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市部分高中 2024 届高三上学期联合考试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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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题。 

材料一： 

我国城市的起源距今有 3000 多年了，很早就将水利工程的环境美学引入宫城建

设。一个环境优美、市政功能完备的城市，往往有规划合理、管理得当的城市水

利工程体系。例如，北京自金代至明代终于演化出流动的湖泊水体与规则宫城和

市坊街道整合的城市格局，既体现了帝国都城的威严，又以湖光山色赋予城市以

灵气和美感。 

其实，水资源条件作为重要自然因素在城市出现的初期已被重视，古代典籍中早

已提出关于城镇规划的水利原则。《管子》蕴涵着丰富的水利规划内容，既从纲

领上明确了城池建设是国之要务，又从细节上强调城址高程选择需取水之利、避

水之害，城址位置选择应水源丰沛，引蓄得宜，城市整体规划宜遵循排水综合功

能具备的制度等。这些理论体现了因地制宜、顺势利导的主要原则，成为至今所

知最早的自然城市理论。  

水利工程的兴建给一些都城留下了宛若银链的城市水道和碧波莹莹的园林陂池。

这些水道和陂池互相贯通，可调节供排水量，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效益。

如今，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对传统城市水利问题提出新的要求，在满足了衣食住行

等基本需求之后，城市市民的愿望就是有整洁优美的市容、良好的秩序，能够享

受蓝天、碧水、绿树、花丛，看到更多的能代表城市精神和文化品位的东西。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对功能至上的城市规划观念进行了反思，重新研

究旧城市，研究古代“自然城市”的风味，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以“创造优美城市环境”

为宗旨的城市规划理论。对城市范围的河道整治除满足防洪、排涝、供水等目标

外，将河道、水域看成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美化城市的重要载体，将河道

建成城市特有的风景带和休闲旅游场所，改善生态环境，并形成城市新的经济开

发带。 

当前城市水利建设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支持。城市水利学是对城市的

安全、经济、环境与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并运用这些研究指导城市水利规划、

建设和管理的科学，这一理论要求既要研究城市水利的规律，又要根据城市水利

的规律指导城市水利实践。此外，对各国之间城市水利问题与经验的横向比较研

究，以及将古代城市水利的优秀成果联系现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所进行的纵向比较

研究，将会对研究工作的深入有重要帮助。 



城市的河道、水域历来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也蕴藏着城市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也常是现代城市体现其独特风貌和优美景观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要保留前人留

下的遗产，吸收古老的历史和优秀的东方文化中蕴藏的智慧，更要以完整的现代

化城市结构丰富其内涵和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 

（摘编自周魁一《论水环境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 

材料二：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一个致力于江河安澜的伟大构想，在这一刻成为现实。 

2022年 12月 30日上午 10 时，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水利工程、安徽省基础设

施建设“一号工程”——引江济淮工程，在巢湖岸边宣告主体工程正式实现试通水

通航。 

引江济淮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江淮沟通、江水北送三段，供水范围涉及皖豫

两省 15个市 55个县（市、区），输水线路总长 723公里，受益范围 7.06万平

方公里，受益人口 5100多万人，改善灌溉面积 1800 多万亩。 

关于引江济淮的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近 2000年前。三国时期，曹操曾试图沟

通江淮水系，可在开挖过程中却“日挖一丈，夜长八尺”。“曹操运河”就此不了了

之，然而沟通江淮的梦想却延续了千年。 

伟大工程诞生于伟大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引江济淮工程加速推进，不断创造

新时代国家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审批建设新效率。根据规划，到 2040年，引江济

淮年均引江水量将达 43 亿立方米，相当于把两个巢湖输送到江淮之间和皖北、

豫东地区。破解皖北和豫东地区发展难题，关键在水，这也是建设引江济淮工程

的初衷之一。“从今往后，皖北和豫东数千万群众终于能‘共饮长江水’了！”在试

通水通航现场，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引江济淮工程第二代

设计者朱青激动地对记者说。 

引江济淮工程的另一重大功能，是对我国高等级内河航运格局的极大完善。当长

江、淮河两大水系在安徽省内实现沟通，长三角地区的工农业产品可以顺利北上，

北方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可以南下，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安徽桐城、枞阳两县的菜子湖是引江济淮工程的必经通道，也是重要的候鸟

