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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衡阳市部分学校 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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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龙在十二生肖中居第五位，与十二地支“辰”同序，故又被称为辰龙。龙是古代传说中

的一种神异动物，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文献资料和考古发

现都证明了在中国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代，图腾崇拜风靡于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各

个部落，其种类可谓包罗万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联系的逐渐加强和征服战争的

频繁发生，有的部落壮大了，其图腾崇拜也随着他们的征服足迹而扩散四方；有的部落失败

了，其氏族旗帜也随着他们的失利而黯然降落。有时候被征服者的图腾会作为征服者的战利

品附属于征服者的图腾，成为征服者氏族强大标志的一部分。中国龙的产生与发展就证明了

洪荒时代这一变迁过程。

据宋代罗愿在《尔雅翼》中的描述，龙是我们的先祖们由蛇、鳄、鱼、猪、马、牛等动

物，和风云、雷电、虹霓等自然现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具有通天善变、喜水好飞、灵异吉

祥、兆祸示威等神性的一种非凡的灵物。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一书中说：“大

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后来，有一个以

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

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图腾的鼎盛时代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些氏族

部落联合起来形成部落联盟，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率领部落发展生产，对外征战，这些部落联

盟首领就是这一时代的英雄人物。后世演绎了许多关于这些英雄人物的神话传说，而在神话

传说中，这些英雄人物绝大多数都与龙联系在一起。

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也是百龙之祖。史书上说伏羲鳞身，

女娲蛇躯，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的伏羲和女娲都是上体人形，下肢蛇躯，具有原始神话亦人

亦兽的特点，也具有龙图腾主体蛇躯的特征。至于中华多民族神话传说中共同塑造的英雄人

物盘古氏，不仅完全具备了龙的形象，而且初步拥有了龙的威力，《广博物志》引徐整的《五

运历年纪》这样描写道：“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这位龙首蛇身的

神话巨人既是开天辟地的英雄，也是世界万物之祖。

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就是在这种氏族战争与部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有图腾，这一历程也展示了龙行天下、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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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主体精神。

（节选自《半月选读·图腾崇拜与神话之龙》，有删节）

材料二：

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中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

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

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 20世纪 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

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

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

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

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

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

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

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

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

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

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节选自《中华文艺·龙文化》）

材料三：

作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除具有图腾的一般特征外，龙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

主要表现在龙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三个飞跃：一是从原型动物向虚拟神物的飞跃；二

是从氏族图腾向民族图腾的飞跃；三是从图腾崇拜向宗教信仰的飞跃。

龙图腾在图腾崇拜趋于衰落的时代反而获得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是因为人们在保留

龙的图腾形式的同时，给它赋予了神的内涵。中国龙同国外图腾一样，在氏族图腾崇拜中就

是主水的神物，所谓“龙马驮图出于河”。到了阶级社会，龙更是被描绘成主山川河流、能

兴云降雨的水神，而水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位的决定因素。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龙王庙都是人

们祭祀求雨的地方。

由于龙图腾具有了上述许多氏族图腾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个古老的图腾才在其他氏族图

腾衰落、消亡的历史阶段，被我们民族的祖先携带着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成长为被人们

顶礼膜拜的神明，从而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我们相伴走到了今天。

（节选自阎世斌《从龙文化看民族精神》，有删节）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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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图腾产生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代。

B.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盘古氏，是百龙之祖，不仅完全具备了龙的形象，而且初步拥有了

龙的威力。

C.有学者认为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

系。

D.作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除具有图腾的一般特征外，龙还具有其自身的三个特点。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龙的产生与发展印证了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B.闻一多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龙图腾是在蛇图腾基础上糅合而形成的。

C.有的学者认为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D.古代人们依赖于农业，龙就被赋予水神的内涵，说明图腾崇拜与人们的农业生产关系密切。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三第二段观点的一项是（   ）

