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5 月福州市普通高中毕业班质量检测 

语文试题 

（完卷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50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

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

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不同，中西民族在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

气质和审美心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

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不例外。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中国

建筑艺术也散发着中华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风貌性格。 

西方的建筑重在坦率地呈现人心中的激情，把内心的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为

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人意表

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神庙、拜占庭尤其是哥特

或巴洛克教堂以至现代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中国的建筑则与此相反，并

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狂热，而是重在“再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 

从艺术角度而言，中国建筑的美就隐蓄在“群”的内部，需要周览全局才能一一呈

现。它鄙视一目了然，不屑于急于求成，因而也更加含蓄温文，更为内在。即就建

筑单体美而言，中国建筑也颇不同于西方之注重外形的奇诡新巧、变化多端，而更

多地存在于体、面、线、点的组合显示的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所赋予的和谐、宁

静及韵味。 

中国建筑更具有一种“绘画”之美。群中的每一座建筑单体就像是画中的一些长短

粗细浓淡不同的线，如果离开全画，这些线就失掉了意义。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

庄严氛围中才有价值，祈年殿也只是在松柏浓郁的天坛环境中才有生命。群外围绕

的城墙或院墙则是画框。城楼、角楼或院门，则是画框上的重点装饰。“画框”里

面的单体建筑内向而收敛。西方建筑则更具有一种“雕塑”之美，本身就是完然具

足的，雕塑感很强，外向而放射，几乎每座不同，争奇斗胜，突现自己。中国的建



筑重在创造一种群体的内在意境之美，比较含蓄，更多潜化之道；西方则重在创造

单体建筑的外在形体之美，比较张扬，更多震撼之力。 

就建筑和群外的自然而言，中国建筑不强调突出自己，所以尽管在围墙内部各建筑

势态干戈相向，群外却趋于平静，故深山之古寺应曰“藏”，而不会筑成欧洲的城

堡。中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的肯

定：寺既藏于深山，寺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更加辽阔，更加

不朽。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借助于墙和屋顶，造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存在，它是放射的，以

不凡的形象高傲地鄙视自然。在欧洲城堡里常常会耸起一些高高低低的塔楼，一个

个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生怕人们忽视了它们。欧洲建筑不重视与自然的渗透调和

而更看重与自然的对比，人的力量显示得更加突出。 

（摘编自萧默《从中西比较见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性格》） 

材料二： 

在中国和西方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为了谋求基本的生存空间而促进了住宅的营造，

最初出现的住宅都是用树枝和泥土搭建而成的树枝棚和洞穴。《墨子·辞过》说：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

为宫室。”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房屋的起源及其发展”中也说：“有些人便

开始用树叶铺盖屋顶，有些人在山麓挖掘洞穴，还有一些人用泥和枝条仿照燕窝建

造自己的躲避处所。”“巢居”和“穴居”的进一步发展，即是中原大地上出现的

干阑式建筑和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以及欧洲大陆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蜂巢形石屋、

树枝棚屋、帐篷、长方形房屋等。据考古发掘和复原研究，这些住所在空间上具有

某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规模都很小，形状都是圆形和方形，构成方式主要以“单

间复合式”和“多间集中式”为主。 

然而，中西传统居住建筑也存在不同。中国住宅多数以院落式布局为主，通过廊或

廊庑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体，空间组织讲究主从关系；而西方住宅多数以独立式布

局为主，通过大厅等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体，空间组织注重序列关系。 

中国住宅发展到周代，院落式布局已经基本形成，此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院落

式布局由一座座单体建筑、廊或廊庑、围墙围绕着中心院落，在平面方向上向四个

方位扩展和延伸的组群形式，造就了一种使建筑物依存于大地的感觉。其中，单体

建筑作为室内空间的载体，一方面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成为建筑组群的一个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每座单体建筑都具有完备的空间结

构和空间形态。 



西方住宅在初期布局上，也曾使用以庭院为中心周围布置房屋的形式，如古希腊的

庭院式住宅、古罗马的中庭式住宅。但古罗马也创造了公寓式住宅，并呈现出由中

庭式向公寓式住宅发展的趋势。自古罗马以后，西方住宅很快倾向于独立式布局，

即把原来离散的单体建筑合并起来，组合成独立式住宅，不断追求巨大的建筑体量

和内部空间，从中世纪的城堡，到文艺复兴的府邸和别墅，再到古典主义的府邸大

多如此。室内各种房间，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房间，通过“大厅式”“楼梯厅

式”“长廊式”“连列厅式”等把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的各个房间连接起来，形成完

