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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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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1、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文后各题。 

材料一 

茶起源于中国。虽然神农氏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只是传说,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源于我国唐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自唐开元年间起,唐人上自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饮茶。唐人饮茶已开始注重品饮艺术,这

与唐之前的茶主要作为药用或者是粗放型解渴的饮用形式相比,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唐朝中叶盛行煎茶法，煎茶用的是

饼茶,将饼茶加工成细末状的茶末,再进行煎煮。陆羽的《茶经》将饮茶分为赏茶、鉴水、列具、烹煮、品饮等若干环

节,每个环节都使人置身于美的境界之中，这就把饮茶的方法程序化了,并辅以美学思想, 从而形成优美的意境和韵律 ,

将饮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且饮茶的风俗深入到民间生活的

各个方面。当时,开封、临安两都茶肆、茶坊林立,客来敬茶的礼俗也已广为流传。与唐代相比,宋代茶文化有了明显的

变化,饮茶方法在唐代陆羽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 由原来的煎茶法发展成为更为高雅的点茶法。点茶法比唐代煎茶法

更讲究,追求茶的真香、真味,不掺任何杂质,当时的时尚还十分注重点茶过程中的动作优美协调。较之于唐代煎茶,宋

人更喜爱典雅精致的点茶艺术。 

元代虽然历史较短,但在饮茶法上却进一步走向成熟。唐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姜、盐等调料与茶混煮的习惯, 

到了元代逐渐被摈弃,采用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元代人已开始普遍使用茶叶或茶末煎煮饮茶,不加或少加调料。

这种简便、纯粹的“清饮”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茶文化发展到明代,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简化,茶的品饮方式也走向简单化,盛行了

几个世纪的唐宋煎点饮茶法变革成了用沸水冲泡的瀹饮法，“瀹”有“浸、渍”的意思。瀹饮法, 即以沸水直接冲泡

茶叶的方法。这种沸水冲泡散茶的饮用方法逐渐取代了煎点法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人至今都普遍使用的饮茶方法。 

（取材于姜天喜《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从词义上说，茶道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

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

一到人，媒介是茶。 

“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功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



心理上、精神上的闲，关键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待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

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

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自我。 

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

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

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

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

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

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

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

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

有平实的表现形式和生活化的现实关怀。 

（取材于李萍《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 

材料三 

明代的书画家徐渭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

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

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

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

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

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

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

隐和现世的乐。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

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

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共处的空间的属性得到充

分阐发。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注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

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

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

现形式的。 



（取材于李萍《中国文化传统与茶道四境说》）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茶起源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 

B．唐之前粗放型解渴的饮茶方式到唐代演变为煎茶法。 

C．宋代点茶法比唐代更高雅，注重动作的优美协调。 

D．从元至明的饮茶法越来越简单化，并流传至今。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从唐至今饮茶风俗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沸水冲泡是一贯的饮茶方法 

B．中国人普遍喜欢饮茶 

C．饮茶讲究典雅精致的艺术 

D．饮茶追求茶叶的真香、真味 

3．下列对材料二中出现的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淬．炼：淬，读作“cuì”。 

B．载．体：载，书写的第九笔是撇(丿)。 

C．置之度．外：度，义同“气度不凡”中的“度”。 

D．众乐乐．：乐，“快乐”之意。 

4．根据材料二，下列诗句表达的意境不符合．．．茶道中“隐”的一项是 

A．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陶渊明《饮酒》） 

B．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C．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王维《田园乐》) 

D．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王建《雨过山村》） 

5．根据材料二，下列对茶道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闲”不是指时间上的闲，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B．茶道中的“隐”是指要避开喧嚣繁华而隐居山林。 

C．陆羽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D．茶道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德乐合一”的乐观精神。 

6．根据材料三，下列对茶道四境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徐渭认为饮茶的物境包括使用的器具、冲泡的方法、声乐氛围等。 

B．茶道四境不仅体现了生活的情趣，也体现了道德境界的追求。 

C．传统茶道的四境只在乎空间要素而弱化了时间维度。 

D．真正懂茶的人在品茶的全过程中是不能用语言交流的。 



7．阅读下面《红楼梦》片段，回答问题。 

①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

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②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

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 

③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分瓜>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

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

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乔皿}”。妙玉斟了一{乔皿}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 

④“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 

根据上面《红楼梦》片段，以及本大题三个材料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贾母等人饮茶的方法可以判断，他们的饮茶法不属于煎茶法。 