A.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等词语的意义都取自龙是吉祥瑞兽。

B.“神龙助禹治水”“义龙解人间干旱之苦”等传说。

C.古人以“龙生九子不成龙”比喻同胞兄弟品质各不相同。

D.传说中的伏羲、女娲，皆龙身或蛇身人首，亦称“龙祖”。

4.有学者质疑龙图腾说，文中提出了哪些理由？请简要概括。

5.中国人为何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请根据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答 案〗1.C    2.A   3.B    

4.①将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龙视为一种图腾，不符合图腾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物体的特点。

②被认为是龙图腾的起始形态的蛇图腾并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

③某一类型文化不等同于某一氏族部落，将某一类型文化中的龙的造型和纹饰视为某一氏族

部落图腾是错误的。

④中国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损伤、杀害和食用龙的载述不符合图腾受氏族群体成员崇敬这

一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    

5.①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传说中多与龙的形象有关。伏羲和女娲是百龙之祖，中华多民族共同

的英雄盘古氏是龙首蛇身。

②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与龙图腾形成历程中展示出的精神基本一致。龙图腾形成历程中体现

了中华民族龙行天下、奋发图强、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主体精神。

③龙图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图腾，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中国祖先创造了龙的形象，

之后又给它赋予了神的内涵，它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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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腾产生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代”错，原文“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在中国

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代，图腾崇拜风靡于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各个部落，其种类可

谓包罗万象”，可见这个时代只是图腾崇拜风靡，而不是图腾产生于这个时代。并且“图腾”

不等同于“图腾崇拜”。

B.“英雄人物盘古氏，是百龙之祖”错，原文“伏羲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也是百

龙之祖”。

D.“龙还具有其自身的三个特点”错，原文“作为一种被崇拜的图腾，除具有图腾的一般特

征外，龙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龙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三个飞跃”，

可见文中说的是三个飞跃，并没有说龙具有自身的三个特点。

故选 C。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中国龙的产生与发展印证了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错，原文“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就是在这种氏族战争与部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可见是“龙图腾”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不是“氏

族部落”。

故选 A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三第二段观点是：龙图腾在图腾崇拜趋于衰落的时代反而获得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是因为人们在保留龙的图腾形式的同时，给它赋予了神的内涵。

A.说的是龙有吉祥的寓意。与第二段的观点无关。

B.说的是龙作为主水的神物拥有神力能帮助大禹治水，能帮人们解除干旱之苦。体现了神的

内涵，支撑了第二段的观点。

C.说的是古人对“龙生九子不成龙”这句话的理解。与第二段的观点无关。

D.可以用来支撑材料一第四段的相关观点。与第二段的观点无关。

故选 B。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重要观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首先要明确答题区间，由题干中“有学者质疑龙图腾说”可确定答题区间为材料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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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本“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

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

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

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概括出：将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龙视为一种图腾，不符合

图腾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物体的特点。

根据“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

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

完全出于臆想”概括出：被认为是龙图腾的起始形态的蛇图腾并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

上确实存在过。

根据“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

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

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概括出：某一类型文化不等同于某一氏族部落，将某一类型文化

中的龙的造型和纹饰视为某一氏族部落图腾是错误的。

结合“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

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

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概括出：中国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损伤、杀害和食用龙的载述不符

合图腾受氏族群体成员崇敬这一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首先明确，为什么自称“龙的传人”可以从中华民族和龙的关联，中华民族传承了龙的什么，

龙在中华民族的地位等角度思考。

①从材料一第五段“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类始祖，也是百龙之祖。史

书上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的伏羲和女娲都是上体人形，下肢蛇躯，

具有原始神话亦人亦兽的特点，也具有龙图腾主体蛇躯的特征”和“盘古之君，龙首蛇身”

可概括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传说中多与龙的形象有关的关联，再列举伏羲和女娲是百龙之祖，

中华多民族共同的英雄盘古氏是龙首蛇身的例子证明。

②从材料一第六段“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就是在这种氏族战争与部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有图腾，这一历程也展示了龙行

天下、奋发图强、兼容并包、协和万邦的主体精神”概括得出中华民族传承了龙的精神。

③结合材料一的第二段、第六段，以及材料三“是从氏族图腾向民族图腾”“给它赋予了神

的内涵”“成长为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明，从而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等内容可以得出龙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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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北京人（节选）