整的室内空间系统。 

（摘编自詹和平《中西传统居住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比较》） 

1. 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如果把中国建筑群比成一幅画，群中的建筑单体就是画中的线，群外围绕的城墙

或院墙则是画框。 

B. 中西方文献资料认为，最初的住宅建筑都是先民们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而建造的

“巢居”和“穴居”。 

C. 中西方传统住宅建筑，在整体布局、室内空间连接方式以及空间组织关系上，多

存在不同之处。 

D. 以庭院为中心周围布置房屋的院落式布局，是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典型而又独有的

空间结构形式。 

2. 根据材料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西民族的哲学观念不同，决定了中西建筑艺术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性格。 

B. 中国传统建筑的含蓄美，既表现在建筑群体之中，也表现在建筑单体中。 

C. 如果太和殿没有紫禁城庄严氛围的烘托，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建筑的价值。 

D. 中国建筑不强调在自然面前过分突出自己，因此也在自然面前失去自己。 

3. 下列选项中，最不符合材料一所提中国“艺术性格”的一项是（    ） 

A. 李白《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B. 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C. 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D. 王实甫《长亭送别》：“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4. 萧默认为，“关于中西建筑的比较，很难说孰优孰劣，就好比山南宜于桃李，山

北宜于松柏，各有其宜而已。”请结合材料二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5. 以下是《红楼梦》第十七回关于薛宝钗住的“衡芜苑”的描写，请根据材料一分

析其所体现的中国建筑特征。 



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

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

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营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

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 

【答案】1. D    2. B    3. A    

4. ①中国住宅多数以院落式布局为主，空间组织讲究主从关系，体现中国人的伦理

观念； 

②西方住宅多数以独立式布局为主，追求巨大的建筑体量和内部空间，符合西方人

的性格气质。     

5. ①衡芜苑入门是“突出的插天大玲珑山石，把所有房屋熟皆遮住”，这大山石是

住处的屏障，也是主人性格瑟而不露的写照，体现了中国建筑重在“再现”精神的

宁静与平和的特征。 

②衡芜苑四面都环绕着石块，把里面的房屋都遮住了，且许多异草穿石隙，垂据绕

柱，景物和房屋互相衬托，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的艺术审美。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D.“院落式布局，是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典型而又独有的空间结构形式”错误，张冠

李戴。根据材料二“单体建筑作为室内空间的载体……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也就是说，每座单体建筑都具有完备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分析可知，具有

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典型而又独有的空间结构形式特点的是单体建筑，而不是“院落

式布局”。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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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民族的哲学观念不同，决定了……”错误。根据材料一“由于中国和西方

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不同，中西民族在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

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

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不例外”分析可知，中西建筑艺术呈现出不同的艺术

性格的原因有很多，不只有“中西民族的哲学观念不同”； 

C.“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建筑的价值”错误，根据材料一“中国建筑更具有一种‘绘

画’之美。群中的每一座建筑单体就像是画中的一些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线，如果

离开全画，这些线就失掉了意义。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庄严氛围中才有价值”分



析可知，如果太和殿没有紫禁城庄严氛围的烘托，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绘画”价

值，而不是建筑价值； 

D.“因此也在自然面前失去自己”，错误，根据材料一“中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

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的肯定”可知，中国建筑不强调在自

然面前过分突出自己，并没有在自然面前失去自己，而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

的肯定。 

故选 B。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能力。 

材料一所提中国“艺术性格”指的是精神的宁静与平和，含蓄温文，更为内在，融

于自然。 

A.“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直接抒情，不符合“含蓄温

文”的特点；这几句也突出了自然与人的对立，不符合“融于自然”“天人合一”

的特点。 

BCD 都体现了中国“艺术性格”中的“含蓄温文”的特点。 

故选 A。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信息，归纳概括要点的能力。 

根据材料二可知，中西建筑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根据材料二“中国住宅多数以院落式布局为主，通过廊或廊庑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

体，空间组织讲究主从关系”分析可概括为：中国住宅多数以院落式布局为主，空

间组织讲究主从关系，体现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根据材料二“而西方住宅多数以独立式布局为主，通过大厅等连接室内空间形成整

体，空间组织注重序列关系”分析可概括为：西方住宅多数以独立式布局为主，追

求巨大的建筑体量和内部空间，符合西方人的性格气质。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衡芜苑“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