B．妙玉单叫宝钗、黛玉去耳房饮茶，体现了茶道四境中的“人境”。 

C．妙玉给宝钗、黛玉的茶具很珍贵，只将自己用的茶具给宝玉，说明男女有别。 

D．妙玉深谙茶道，对泡茶的用水非常讲究，表现她恬淡、孤傲、清高的性格。 

8．当代人应如何继承传统茶道蕴含的文化精神呢？请根据三则材料的内容，提三条建议。 

2、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得益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产品的发展成熟，中国移动支付发展成熟度在全球具有领先代势。移动支付已成为中

国网民支付的主要方式。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8 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到 6.59 亿人，每

月移动支付金额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75%的用户达到 43.6%，“无现金时代”有望实现。目前支付宝、微信支付双寡头主

导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二者交易规模市场总占比超过九成。发达城市与下沉城市移动支付用户需求存差异，三

四线城市用户线上线下都更爱用微信支付，占比分别为 58.6%和 72.5%；而一二线城市用户线上支付偏好用支付宝的比

例则高达 72.0%。未来移动支付企业对于市场的争夺将更加聚焦于场景的争夺上，在下沉市场的竞争也是未来的关注

重点。 

（摘自《艾媒报告：2019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二： 



 

（《中国移动支付现状分析》，摘自《前的瞻网》） 

材料三： 

据报告显示，随着移动支付的进一步普及，手机网银类、第三方支付类、电商类、团购类、理财类这五大手机购

物支付类 APP 的下载量在迅猛增长。 

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统计，在五大类手机支付购物类 APP 的相关软件之中，共有 320 款软件被植入恶意病毒代码。

其中，电商类 APP 感染病毒的软件款数占 39.69%，位居第一；其次是理财类 APP 和第三方支付类 APP，感染病毒的软

件款数比例分别占 27.19%．13.44%，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团购类、银行类染毒占比分别为 1.25%5、7.19%。 

（摘自华建网《移动支付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材料四： 

移动支付业务暴露的安全问题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许多安全方面的问

题。 

由于移动支付发展时间不长，目前国内有关移动支付的法律较少，使用网银支付作为移动支付标准已经过时。多

个部委对于移动支付都有监管权，不能形成统一有效的风险监管制度，从而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消费者安全保护意识薄弱。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在使用移动支付中安全防施范意识也不尽相同。90 后人群在使用移

动支付时，往往看中便捷性，对安全性有所忽略，如泄露注册金融账号并透露银行卡号等重要信息，在 Wi-Fi 网络下

输入移动支付密码等。70 后、2 后中仍有超过一半人群并未购买账户安全险，对于账户安全险的重视度不够，存有侥

幸心理，认为被盗刷的可能性低，没有必要办理。60后人群容易受优惠信息的吸引，对于不明二维码防范意识差，对

于任何渠道有优惠的促销的二维码都会去扫一扫。 

调查显示，相比 2016 年，自行承担所有损失的消费者占比下降 12%，其中商业保险、风险赔付、欺诈资金与货物

拦截等产业风险保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遭遇诈骗后，及时联系银行挂失卡片可帮助减少损失。受访者中，拨打

银行客服挂失卡片，遭遇诈骗但未蒙受损失的比例为 47%，而通过第三方挂失等其他方式止损，该比例仅为 30%左右。 

（摘自 2017 江苏省支付清算服务协会课题组《新型移动支付业务安全保障研究》） 

1．下列不属于移动支付安全隐患问题的一项是 

A．支付宝和微信主导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 



B．智能手机用户购物支付时下载电商类 APP 软件。 

C．对于有优惠的促销活动随意使用手机扫促销二维码。 

D．移动支付时在 Wi-Fi 网络下输入移动支付密码。 

2．下面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移动支付发展成熟度让“无现金时代”有望实现，移动支付企业对未来市场的争夺将主要聚焦于场景的争夺

和下沉市场的开拓。 

B．据统计 2018 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到 6.59 亿，并且超 4成用户每月移动支付金额占总支出比例超过 75%，足

以说明人们的认可度很高。 

C．在移动支付中，手机购物支付发展迅猛，不过手机购物支付的风险很大，如，电商类 APP 所用软件有接近 40%感染

了病毒，高居榜首。 

D．由于产业风险保障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2017 年遭遇诈骗后自行承担所有损失的消费者占比，相较 2016 年有所下

降。 

3．如何防范移动支付存在的安全风险，请结合材料谈几点建议。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艺术的发展与人类整个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这方面，科技也是如此。科技和艺术的发展也一直如影随形，比如，