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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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北平，主要描写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封建家庭如何

从“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以至于彻底崩溃的过程。

古老的曾家此时住着三代人，第一代人是已经死去夫人的垂死之人曾皓；第二代人是曾

皓的儿子曾文清，儿媳曾思懿，姨侄女愫方，女儿曾文彩，女婿江泰；第三代人是孙子曾霆

和他的妻子曾瑞贞，还有住在曾家的房客人类学教授袁任敢，他的女儿袁圆。八月节晚上曾

家人请客，此时讨债人又来到门口讨债，袁任敢和“北京人”帮他们赶走了讨债人。

外面男人声音（带着笑）小猴儿，你到哪儿去了？

袁圆（顽皮地）老猴儿，我在这儿呢！（圆儿笑着，跳着，由通大客厅的门跑出去，小

柱儿连忙也跟出去。）

曾皓（对思懿）你看，这种家教怎么配得上愫方？（转身对霆）刚才是你泼了她一桶水？

曾霆（怯惧地）她，她叫我泼她的。

曾皓 跪下。

曾思懿 我看，爷爷——

曾皓 跪下！（曾霆只得直挺挺跪下）也叫袁家人看看我们曾家的家教。（圆儿拉着她的

“老猴儿”人类学者袁任敢兴高采烈地走进来。）

袁圆（一路上谈）爹，小柱儿就给我拿来一根香，我就把鞭点上，爹，我就追，我就照

他的腿上——

袁任敢（点头，笑着听着）嗯，嗯，哦——（望见曾皓已经立起来欢迎他）曾老伯，真

是谢谢，今天我们又来吃你来了。

曾皓 过节，随便吃一点。（让坐）请袁先生上坐，上坐，上坐。

袁圆（望见了霆儿突然矮了一截，大喊）爹，你看，你看，他跪着呢！

曾皓 别管他，请坐吧！

袁任敢（望着霆儿，大惊）怎么？

曾皓 我这小孙儿年幼无知，说是在令嫒头上泼了一桶水——

袁任敢（歉笑）哎呀，起来吧，起来吧，那桶水是我递给他泼的——

曾皓（惊愕）你？——

曾思懿（忍不住）起来吧，霆儿，谢谢袁老伯！

曾霆（立刻站起）谢谢袁老伯。

袁任敢（对曾霆）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你来泼我！

曾皓 袁先生的客人呢？

袁圆（惊呼）爹，“北京人”还在屋里呢。

袁任敢 您叫我们的时候，我正在画，——哦，原来要他换好了衣服来的，可（指曾霆）

他说您——

曾皓（又客气地）我就说吃便饭，换什么衣服，真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7

袁任敢 是啊，所以我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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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儿由通大客厅的门——这门已关上的——跳出来。）

袁圆（仿佛通报贵宾，大喊）“北京人”到！（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站起探望。）

曾皓 啊。（对着门，满脸笑容）请，请，（话犹未了——）

（蓦然门开，如一个巨灵自天而降，陡地出现了这个“猩猩似的野东西”。）

曾皓（没想到，几乎吓昏了）。啊！（退后）

袁任敢（忙走上前介绍）这是曾老太爷。（“北京人”点头。）

曾皓 这位是——

袁任敢（笑着）这是我的伙伴，最近就要跟我们一块到蒙古去的。

（“北京人”走到台中，森森然望着曾皓和曾皓的子孙们。）

袁圆（同时指着）曾爷爷，他是人类的祖先，曾爷爷，你的祖先就是这样！

袁任敢（笑着）别胡扯，圆儿！（对曾皓）曾老伯，您不要生气！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