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其中这大山石是住处的屏障，也是主人性格瑟而不露

的写照，体现了材料一“中国的建筑则与此相反，并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狂热，而

是重在‘再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的特点。 



衡芜苑“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

悉皆遮住”“只见许多异草” 垂据绕柱，景物和房屋互相衬托，体现了材料一“中

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审美。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鼓书艺人（节选） 

老舍 

宝庆唱的是压轴戏。 

他的桌围子是红哗叽的，没绣花，用黑缎子贴了三个大字：方宝庆。桌围子刚一绑

上，园子后面的门就开了，人开始往外涌——听过那个穿高跟鞋的娘们，谁还要再

听一个男人家唱？只有少数人没走，他们也腻歪了，不过总得有点礼貌。 

门帘一掀，汽灯的亮光，照得宝庆那油光锃亮的秃脑门，闪出绿幽幽的光。他走上

台来的工夫，对观众的掌声，不断报以微笑，同时不住地点着头，他穿着一件宽大

的海蓝色绸长衫，千层底的黑缎子鞋。他上场时总是穿得恰如其分。 

他沉着地走向鼓架，听众好奇地瞧着，他才不在乎那些弃他而去的人呢，那不过是

些无知的人，他对自己的玩艺儿是有把握的。那些熟座儿会欣赏他的演唱。走几个

年青人没什么要紧。他们到书场里来，也不过就为的是看看女角儿。 

他的鼓点很简单，跟秀莲敲得相仿佛。不过他敲得重点儿，从鼓中间敲出洪亮悦耳

的鼓点来。他的眼睛盯着鼓面，有板有眼地敲着。鼓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十分驯

服。他的鼓点支配着小刘的弦子，他这时已经弹得十分和谐动听。 

唱完小段，宝庆说了两句，感谢听众光临指教。今儿是开锣第一天，有什么招待不

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他说，要不了几天，就能把场子收拾利落了。他本想

把这番话说得又流利又大方，可是到了时候，本来已经准备好了的话，一下子又说

不上来了。他一结巴，就笑起来，听众也就原谅了他。他们衷心地鼓掌，叫他看着

高兴。 

他介绍了他要说的节目——三国故事《长坂坡》。他还没开口，听众就鸦雀无声

了。他们感觉得出来，他是个角儿，象那么回子事。宝庆忽然换了一副神态。他表

情肃穆，双眉紧蹙，两眼望着鼓中间。 

他以高昂的唱腔，迸出了第一句：“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听众

都出了神，肃然凝听，大气儿也不敢出。宝庆的声音如波涛汹涌，浑厚有力，每一

个字儿都充满激情。他缓缓地唱，韵味无穷。忽而柔情万缕，忽而慷慨激昂，忽而

低沉，忽而轻快，每个字都恰到好处。 



宝庆的表演，把说、唱、做配合得尽善尽美。他边做边唱：“忠义名标千古重，壮

哉身死一毛轻。”他也能凄婉悲恸，摧人肺腑：“糜夫人怀抱幼主，凄风残月把泪

洒……”只有功夫到家的人，唱起来才能这样的扣人心弦。 

宝庆一边唱，一边做。他的鼓楗子是根会变化的魔棍，演什么就是什么。平举着，

是把明晃晃的宝剑；竖拿着，是支闪闪发光的丈八长矛；在空中一晃，就是千军万

马大战方酣。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门；一抬脚，又上了马。 

秀莲和琴珠唱的时候，也带做功。可是，秀莲没有宝庆那样善于表演，琴珠又往往

过了头。宝庆的技艺最老练。他的手势不光是有助于说明情节，而且还加强了音乐

的效果。 

猛的，他在鼓上用力一击，弦子打住了，全场一片寂静，他一口气象说话似的说上

十几句韵白。再猛击一下鼓，弦子又有板有眼地弹了起来。 

这段书说的是糜夫人自尽，赵子龙怀抱阿斗，杀出重围。他唱书的时候，听众都觉

得听见了杂沓的马蹄声和追兵厮杀时的喊叫。 

最后，宝庆以奔放的热情，歌颂了忠义勇敢的赵子龙名垂千古。他说这段书的时

候，时而激昂慷慨，时而缠绵悱恻，那一份爱国的心劲儿，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然后，他一躬到地，走进了下场门。演出结束，一片叫好声，掌声雷动。 

宝庆擦着脑门上的汗珠，走到台前来谢幕。又是一片叫好声。他说了点什么，可是

听不见。大家都叫：“好哇！好哇！”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他笑容满面，不住地道谢。“明儿见！请多多光顾，玩