达·芬奇的绘画里就涉及解剖学，他用一种美术的概念让人们对解剖学获得认知；照相机的出现导致了印象派的出现，

印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雷诺，他的很多创作都参考了照片。这也导致西方的绘画在某一段时期内，一直跟科技的东西

有一种反向思维，艺术家们希望绘画艺术离照片尽可能远一些，画家在创作时更多的是从照片里找到他要表达的思想

内涵，但形成的绘画作品还是希望寻找艺术本体的价值。 

AI 的出现无疑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认知。艺术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

非常明显的影响，甚至会是颠覆性的。事实上，每一次新科技的出现，都会颠覆人类原来的认知方式。今天我们探讨

未来 AI 在艺术创作方面会不会超越人类，这也就牵涉到精神的东西能不能和人本身分离开？艺术创作和精神到底是什

么关系？在我看来，艺术创作和精神是不能分离的，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目前我们了解到的 AI 的创作实际上都是把

不同艺术家的风格进行数据输入和分析，最后呈现出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这件新的“艺术作品”其实分享的还是人类

艺术家的经验和知识。AI 的“创作”经验和知识的更新，也必须经由人类对它们的数据更新来完成。 

关于 AI 时代的艺术创作有没有边界？我觉得艺术跟别的领域一样，它的边界也是处于不断地被提出和不断地被打

破的过程中，艺术发展的边界也一直在不断拓展。所以，今天我们关于“AI时代的艺术边界”的讨论其实是一个无限的

讨论，艺术与科技的相互影响还会继续发展，我们的认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提升。 

（张子康艺术发展的边界在不断拓展》） 

材料二 



艺术与科学，都是深入现实，源于现实，超越现实，反映客观世界及其真实性、唯一性。艺术、艺术品、艺术家

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同样，科学、技术、科学家的概念也有着本质区别。 

艺术是“提炼”的“神似”，而 AI“艺术品”是“模仿”的“形似”，“提炼”与“模仿有着本质区别。“提炼”是有生命力的，

而“模仿”没有生命力。 

人乃万物之灵，有与生俱来的直觉、灵感、感情与智慧。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独创的拥有最高智慧的艺术，因此都

具有唯一性。如无唯一性，我们的“人脸识别”技术便无法应用。如此说来，AI 颠覆艺术的可能性便不存在，包括生物

学上的克隆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类。在我看来，凡可被 AI 取代者，均不能称之为艺术。如今的 AI 也只是技术上的应

用创新，而非科学创新，如今的智能机器人科学理论仍然是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提出的。诚然，智能机器人会淘汰大部

分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简单重复的、高危的工作。但智能作诗机器人的出现，只会淘汰无独创性的、应制的与时代脱

节的诗作，高水平的、独创性的、蕴含诗人丰富情感的、紧跟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诗作仍然会存在，而且生命力会很

强。同样，智能绘画机器人的出现，只会淘汰无独创性的、应制的、与时代脱节的画作，具有独创性的、蕴含人类创

作者丰富情感的画作永远有生命力。纵观艺术史，历史对艺术作品的自然淘汰不也是如此吗？我们能读到的经典诗作、

画作，必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诗作、画作，而大部分普通的诗作、画作被历史淘汰了，当然这个淘汰的时间很长。

因此，AI 的出现，也可以认为是人类主动应用自己的智慧，把自然淘汰的时间缩短。 

我相信，未来，艺术会借助科技的手段，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科技手段可以开拓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同样，艺

术家的想象力也会推动科学的不断发展。 

（韩倚云《AI 时代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 为代表的科技高速发展，更多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边，同

时，这些科技也逐步与艺术融合，为艺术创作、收藏、传播、展示等提供更多元的形式和手段，激发各类主体艺术创

新活力，创造出更多艺术和科技融合的创新性成果，为高质量艺术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AI 时代，包括京东方在内的不少科技企业都在持续探索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更多可能性，依托各自的技术积累以及

在人工智能、艺术大数据领域的应用探索，构建数字艺术物联网生态，打造了一些和传统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数字艺术

欣赏与交易平台，并通过与传统艺术机构和艺术创作者合作，提供优质艺术及衍生品的产品与服务，让大众能随时随

地接受艺术和美学的熏陶，甚至欣赏到一些原本遥不可及的艺术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然，AI 时代，数字化艺术品标准也可亟待确立。数字化艺术品标准的确立，有助于使未来艺术呈现形式更加丰

富，也有助于更多数字艺术馆的打造。让大众的艺术欣赏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美术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可通