栖息地。为严格保护候鸟栖息环境，引江济淮工程专门增加了约1.5 亿元投资，

将航道西移约 1公里，远离鸟类集中分布区；结合微地形改造布设苦草、黑藻、

菹草等耐水植物，为候鸟提供优质栖息地。 



引江济淮工程还是我国布设鱼道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工程安排了 2.5亿元左右

专项资金，为鱼类增设了 5处鱼道，用于鱼类洄游。过鱼通道由原来的顺直平面

布置，变为蜿蜒曲折、宽窄相间的仿生态布置，鱼道结构也由普通的混凝土结构

调整为堆砌石生态结构。 

“曹操为什么挖不下去？就是因为膨胀土。膨胀土是一种遇水膨胀变形、失水收

缩开裂的黏性土，民间将其形象描述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中铁十局引

江济淮项目总工程师刘绍云介绍，“面对膨胀土，我们总结形成了膨胀土河渠边

坡水泥改性土换填施工工法等一系列新工法、新工艺，不仅提高了工效，还节约

了资源”。 

水至福来。如今，长江水从枞阳引江枢纽汩汩流出，一路过长渠、钻涵洞、穿渡

槽，跨越千年，终与淮河“牵手”，从此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滋养着这片广袤的土

地。 

（摘编自丁一鸣、常河《长江淮河终“牵手”》，《光明日报》2023 年 1月 4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我国城市出现很早，并且在城市出现的初期就建立了规划合理、管理得当的城

市水利体系，北京的城市格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B.功能至上的城市规划观点如今已难以满足市民的城市生活需求，河道、水域目

前正主要用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美化城市。 

C.当前城市水利建设既要汲取古代典籍中的水利文化知识，又要学习现代城市水

利学等科学理论，纵横比较，深入研究。 

D.引江济淮水利工程突破了单一的城市地域限制，连通皖豫，据规划工程试通水

通航后年平均引水量会达到 43 亿立方米。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借助《管子》和“曹操运河”故事来行文，虽同属历史知识

的运用，但在材料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B.材料一在强调水利建设的理论指导时，以下定义的方式介绍了“城市水利学”的

主要内容，简明扼要，易于理解。 



C.材料二的引江济淮工程调节了年平均引江水量，惠及百姓，同时也给城市带来

了巨大的环境效益，是对材料一中心论点的有力实践。 

D.材料二中“牵手”指的是在引江济淮工程的推动下，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一路过

渠穿洞、跨越千年，实现历史性的伟大会合。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第二段观点的是（3分） 

A.“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

此地图之常也。”（《管子·地图》） 

B.“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

而沟防省。”（《管子·乘马》） 

C.“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

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管子·度地》） 

D.“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

城。”（《管子·度地》） 

4.水利是与江河、与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人类活动。请结合材料概括水利工程具体

有哪些功能价值。（4分） 

5.《扬帆》杂志拟出版一期“中国水利”专栏，材料一为学术论文，材料二是新闻

报道，身为编辑的你，会选择哪篇文章向同学们介绍“水利”知识呢？请结合材料

说明理由。（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抉择 

张爱国 

客栈的门被轻轻敲了一下。我爷爷大惊，紧捂口鼻，一只眼贴上门缝。外面，除

了风雪声，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  



“张老板，在吗？我从城外来。”声音很低也很平静。听到“城外”，我爷爷不知道

怎么就拉开了门。来人不高，不胖，很精干，握住我爷爷微微颤抖的手，低声道：

“谢谢同志。哦，我可以称呼您同志吗？” 

我爷爷略显迟疑：“长官……” 

“别，我姓范，叫我老范。我还叫你张老板。”老范说话很干脆，“张老板，客栈里

没有住客吧？请给我一间房，能容我一人就中。这是房费。”老范将两块大洋塞

进我爷爷手里。 

“不，不……” 

“有住客？”老范立马有了警惕。 

“城都被你们围了一个多月了，外乡人哪里还住得起店？”我爷爷将两块大洋往老

范手里回塞，“这个不要，你们也是为了……” 