艺儿还多着呢！务请光临指教。”说着话，他抻了抻海蓝的绸大褂儿，褂子已被汗

湿透，紧紧地贴在脊梁骨上了。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小说《鼓书艺人》中，老舍从主人公方宝庆一家离开武汉赴重庆的船上写起，到

1945 年秋抗战胜利之后，方家一家人又告别重庆、乘船返回“下江”止，一共写了

七年，几乎像编年史一般写了他们这些年的遭遇。王瑶先生曾经评价老舍先生说：

“我们在老舍先生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看见了作者本人。在外部世界的客观描写

下，奔涌着作者或迷惘、忧郁或愤激、爱恋的情感。他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主客观交

融的世界。”方宝庆一家的遭遇，某种程度上是老舍先生的真实经历。1938 年 7

月，武汉告急，老舍一行乘一艘破船仓皇流亡重庆，一路历经坎坷。在重庆期间，

老舍和著名鼓书艺人富少舫、富淑媛父女来往颇多，他们便是方宝庆父女的原型。 

（摘编自韩宇瑄《论〈鼓书艺人〉在老舍创作道路中的“变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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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文本一中方宝庆的登台亮相与《红楼梦》中王熙凤初次出场的方式相似，都有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B. 演出一开始，就有人向外涌，结束后现场一片叫好、掌声雷动，方宝庆以精湛、

投入的表演，彻底征服了观众。 

C. 作者在文中以听众的反应衬托说书人技艺精湛，这与白居易《琵琶行》中“东船

西舫悄无言”的表现手法相同。 

D. 老舍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通过动作化、个性化的语言，长短、整散结合的句

式，将方宝庆的表演描绘得精彩纷呈。 

7. 关于“宝庆一边唱，一边做”这一段，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方宝庆运用鼓楗子这个“道具”极为娴熟，挥洒自如，这为他的说书表演增色不

少。 

B. “平举”“竖拿”“一晃”这些舞台动作导致宝庆汗流浃背，也体现了他的敬业

精神。 

C. 方宝庆表演时将“鼓楗子”舞作“宝剑”“丈八长矛”状，契合了说书的情节内

容。 

D. “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门”中的“算”有“当作”之意，体现了舞台动作的虚

拟性。 

8. 方宝庆做人做艺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请结合文本一简要分析。 

9. 王瑶先生认为老舍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主客观交融的世界”。请结合文本加以分

析。 

【答案】6. A    7. B     

8. ①在做人方面，礼数周到，老练通达，洞悉人性。（2）在做艺方面，技艺精湛，

表演精彩，善于把控演出节奏。     

9. ①老舍所描绘的“鼓书艺人”方宝庆、说书曲目及演出场景都有生活蓝本，是其

真实生活体验与感受的艺术表达。②老舍在塑造方宝庆、描绘其说书表演中，时时

处处倾注着对民间艺人的礼赞，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深沉的爱国情感。 

【解析】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综合赏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能力。 

A.“与《红楼梦》中王熙凤初次出场的方式相似，都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

艺术效果”错误。原文“门帘一掀，汽灯的亮光，照得宝庆那油光锃亮的秃脑门，

闪出绿幽幽的光。他走上台来的工夫”先写方宝庆出场，再写他唱，与《红楼梦》

中王熙凤初次出场的方式不同。 



故选 A。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重要情节的作用、赏析语言的能力。 

B.“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错，“平举着，是把明晃晃的宝剑；竖拿着，是支闪闪

发光的丈八长矛；在空中一晃，就是千军万马大战方酣。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

门；一抬脚，又上了马”体现他的表演艺术精湛。 

故选 B。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的能力。 

在做人方面，结合“他走上台来的工夫，对观众的掌声，不断报以微笑，同时不住

地点着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海蓝色绸长衫，千层底的黑缎子鞋。他上场时总是穿

得恰如其分”可知，方宝庆出场对观众掌声的回应以及穿戴都是恰如其分；“唱完

小段，宝庆说了两句，感谢听众光临指教。今儿是开锣第一天，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结束时“不住地道谢”体现他礼数周到；“那些熟座儿会