倒是这样：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

曾皓（惊惧）怎么这是北京人？

袁任敢（有力地）真正的“北京人”！（忽然笑起来）哦，曾老伯，您不要闹糊涂了。这

是假扮的，请来给我们研究队画的。他原来是我们队里一个顶好的机器工匠，因为他的体格

头骨有点像顶早的“北京人”——

曾皓（清醒了一点）哦，哦，哦，那么请坐吧！（硬着头皮对“北京人”）请坐吧。

袁任敢 对不起，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这时大家均按序入座，低声）他脾气有点暴

躁，说打人就打人，还是不理他好。

曾皓（毛骨悚然）哦，哦，（忙对瑞贞、霆儿）瑞贞，你们这边点坐，这边点坐！

（“北京人”了无笑容地端坐在上首，面对观众。）

（张顺端进来一碗热菜，搁好即下。）

曾皓（举杯）今天一则因为过节，二则也因为大小儿要离开家，一直没跟袁先生领教，

也就乘这个机会跟袁先生多叙叙，来，请，请。（望“北京人”）呃，令友——

袁任敢 多谢！（“北京人”望一望，一饮而尽，大家惊讶。）

袁任敢 我听说曾大先生非常懂得喝茶的道理——

（外面争吵声。）

曾皓 瑞贞，你看看，这是谁？吵什么？

袁圆（对瑞贞）我替你看看去！

（曾思懿对曾文清耳语，曾文清站起执酒壶，思懿随后向曾皓身边走来。袁圆早放下筷

子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下。）

曾思懿（持杯）媳妇给爹敬酒。

曾皓 （仍坐）不用了。

曾思懿（恭顺的样子）文清跟爹辞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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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清（低声）爹，跟您辞行。

（文清跪下三叩首，瑞贞和霆儿都立起。“北京人”与袁任敢瞪眼，互相望着。外面在

他们一个端坐一个跪叩的时候，又讥诮地怒骂起来。）

外面三四个人诮骂声（你一句，我一句）你们给钱不给钱。大八月节，等了一大清早上

了。这么大门口也不是白盖的。有钱还再欠账，没有钱，你欠的什么账，别丢人！……

（节选自《北京人》，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猴儿”“老猴儿”的称呼，表明袁任敢对女儿袁圆非常疼爱，父女之间亲密无间。

B.曾皓让孙儿曾霆“跪下”是因为曾霆泼了袁圆一桶水所以惩罚他，以此让他反省自己的错

误。

C.文清跪下向他父亲曾皓行礼时，“北京人”与袁任敢瞪眼相望，表明他们对这样的举动很

不理解。

D.节选部分展现了曾袁两家完全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比中让读者感受到曾家压抑沉闷的

家庭氛围。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剧本中“怯惧地”“曾霆只得直挺挺跪下”属于舞台说明，写出了曾霆的神态以及动作，

凸显出曾霆对祖父既惧怕又不满的心理。

B.曾皓与袁任敢两人交谈的语言体现了戏剧个性化的语言特点，曾皓用词讲究注重繁文缛节，

袁任敢言辞风趣，不拘小节。

C.剧本人物语言中多处使用破折号，“说是在令媛头上泼了一桶水——”和“那桶水是我递

给他泼的——”这两处破折号表现了人物说话时欲言又止的情态。

D.剧本选取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家务琐事，在貌似平静的生活画面下涌动着新思想与旧思想之

间的矛盾冲突。

8.“冲突是戏剧的要素之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矛盾冲突对于戏剧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戏剧的矛盾冲突有哪些？请简要概括并分析。

9.话剧以“北京人”为题，结合文本内容说说“北京人”有哪些含义。

〖答 案〗6.B    7.C    

8.①祖父与孙子的矛盾冲突。看重礼教教养的祖父曾皓与向往自由的孙子曾霆之间的矛盾。

②曾家与袁家的矛盾冲突。曾皓注重礼教教养的教育观念与袁任敢开明自由的教育观念的矛

盾。③曾家与讨债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曾家过八月节宴请客人却让讨债人久等无人搭理的矛

盾。④曾霆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心里不满礼教森严的旧式家庭，一方面又不敢违逆爷爷

曾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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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得像原始“北京人”的机器匠。这位机器匠因为体格头骨有点像顶早的“北京人”而成