“所以你更得收下。”老范将大洋摁到我爷爷掌心，“四十八天了，别说外乡人，你

们也不好过哦。没办法啊，这么一座千年古城，炮火一开，我们都是历史和民族

的罪人。” 

“我懂。青沙城的人都懂。”我爷爷将老范领上二楼最东头的房间，两人的脚步都

轻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关上门，我爷爷要给老范送瓶开水泡泡脚，被老范制止：

“不用，习惯了。”老范拍拍我爷爷后背：“张老板，你能让我进来，就能为我保密，

是吧？” 

我爷爷木讷地点了点头，轻手轻脚地走回楼下，隐隐觉得刚才不该让这个人进来，

他此时能从城外进入城内，说明绝非一般人物。他的到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

我爷爷不由得害怕。 

“铃”，铃声非常低，却惊得我爷爷一大跳，房里哪来的铃声？ 

“铃，铃”，我爷爷立即知道了铃声的来源，全身的汗毛立马竖立。四五年没用了，

那个很难引人注意的铃铛已落满灰尘，那根从楼上穿壁而来的丝线也落满灰尘，

正被轻轻牵动着。“他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我爷爷紧搭猛烈跳动的胸口，蹑手

蹑脚走上三楼最西头那间房前，轻轻触碰门头隐蔽的小钉子。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了。 

房内温暖如春。魏鸣之倚在大床上，手里捧着烟枪，烟枪换了，周身镶嵌着红蓝

宝石。“子林兄，外面如何？客栈里如何？有无异样？ ”魏鸣之吐一口烟圈。  



“没，没……”我爷爷知道魏鸣之的厉害，愈发紧张。 

“咔！”魏鸣之一只手继续捏着烟枪，另一只手变魔术般举着一把手枪，子弹也被

推上了膛，枪口对准我爷爷的眉心：“张老板，别和我耍心眼儿。” 

我爷爷反而平静了——与魏鸣之打交道这么多年，受到他不小的影响，越是紧急

时刻越表现得平静。“鸣之兄，哦，长官，我可以请你离开这儿吗？这是我的客

栈，你入住经过我同意了吗？按你们的法律，我有权这么做。” 

魏鸣之手腕一闪，手枪不见了，坐起，向我爷爷微微一抱拳：“子林兄勿当真，

兄弟不过开个玩笑。子林兄，并非兄弟信不过你，实在是兄弟重任在身，不可有

丝毫差错。不瞒子林兄，不出三日，兄弟我，我们，就大功告成，城外那些……” 

“明白，鸣之兄一到，我就知道事关重大。我也明白，鸣之兄一出手，局势就会

逆转。”我爷爷淡淡地说。 

“张子林，不是你，我早已死于日本人之手，故而你也是抗日英雄。然，此时同

样国难当头，你若胆敢有丝毫背叛，我魏鸣之的子弹是不认人的！”魏鸣之说着

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根金条，“子林兄，兄弟也只能如此相报了。子林兄放心，青

沙城解围，全国秩序恢复后，兄弟和南京都不会忘记你。” 

回到楼下，爷爷愁死了，事情已经很清楚，老范和魏鸣之，一个城外，一个城内，

正在领导一场针锋相对的重大行动。“魏鸣之当年孤身潜入被日本人占领的青沙

城，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身受重伤，是我冒着危险救他。可是，我不能成为罪

人啊！”我爷爷终于咬了咬牙，走向二楼最东边的房间，默默念道，“鸣之兄，我

并非背叛。我当年救你，是救英雄；现在，我是……”超然客公众号 

补记：《青沙志》载，是夜，魏鸣之被捕。次日，解放军挫败青沙城守军一次重

大阴谋。旋即，青沙城宣告解放。  

（摘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第 7期，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老范将两块大洋摁到“我爷爷”的手心，与魏鸣之希望“我爷爷”为他保密用意相

同。 

B.老范、魏鸣之在风雪之夜先后到来，这使“我爷爷”始终处于紧张害怕之中，慌

乱无措。 



C.魏鸣之对“我爷爷”的称呼多变，表明他对“我爷爷”既有试探、威胁又有安抚、

利诱。 

D.对话中多处使用省略号，蕴含丰富的语意，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多方向解

读的可能。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开头的环境描写用语简练，在刻画自然环境寒冷黑暗的同时，又营造出紧张的