欣赏他的演唱。走几个年青人没什么要紧。他们到书场里来，也不过就为的是看看

女角儿”“他一结巴，就笑起来，听众也就原谅了他”可见他老练通达，洞悉人

性。 

在做艺方面，“宝庆的声音如波涛汹涌，浑厚有力，每一个字儿都充满激情。他缓

缓地唱，韵味无穷。忽而柔情万缕，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沉，忽而轻快，每个字

都恰到好处”唱腔动人，技艺精湛；“宝庆的表演，把说、唱、做配合得尽善尽

美”“宝庆的技艺最老练。他的手势不光是有助于说明情节，而且还加强了音乐的

效果”他表演精彩；“他以高昂的唱腔，迸出了第一句”“猛的，他在鼓上用力一

击，弦子打住了，全场一片寂静，他一口气象说话似的说上十几句韵白。再猛击一

下鼓，弦子又有板有眼地弹了起来”善于把控演出节奏。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作者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的能力。 

结合文本二“方宝庆一家的遭遇，某种程度上是老舍先生的真实经历。1938 年 7

月，武汉告急，老舍一行乘一艘破船仓皇流亡重庆，一路历经坎坷。在重庆期间，

老舍和著名鼓书艺人富少舫、富淑媛父女来往颇多，他们便是方宝庆父女的原型”

可知，老舍所描绘的“鼓书艺人”方宝庆、说书曲目及演出场景都有生活蓝本，是

其真实生活体验与感受的艺术表达。 

结合文本一“鼓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十分驯服。他的鼓点支配着小刘的弦子，他这

时已经弹得十分和谐动听”“宝庆的声音如波涛汹涌，浑厚有力，每一个字儿都充



轻快，每个字都恰到好处 他的鼓楗子是根会变化的魔棍，演什么就是什么。平

举着，是把明晃晃的宝剑；竖拿着，是支闪闪发光的丈八长矛；在空中一晃，就是

千军万马大战方酣。他一弯腰，就算走出了门；一抬脚，又上了马”老舍在塑造方

宝庆、描绘其说书表演中，对他的鼓点、唱腔和做功表演等极尽赞美的能事，时时

处处倾注着对民间艺人的礼赞；再结合“老舍从主人公方宝庆一家离开武汉赴重庆

的船上写起，到 1945 年秋抗战胜利之后，方家一家人又告别重庆、乘船返回“下

江”止”可知，方宝庆是战乱年代一个普通的说书艺人，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蕴

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深沉的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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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问管子曰： 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

不乱，明而不蔽矣。”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

国必富矣。”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对曰：

“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公曰：“请问战胜之

器？”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

矣。”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

城矣。”公曰：“然则取之若何？”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

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

可为数。”公曰：“来工若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桓公曰：“吾

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管

子对曰：“用货，察图。”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子对曰：“以奇。”桓公

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

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管仲

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

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

则往者不反。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

行之？”管仲对曰：“质信极仁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请闻其

说。”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

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

也；质信以让，礼也。” 



小问》）

材料二：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选自《论语·为政》） 

10.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

涂黑。 

质 信 B极 C仁 D严 E以 F 有 G礼 H慎 I 此 J 四 K者 L所 M以 N行 O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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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即管仲，春秋时期政治家，受鲍叔牙举荐而辅佐齐桓公，使桓公成为春秋五

霸之首。 

B. 豪杰，指才能出众的人，与《五代史伶官传序》“举天下之豪杰”的“豪杰”意

思相同。 

C. 攻取之数意为攻取敌人的策略，“数”与《六国论》“胜负之数”的“数”字含

义相同。 

D. 泽命不渝中的“渝”意思是“变更、改变”，与成语“坚贞不渝”中的“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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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问如何治而不乱，明察而不受蒙蔽，管仲认为须明确责任而后安排官职；桓

公又问如何富国，管仲回答要努力耕种而顺应农时。 

B. 桓公询问战胜敌人的武器，管仲认为需选豪杰、聚良器、招巧匠；针对如何攻取

敌人，管仲提出烧毁装备、夺取粮食、攻占坚固城池之策。 

C. 桓公问怎样招致天下的精材，管仲说出高价，不要在价钱上限定数目；问如何招

募工匠，管仲说给予三倍的报酬，他们就会不远千里而来。 

D. 桓公苦于民众太少，管仲认为治国者若不解民生疾苦，缺乏仁德，用刑罚恐吓，

靠暴力压制，会使民众多怨多诈，离去的人不愿返回。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而可？ 

（2）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 

14. 孔子“为政”强调“德”与“礼”，请结合材料分析其原因。 

【答案】10.D H L    11. C    12. B     

13. （1）我想要施行大仁大义，使天下人获利，怎么做才可以呢？ 

（2）嘉奖并且以礼招待他，厚待而不欺骗他，那么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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