了袁任敢研究队里的模特，被袁家父女称作“北京人”。②率性自由的始祖“北京人”。袁任

敢提到的四十万年前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束缚，没有文明捆绑的“北京

人”。③思想禁锢守旧的老一代“北京人”，以三代生活在北京的曾家人为代表。曾皓用封建

礼教来展现家长威严，曾霆虽向往自由但性格懦弱不敢反抗。④思想开放进步的现代“北京

人”，以暂时租住在北京的袁氏父女为代表。他们体格上强健有力，精神上自由无拘，富有

个性，真诚且真实。他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中，并保有着原始北京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他们

是作者心中真正理想的现代“北京人”。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作品内容的能力。

B.“以此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错误。本处曾皓通过罚曾霆跪下，显示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

威严，以此让袁家看看曾家的家教家风。

故选 B。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C.“这两处破折号表现了人物说话时欲言又止的情态”错误。结合文本“曾皓我这小孙儿年

幼无知，说是在令媛头上泼了一桶水——”“袁任敢（歉笑）哎呀，起来吧，起来吧，那桶

水是我递给他泼的——”分析可知，此处的破折号是表示说话被打断。

故选 C。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戏剧冲突的能力。

①②袁圆因被曾霆泼了一桶水而和曾霆追赶打闹，追赶至曾皓面前时，曾皓很不喜欢这样的

行为，认为袁圆缺少教养，并罚跪曾霆，曾霆解释辩解，还是被罚。此处情节有展示看重礼

教教养的祖父曾皓与向往自由的孙子曾霆之间的矛盾，以及曾皓注重礼教教养的教育观念与

袁任敢开明自由的教育观念的矛盾。

③“外面三四个人诮骂声（你一句，我一句）你们给钱不给钱。大八月节，等了一大清早上

了。这么大门口也不是白盖的。有钱还再欠账，没有钱，你欠的什么账，别丢人！……”这

几句舞台说明了曾家与债权人有矛盾冲突。

④曾皓命令曾霆跪下，曾霆虽有不满，但还是直挺挺地跪了。这几句内容体现了曾霆内心与

自己的矛盾。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分析标题含义的能力。

“北京人”这一名词是戏剧里的关键词，它既是戏剧题目，又是戏中人物。在剧中代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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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有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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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得像原始“北京人”的机器匠。节选内容里最先提到的“北京人”是袁先生的客人，原

来是袁先生队里的机器工匠，因为他的体格头骨有点像顶早的北京人给我们研究队当模特。

②率性自由的始祖“北京人”。袁先生提到了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要杀就杀，要打就打，

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

③思想禁锢守旧的老一代“北京人”剧中几代人都住在北京的曾家人，是现实北京人的代表，

他们有的精神僵死禁锢，有的虽然成长的家庭环境压抑但因为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开始向往自

由，但性格懦弱不敢反抗。

④思想开放进步的现代“北京人”剧中还有租住在曾家的袁家父女，虽是暂住也可以视为北

京人。通过袁任敢对袁圆的教养和曾皓对曾霆的教养对比，他们见到曾霆被罚跪时的言行，

袁任敢对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的评价，袁圆提到“北京人”的动作、神态、语言等内容可以

解读出他们是作者心中真正理想的现代“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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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题。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

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

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

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

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

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

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

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

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

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

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

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

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

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

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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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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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

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

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

“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选自《史记·项羽本纪》）

10.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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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江东父兄怜 A而王我 B我何面目 C见之 D纵彼 E不言 F籍 G独 H不愧于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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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在这里是情绪激昂的意思，与现在所说的“慷慨解囊”中的“慷慨”含义并不一样。

B.平明，也叫平旦，指天刚亮的时候。对应地支计时中的寅时。

C.东，与“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烛之武退秦师》）中的“东”用法相同。

D.度，与“度，然后知长短”（《齐桓晋文之事》）中的“度”词义不相同。

12.下列对文中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项羽被围垓下，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带领八百多名部下当夜突破重围，向南冲出。

B.项羽部队陷入沼泽后才被汉军追上，一番厮杀后，逃到东城只剩二十八骑，伤亡惨重。

C.汉军兵分为三路，再次包围上来，项王驱马奔驰，杀死数十上百个人，只逃脱了两个骑兵。

D.乌江亭长请项羽过江，项羽自言心中有愧，没有接受亭长的建议，最后自刎而死。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