过标准化的数字化形式呈现，借助互联网进入千家万户。 

（罗娇《科技为高质量艺术供给提供支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认为，科技对艺术的影响一直存在并继续发展，AI 时代艺术发展的边界将无限拓展。 



B．材料二认为，科技手段可以开拓艺术家的创作思路，目前艺术借助科技手段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 

C．材料三认为，科技与艺术相融合，创造更多二者融合的创新性成果，为高质量艺术供给提供支撑。 

D．三则材料都认为 AI 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它其实呈现的是人类艺术家的经验和知识。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艺术体系无疑会受到 AI 时代非常明显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但艺术不会被 AI 取代。 

B．材料一提到的“反向思维”指某一时期西方绘画希望避开科技的影响，而追求艺术本体的价值。 

C．艺术与科学都反映客观世界，但有着本质区别，艺术有生命力，而 AI 艺术品”则没有生命力。 

D．智能机器人只会淘汰无独创性、感情贫乏、脱离时代的艺术作品，不会影响艺术史的自然淘汰。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三观点的一项是（  ） 

A．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需要超乎寻常地去观察、去发现、去捕捉，去挖掘有价值的瞬间和现象。 

B．当今的艺术早已不仅仅承载于纸上、布上或墙上，它还存在于屏幕之中、光电之中、虚拟现实之中。 

C．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不仅使得科技有了伦理考量，而且也让科技发现和创新成为无限可能。 

D．如果 AI 艺术突破了既有的艺术边界，那也不是 A艺术的突破，而是人类运用 AI 的突破与延伸。 

4．材料一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5．根据材料三的内容，简要说明“艺术供给”的内涵和主要形式。 

 

4、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公默先生传 

宋  王向 

公议先生刚直任气，好议论，取当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间，不得意。去居颍，其徒从者百人。居二年，与其徒

谋，又去颍。弟子任意对曰：“先生无复念去也，弟子从先生久矣，亦各厌行役。先生舍颍为居庐，少有生计。主人

公贤，遇先生不浅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见先生止处也。先生岂薄颍邪？” 

公议先生曰：“来，吾语尔！吾行年三十，立节循名，被服①先王，究穷六经。顽钝晚成，所得无几。校其所见，

未为完人。岂敢自忘，冀用于世？予所厌苦，正谓不容。予行世间，波混流同。予誉不至，予毁日隆。《诗》不云乎，

‘谗人罔极’。主人明恕，故未见疑。谗一日效，我终颠危。智者利身，远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适异国。” 

语已，任意对曰：“先生无言也。意辈弟子尝窃论先生乐取怨憎，为人所难，不知不乐也。今定不乐，先生知所

以取之乎？先生聪明才能，过人远甚，而刺口论世事，立是立非，其间不容毫发。又以公议名，此人之怨府也。先生

忧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为先生计，先生幸听意，不必行；不听，先生虽去绝海，未见先生安也。” 

公议先生强舌不语，下视任意，目不转。移时，卒问任意，对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视。闻善于彼，阳誉阴非，

反背复憎，诋笑纵横。得其细过，声张口播，缘饰②百端，得败行破。自然是人，贱彼善我。意策之三，此为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次者。”对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复顾忌。此



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又次者。”对曰：“先生之行己③，世人所不逮也！曾

未得称高世，而诋诃锋起，几不得与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祸也。先生能不好议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于

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喟然叹曰：“吁，吾为尔用下策也。” 

任意乃大笑，顾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阳思曰：“今日非任意，先

生不可得留。”与其徒谢意，更因意请去公议为公默先生。 

（取材于《宋史》，有删节） 

注：①被服：承受，蒙受。②缘饰：文饰。③行己：立身行事。 

1．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立节循．名                        循：按照，依照 

B．先生幸．听意                      幸：幸而 

C．良．以口祸也                      良：的确 

D．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              宜：因此 

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A．其．徒从者百人                    卒取其．下者矣 

B．来，吾语尔．                      尔．试言其次者 

C．冀用于．世                        何疾于．不容 

D．不如亟行，以．适异国              又以．公议名 

3．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先生舍颍为居庐:先生在颍建筑房子居住 

B．主人明恕，故未见疑:主人明察宽恕，所以没有猜疑我 

C．今定不乐，先生知所以取之乎:今天平定了不高兴的心情，先生就知道原因了吧 

D．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口不谈是非，只是心里知道 

4．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公议先生为人刚毅正直，喜欢议论时人时事，先后在梁、宋间游历，但始终不得意。 

