面，“退役前马勇特地来和‘铁蹄’告别：‘老战友，明天我就

要走了，舍不得你，最后再来看看你。’”。 

②文本一叙事按照情节先后顺序展开，从老兵入伍写到退伍，中间叙述与描写

相结合，重点描写了他与战友的对话，“白头心儿”救他，退伍前的不舍，途

中偶遇“白头心儿”，救治“白头心儿”并带它回家等几个场面，更加生动具

体；文本二选自央广军事频道新闻报道解说词，因而叙事简明扼要，如“西藏

墨脱，从军 16年的边防老兵马勇即将退出现役”，配合新闻画面来安排叙述

内容，如“马勇望着营区熟悉的一草一木满怀不舍”，更加客观真实。 

③文本一综合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如神态描写“笑了笑，没吱声儿”，动作

描写“轻轻拍着它脖子”，语言描写尤为突出，如“其实呢，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为谁驯养军马？为骑兵部队嘛。军马是骑兵不会说话的战友。我们今天多

爱军马一分，军马明天就会以忠诚多回报我们的骑兵兄弟一分。爱马也等于爱

人啊！”“我白替你打工行不行？”“多久？”“直到这匹马能站起来了为”，

文学性强；文本二仅有少量的描写，“马勇望着营区熟悉的一草一木满怀不舍”

“领头的‘铁蹄’突然停住。赶也不走、拉也不走，还一直往后退”，显得平

易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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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翱，字九皋，盐山人，永乐进士。宣德元年，以杨士奇荐，擢御史。时官

吏有罪，不问重轻，许赎罪还职。翱请犯赃吏但许赎罪不得复官以惩贪黩帝从之。 

公为吏部尚书，忠清，为英皇所信任。仲孙以荫入监，将应秋试，以有司印

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岂忍蔽之哉！若汝因之中选，则妨一寒士矣。

且汝有阶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为畿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语女

曰：“而翁长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

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

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

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

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

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若辈得无苦贫

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

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

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 

帝眷翱厚，时召对便殿，称“先生”不名。而翱年几八十，多忘，尝令郎谈

伦随入。帝问故，翱顿首曰：“臣老矣，所聆圣谕，恐遗误，令此郎代识之，其

人诚谨可信也。”成化元年进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参。屡疏乞归，辄慰留，数遣

医视疾。三年，疾甚，乃许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赠太保，谥忠肃。  

（节选自《明史·王翱传》）  

【小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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