（2）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

14.田父骗项羽这一情节揭示了项羽的什么形象特点？

〖答 案〗10.BDF    11.C    12.C    

13.（1）项王对他的骑兵说：“我来给你们拿下一员汉将！”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

约定冲到山的东边，分作三处集合。

（2）项王回头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这时才跟项

王正面相对，他把项羽指给王翳看，说：“这就是项王。”    

14.项羽被农夫欺骗这个情节，主要表现了项羽尽失人心以及盲目轻信的形象特点。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

我项籍难道心中没有愧吗？

“纵”的意思是“纵使，即使”，表示假设，“江东父兄怜而王我”作“纵”的内容，“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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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父兄怜而王我”语意完整，其后 B处应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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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彼不言”也是假设复句的前句，F处断开；

第二个“我”作下句主语，“之”是“见”的宾语，故“我何面目见之”后 D处断开。

“籍”是项羽的名，作“独不愧于心乎”的主语，其前 F处断开。

故选 BDF。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掌握，理解文言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现象的能力。

A.正确。情绪激昂；指在经济上大方，不吝啬。句意：这时候，项羽不禁情绪激昂唱起悲歌。

/形容毫不吝啬、极其大方地资助别人。

B.正确。

C.错误。名词作动词，向东跑；名词作状语，向东，在东边。句意：项王于是又带着骑兵向

东跑。/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扩张它西边的疆界。

D.正确。动词，估计；动词，丈量。句意：项王自己估计不能逃脱了。/用尺量一量，才能

知道长短。

故选 C。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只逃脱了两个骑兵”说法错误。根据材料二中的“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

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可知，不是“……只逃脱了两个骑兵”，而是项王“仅仅

损失了两名骑兵”。

故选 C。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谓”，对……说；“期”，约定；“山东”古今异义，山的东面。

（2）“顾”，回头看；“若”，你；“面”，正面相对。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概括、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

功成名就的项羽为满足私利，不效法先贤，认为创立霸业必须靠武力，坑杀 20万秦降卒，

杀子婴、烧阿房宫，杀义帝，坑杀齐降卒。这一系列操作让他民心尽失，这样的项羽从骨子

里，与当时人们痛恨的暴秦实无两样。文中田父只是一名最普通的劳动者，连田父都欺骗他，

足见项羽民心丧失到何种程度！充分揭露出项王性情残暴、民心尽失的特点；当然，由原文

“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等处，也反映出他盲目轻信的特点。

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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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的部队驻守在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及诸侯的军队把他重重包围。深夜，（项羽）

听到汉军在四面唱着楚地的歌，项羽于是大为吃惊，说：“难道汉军把楚人都征服了吗？他

们那边楚人为什么这么多呀！”项王于是在夜里起来，在帐中饮酒。有美人名虞，一直受宠

跟在项王身边；有骏马名骓，（项羽）一直骑着。这时候，项羽不禁情绪激昂唱起悲歌，自

己作诗（吟唱）道：“力量能拔山啊，英雄气概举世无双，时运不济时骓马不再奔跑！骓马

不奔跑可将怎么办？虞姬呀虞姬，（我）将怎么安排你才妥善？”项王唱了几遍，美人虞姬

应和着一同唱歌。项王眼泪一道道流下来，左右侍者也都跟着落泪，没有一个人忍心抬起头

来看他。

在这种情况下，项羽独自一人骑上马，部下壮士八百多人骑马跟在后面，当夜突破重围，

向南冲出，骑马逃走。天刚亮的时候，汉军才发觉，命令骑将灌婴带领五千骑兵去追赶。项

王渡过淮河，部下壮士能跟上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了。项王到达阴陵，迷了路，去问一个农夫，