氛围，奠定文章的情绪基调。 

B.解放军与反动派的冲突集中到“我爷爷”身上，构成了“我爷爷”的内心冲突的基

础，富有张力，引人入胜。 

C.把解放青沙城的大事聚焦于客栈，以小写大，与《百合花》中从“新媳妇”的言

行刻画小通讯员形象的手法类似。 

D.小说正文结尾留有空白，文末又用补记的形式明确交代了故事的结局，既与前

文相互印证，又突出了主题。 

8.小说的标题意蕴丰富，请简要分析。（4分） 

9.小说分别写了“我爷爷”见到老范、魏鸣之的两个场景，二者对比鲜明。这样安

排有什么好处？请谈谈你的理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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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题。 

材料一：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

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

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

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

乘，来取东地于楚。王令群臣献计。上柱国子良入见，曰：“王不可不与也！王

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子良出，昭常

入见，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东国之



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曰：

“不可与也。虽然，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天下。楚亦

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

又遣景鲤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

东地，且与死生。”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

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

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

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

用，东地复全。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二》） 

材料二： 

秦人留之（楚怀王），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

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欲立王子之在国者。昭雎曰：“王

与太子俱困于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得王召群

臣谋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

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 ”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予我下东

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节选自《资治通鉴》，有删改） 

10.材料一画波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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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王乃遣 A子良北 B献地于齐 C立昭常 D为大司马 E使守东地 F又遣景鲤 G西

索 H救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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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A.与，意指给，给予，同《六国论》“与嬴而不助五国也”的与”字含义相同。 

B.玉声，似玉相击之声，引申为美妙的声音。这里是对楚襄王言语的敬称。 

C.“乃归子”的“归”指让……回去，与《蜀道难》“使人听此凋朱颜”的“凋”字用法相

同。 

D.倍，指违背。跟《鸿门宴》“愿臣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中“倍”字含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楚怀王死后，在齐国做人质的楚国太子向齐王请辞回楚国，但齐王阻扰，提出

放归条件，楚太子采纳了慎子的建议，答应了齐王的条件。  

B.楚太子回国继位，齐王派使臣来索取土地，楚襄王不愿献地，向群臣问计，集

思厂益，最后解除了危机，说明楚襄王善纳言。  

C.子良告诉齐王此行受王命来献地。昭常假托王命驻守献地。秦军压境并指责齐

国行为不当，告知若不收兵就和齐军决战。最终楚国不战保全东地。。 

D.材料一表述齐王放归楚太子是因楚太子答应献地给齐国。材料二表述齐王放归

楚太子是因为怕空有人质，还在天下落下个不义之名。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 

（2）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 

14.楚襄王不愿献地给齐王，向子良、昭常、景鲤三人问计，三人在割让东地的

问题上有何不同意见？请简要说明。（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红楼梦》中的这两首诗，完成15——16题。 

簪菊 

贾探春 

瓶供篱栽日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  

长安公子①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  

短鬓冷沾三径露②，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对菊 

史湘云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③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注】①长安公子：指唐代诗人杜牧，他曾写“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

归”。②三径露：带露的菊花，“三径”此处指菊。③科头：不戴帽子，敞着头。 

15.对以上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簪菊”是头上插菊花之意，首联说自己插菊并非为了打扮，“镜中妆”指对镜妆

扮。 

B.《簪菊》中间两联用典，紧扣“簪菊”，呼应诗题，情感上为最后一联直抒胸臆

作铺垫。 

C.《对菊》颈联中的“君”指代世人，表明世上没有人能清高孤傲，以此反衬菊花

之高洁。 

D.两首诗都写到了“秋”字，“九秋”指深秋，与“霜”相对应；“秋光”则泛指时光。 

16.从以上两首诗可以看出贾探春和史湘云两人形象有何异同？请简要分析。（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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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 

（1）在《<论语>十二章》中，孔子认为实行仁德，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别人的句

子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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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13413023

00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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