B．公议先生深受注重节操、循名责实思想的影响，秉承先王教诲，深入地研究儒家经义。 

C．公议先生聪明而富有才智，是非分明而又乐取人怨，常人难以至此，获得弟子们赞誉。 

D．公议先生自认不是完人，对得到进用已不抱期望，其实这是他对现实有很清醒的认识。 

5．结合全文，请你说说“公议先生”改称为“公默先生”的理由。 

 

5、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花犯·苔梅中① 



王沂孙② 

古婵娟③，苍鬟素靥，盈盈瞰流水。断魂十里。叹绀缕飘零，难系离思。故山岁晚谁堪寄。琅玕④聊自倚。谩记我、

绿蓑冲雪，孤舟寒浪里。 

三花两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云卧稳，蓝衣正护春憔悴。罗浮梦⑤、半蟾挂晓，幺凤冷、山中人乍起。

又唤取、玉奴⑥归去，余香空翠被。 

注：①范成大《梅谱>云：“古梅……又有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风至绿丝飘飘可玩。”②王沂孙，宋末元初词

人。本词当作于德佑二年三月宋奉表降元、临安失守后。③婵娟：形态美好。④琅玕：翠竹。⑤罗浮句：罗浮梦，梅

花梦。半蟾，弯月。幺凤，状如凤凰而小，故称幺凤。⑥玉奴：南朝齐东昏侯妃潘氏小字玉儿，齐亡后义不受辱而死。 

1．下面对这首词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前三句描写苔梅苍古清奇的美好形态，苔须如发衬其素色雪容，流水清澈映其盈盈清姿。 

B．词人暮年遭家国丧乱，见苔须飘零更觉孤寂，不禁忆起寒浪孤舟，身披绿蓑寻梅的情景。 

C．“云卧”表梅之高洁，“蓝衣”写苔丝的形状，“护春憔悴"的悲吟中透露出感伤的心境。 

D．词人从梦中醒来残月挂空天色欲晓，一片清冷空寂；但花去香留，又觉得心里有所安慰。 

2．有人评价王沂孙的词“托物寄意，运意高远”，请赏析“三花两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这几句的精妙

之处。 

 

6、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1）____________________，说怿女美。（《诗经·邶风·静女》） 

（2）履至尊而制六合，____________________，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3）地崩山摧壮士死，____________________（李白《蜀道难》） 

（4）____________________，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 

（5）____________________，自以为得其实。（苏轼《石钟山记》） 

（6）江晚正愁余，___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菩萨蛮》） 

 

7、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往往有着某种特殊的审美爱好，而这又常常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与人生。如“李白与酒紧

密相连;陶渊明与菊紧密相连;林逋与梅紧密相连;杜甫与……紧密相连;巴金与……紧密相连。请自选一个人物，仿照

下面的示例，写一段文字，至少运用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不少于 60 个字。 

沈从文与水紧密相连。水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灵魂的栖息地。他的文字如水一般通透澄明，浸染了湘西水土独

有的气息。他的心灵如水般柔情缱绻，充满了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热爱与眷恋。他的人生如水般波澜起伏，书写了一个

乡下人成长的传奇。 

8、《主持人大赛》是中央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一项重大赛事，假如你是参赛选手，请从以下三个任务中选择一个完成。

至少运用两种修辞手法，150 字以内。 



（1）假如你是《朗读者》的主持人，本期嘉宾是中国女排总教练一—郎平，她将以“青春”为主题进行朗读，请你为

郎平的出场写一段主持稿。 

（2）元宵佳节，作为央视元宵喜乐会的主持人在节目现场你将与海外华侨直播连线，请写一段主持稿，引出海外分会

场的直播。 

（3）作为《最美中国人》的主持人，该节目的其中一位获奖者一一钟南山将上台领奖。请你为这位 84 岁高龄仍义无

反顾赶往武汉防疫第一线的“最美逆行者”写一段颁奖词。 

 

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弱德”与“群德”含义。在艰难困苦中，能够做

到有所坚守，遵从自己的本心，这可谓“弱德”；超越个人、关怀公共，超越私利、守卫群体，所关注的是公共利益、

人民福祉，这可谓“群德”。 

对于“弱德”和“群德”，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你，有怎样的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围绕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A 

2．B 

3．C 

4．D 

5．D 

6．C 

7．C 

8．①饮茶不只是解渴，还要通过饮茶得到审美的艺术享受；②饮茶不只是外在的形式，更要追求闲适、平和、乐观的

人生态度；③饮茶时选择幽静的环境、精美的茶具、志同道合的饮者，在饮茶中注重心灵的感悟。 

【解题分析】 

1．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的辨析。首先浏览选项，然后到文中找到与选项相关的语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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