农夫骗他说：“向左边走。”项王带人向左，陷进了大沼泽地中。因此，汉兵追上了他们。

项王于是又带着骑兵向东跑，到达东城，这时就只剩下二十八人。汉军骑兵追赶上来的有几

千人。项王自己估计不能逃脱了，对他的骑兵说：“我带兵起义至今已经八年，亲自打了七

十多仗，抵挡我的敌人都被打垮，我攻击的敌人无不降服，从来没有战败，因而能够称霸，

据有天下。可是如今最终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决不是作战的过错。今天必死无

疑，我愿意给诸位打个痛痛快快的仗，一定胜它三回，给诸位冲破重围，斩杀汉将，砍倒军

旗，让诸位知道的确是上天要灭亡我，决不是作战的过错。”

于是把骑兵分成四队，面朝四个方向。汉军把他们包围起几层。项王对他的骑兵说：“我

来给你们拿下一员汉将！”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约定冲到山的东边，分作三处集合。

于是项王高声呼喊着冲了下去，汉军像草木随风倒伏一样溃败了，项王杀掉了一名汉将。这

时，赤泉侯杨喜为汉军骑将，在后面追赶项王，项王瞪大眼睛呵叱他，赤泉侯连人带马都吓

坏了，退避了好几里。项王与他的骑兵在三处会合了。汉军不知项王的去向，就把部队分为

三路，再次包围上来。项王驱马冲了上去，又斩了一名汉军都尉，杀死数十上百人，聚拢骑

兵，仅仅损失了两个人。项王问骑兵们道：“怎么样？”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像大王说

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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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项王想要向东渡过乌江。乌江亭长正停船靠岸等在那里，对项王说：“江东虽

然小，但土地纵横各有一千里，民众有几十万，也足够让您称王了。希望大王快快渡江。现

在只有我这儿有船，汉军到了，没法渡过去。”项王笑了笑说：“上天要灭亡我，我还渡乌

江干什么！再说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

爱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心中没有愧

吗？”又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位忠厚长者。我骑着这匹马征战了五年，所向无敌，曾经

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掉它，把它送给您吧。”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追兵交

战。仅凭借项羽就杀死汉军几百人。项羽自己也负伤十多处。项王回头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

童，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这时才跟项王正面相对，他把项羽指给王翳看，

说：“这就是项王。”于是项王说：“我听说汉王用千金、封邑万户悬赏征求我的脑袋，我

送你个人情吧！”说完便自刎而死。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小题。

水调歌头①

佚名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比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

归去老渔蓑。银艾②非吾事，丘壑③已蹉跎。

鲙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④雪浪，净洗胡尘千

里，不用挽天河⑤！回首望霄汉⑥，双泪堕清波。

〖备 注〗①这首词产生于两宋之交，作者不详。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有言：“后

其词传入禁中，上（高宗）命询访其人甚力。秦丞相（桧）乃请降黄榜招之，其人竟不

至。”②银艾：借指做官。银，银印。艾，拴印的绶带，用艾草染成绿色，所以称艾。③丘

壑：指隐者所居的山林幽深处。④三江：指吴淞江、娄江、东江，均流入太湖。⑤挽天河：

挽，牵、拉；天河，即银河。杜甫《洗兵马》中有“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

诗句。⑥霄汉：高空，借喻朝廷。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时代变迁，作者重游太湖，再无往日的轻松愉快，反而满腹愁绪。

B.作者说打算终身归隐于江湖之上，此语看似达观超脱，实为忧郁愤慨。

C.作者感慨自己虽曾生长在太平盛世，但也早料到了会饱尝兵戈之苦。

D.作者虽然雄心勃勃，壮志凌云，但想到黑暗的现实，不由得泫然泪下。

16.注解①提到，这首词竞引昏君奸相绞尽脑汁地查寻，但曾敏行一语道破秦桧“招请”作

者的用心：“非求之，乃拒之也。”结合词作的思想内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答 案〗15.C    

16.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奸臣秦桧寻求他的目的不是赏识重用他，而是想找到他，排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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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迫害他。②作者对朝廷投降派不满：词作中透露了南宋投降派屈辱求和、苟且偷安导致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事实，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这必然引起投降派的忌恨不安。③作者

的志向与朝廷投降派政策冲突：作者抒发了扫净胡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而南宋朝廷重

用奸臣秦桧为相，推行投降卖国之策，不可能赏识重用主战的爱国志士。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容，赏析诗歌语言、手法的能力。

C.“但也早料到了会饱尝兵戈之苦”错误。“岂谓”，是“哪料到”的意思。“太平生长，

岂谓今日识兵戈？”是反问句，意谓自己曾生长在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要饱尝兵戈

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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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句内涵，把握诗歌主题的能力。

由题干可知，首先要把握曾敏行一语的意思。“非求之，乃拒之也”是说（秦桧）寻求他的

目的不是赏识重用他，而是想找到他，排挤他甚至迫害他。接着把握全词内容并结合诗歌的

主题来谈自己的理解。

上阕“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及下阕“太平生长，岂谓今

日识兵戈？”是说山河破碎、战乱频仍的现实，透露了南宋投降派屈辱求和、苟且偷安导致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事实。这表达出作者对朝廷投降派的不满，这必然引起投降派的忌恨

不安。

下阕“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其意即要倾泻三江的洪涛巨浪，荡涤

净洗千里中原的敌尘，收复失地，非此决不罢兵休战。抒发了扫净胡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

望。上阕“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及下阕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然而慷慨悲歌，内心激愤；而

下阕“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揭示了作者壮志难酬的原因：南宋朝廷重用奸臣秦桧当宰

相，推行投降卖国之策，大肆迫害抗金爱国人士。这说明作者的志向和愿望与朝廷政策冲突，

奸臣秦桧执政的南宋朝廷，怎么可能会赏识重用作者这样一个主战的爱国志士？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孔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告诫弟子，平时总是抱怨

“__________”，不如早为受人赏识作准备。他还鼓励曾皙也像其他弟子一样

“__________”，大胆说出自己的志向。

（2）古人常借凄厉、哀婉 猿叫声表达自己的情思，如杜甫《登高》中“__________”一

句和白居易《琵琶行》中“__________”一句。

（3）回到宁静、祥和的乡村，看到远处依稀的山村、袅袅飘升的炊烟，不由让你想起陶渊

明的两句诗：“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案〗（1）不吾知也  亦各言其志也    （2）风急天高猿啸哀    杜鹃啼血猿哀鸣   

（3）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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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说的是劳动妇女受欺压冤枉的故事，②主人公自然是社会

的底层百姓，③但是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④她力量微薄，信任所谓的王

法，⑤寄希望于皇家任用的所谓清官，⑥然而总是事与愿违。⑦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

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痛命运，⑧也颂扬了她的坚毅反抗精神。⑨而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则必须

是贵族。⑩这是从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受到古代希腊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所造成的。那时的

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

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他们的故事只能被写入喜剧中供人嘲弄。

对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中外两位戏剧家   A   。关汉卿的人物之所以最后陷入悲剧

的结局，大多是因为社会势力和当权者的残暴，及异族对汉民族的残害。所以，他会安排一

系列代表社会病态的丑恶与奸邪，如抢劫、霸占、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恶行来造成主人公

的悲剧。可见，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

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   B   ，而应该自己负

责。另外，他的悲剧还存在人物被命运摆布，逃不出命运的宿命论色彩。

18.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0个字。

19.文中第一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

不得改变原意。

〖答 案〗18.A：看法也不一致   B：归咎于客观原因    

19.语句③可修改为：而且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语句⑦可修改为：这部

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语句⑩可修改为：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的

局限和受到古代希腊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所造成的。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A处，由“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可知，这里谈的是关汉卿和莎士比亚这两位戏剧家，对造

成人物命运的原因的看法，根据后面的“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

可知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此处可填“看法也不一致”之类的内容。

B处，此处所填的句子是前文莎士比亚看法的结论，前文说关汉卿认为客观原因造成了人物

悲剧，而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加

上“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的〖提 示〗，再结合横线前的否定

词“不能”，故此处应填“归咎于客观原因”之类的内容。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修改病句的能力。

③处，“主人公自然是社会的底层百姓”和“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是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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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关系，故应将“但是”改为“而且”。

⑦处，“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痛命运”搭配不当，“悲痛”与“命

运”不能搭配，故应将“悲痛”改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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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30100200010145

https://d.book118.com/45623010020001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