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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当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
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论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

的认识过程当中的阶段。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

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

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

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1A

】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オ不出门，全知天下
事”，



        

在技术不兴旺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兴旺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

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
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
事”。
②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
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③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
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

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依

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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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
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

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

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
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此外，认识从实践始，

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

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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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
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

度。【2B】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

一观。

                                                                               （摘自毛泽东《实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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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①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与当代文艺创作密切相关。艺术活动是一种社会
实践，艺术创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应该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正如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所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丰富的社会实践是艺术创作者艺术思想和创造素材的来源。习近平
同志指出，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
袭模仿、千篇一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当

代文艺创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为我们勇攀文艺“高峰”提供方向指引和智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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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首先，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一样，艺术也有它的阶级性，艺
术创作者首先应该解决艺术为了谁的问题，这涉及到艺术观的问题，所谓
艺术观是指创作见解，是创作者创作风格形成和成熟的标志。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劳动着的人们，而劳动创造了美。
艺术创作者应该树立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观，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
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创作方向，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文艺不能在为了谁的问题上出现偏差，否则就会失去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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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次，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
泉，人民生活中存在着丰富的文艺原料矿藏，而过去的文艺作品只是流而
不是源，因此，文艺创作者要把生活的准备放在首位，积极地投入社会实
践。人们之所以从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气息并受到生活
启示，“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源于生活”。文艺深植于生活，生活为艺术作品提
供了描写的对象和讴歌的主题，生活又赋予作品人物以生动鲜活的语言和
丰富多彩的情感，艺术创作者需要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体，以饱满的热情、
优美的笔触、生动感人的形象，刻画当代最美人物和奋斗不息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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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再次，让文艺代表时代风貌并引领时代风气。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能够
服务并指导实践。同样，经过艺术创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加工，来源于生活
的艺术则表现得“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
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典型化的文艺作品能够使人民惊醒、感奋，
从而推动人民改造自己的环境。因此，理想的文艺作品应该表现为，文艺
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升华，是现实生活的一种
艺术表达，是与现实生活具有“不似之似”的一种艺术真实。

（摘自来庆彬、李玉琳《毛泽东<实践论>哲学思想与当代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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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是因为他们亲自参加

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B．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是因
为他们否认了感性认识，否认了直接经验。

C．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靠得住的前提是它来源于感性

认识，且感性认识的材料够丰富并合于实际。

D．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能够服务并指导实践，从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的唯一原因。
解析】A项，根据原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

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之所以

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实践之外，还有“他们的天才条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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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任务在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和联系，

形成对事物的规律性认知。

B．基于感性认识能动地获得理性认识，并用理性认识来指导社会实践，至

此我们就完成了认识运动。

C．从《实践论》中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思想看，艺术创作应该“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D．主席善用大众化的语言，如“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知识里手”，

把高深的理论浅近地表达出来。

【解析】B项，根据原文最后一段可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应该是

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B



现代文阅读I

3．下列选项完全体现了材料一中“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一项是（    ）（3分）

A．考察团来延安考察，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做出“共产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一判断。
B．先秦时期，荀子的认识论初步概括了人的认识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

《实践论》弥补了荀子认识论的局限性，赋予了它新时代的形式。

C．1937年，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在形势

和任务的迫切要求下，毛泽东写下《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D．王阳明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
不可离。”即知和行是作为统一整体的，知从行中来，行到知中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解析】B选项“概括人的认识过程”，体现了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在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体现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实践论》弥补了荀子认识论的局限性，
赋予了它新时代的形式”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的循环。
A选项，只是体现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
C选项，只是表明通过实践发现真理；
D选项，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说，是一种静态的，结论型的，方法论模糊的，缺乏发

展过程的认识实践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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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二提到“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重要的参考”，请结合
两则材料谈谈你的理解，并作简要分析。（4分））

①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能够服务并指导实践。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艺术观以指导艺术
创作的实践，并且让文艺作品代表时代风貌并引领时代风气。②实践决定认识，是认

识的唯一来源，因此，社会生活也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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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青的《创业史》描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
作”，其第一部塑造了新型女性形象徐改霞，阅读下列文字，结合材料二简
要说明作品是如何体现《实践论》的辩证思想的。（6分）

改霞的思想像她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它的心地像它天蓝色的布衫一般纯洁。

她像蜜蜂采蜜一般勤地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渴望对社会贡献自己的精神力

量，争取自己的光荣。对这个二十一岁的团支部委员来说，光荣就是一切。

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人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上，怎样能不光荣地活着。

 ①艺术的阶级性，决定了艺术创作者应该树立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观，否则在

为了谁的问题上出现偏差，就会失去生命力。
②艺术创作者需要深植于生活，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体，以饱满的热情和高超的艺术

手法刻画当代最美人物和奋斗不息的人生。
③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能够服务并指导实践，经过艺术创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加工，让

文艺代表时代风貌并引领时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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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

李锐

远处，山峰连着山峰，它们向上托举着，升，升，升，不知费了多大的劲，也不知受了

多大的委屈，还是挣扎不过，只是默然地矗立着。崇山峻岭之中蜿蜒出一条清澈的小河，

温柔着，劝说着，也许只有河流的温润才能理解大山的沉默。

太阳很好，草很好，牛们也很好。随着缓缓移动的脚步，和吃草时摆动的脖子，牛铃叮

叮咚咚地响着，悠悠的，传得很远。

牛群越放越大，可是放牛人越过越孤单：妈死了，老婆死了，后来，儿子半路上也死了，

只留下一个女儿和自己厮守着。可是，再后来，女儿也出嫁了。嫁女儿的时候他有些不

舍，不舍可到底也嫁了。女儿一嫁，他的日子就好像是凝冻了一般：所剩下的只是放牛，

只是独自一人每天呆呆地看着这些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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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猛地，有个东西白亮亮地刺进心里来：

昨天晚上，队长来找他，说他老了，说放牛的活儿苦重，说村里只有牛信【注】挣的工

分最多，说队里打算换一个牛信，问他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想端我的饭碗子哩！”

心里这么想，嘴里却没这么说，只是笑笑，只是说：“我还能行哩。”送走队长，他提

着马灯进了牛圈，看着反刍的牛们，两行老泪流下来，他问：“你们愿意吗？你们说我

老吗？”牛们不说话，只把湿漉漉的眼睛恋恋地看着他。

放牛人靠着一棵歪脖子的橡树坐下来，掏出烟荷包用烟袋锅挖了一阵，自制烟末随着喷

出来的青烟，发出一股臭味，可放牛人却有滋有味地享受着，透过眼前的青烟若有所思

地看着山脚下那个熟悉的小山庄，他和牛们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村西头那三间石顶石

墙的房子就是他的家，他一个人的家，只要他不回家，房顶上的那个烟筒就冷冷清清地

永远不会冒出烟来。有一缕烟从嘴角挤到眼眶中来，泪水热辣辣地淹没了村子和家，揉

揉眼，他把视线移向别处，可不觉中又恋恋地转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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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村子里，管成家的门口挂了一只面箩，箩上缚着一条尺把长的红布条，鲜亮亮地

透着刚得了儿子的喜气。黑小家年前死了老人，过年时用白纸写的对子还在乌黑的门框

上贴着，字辨不出，纸还是白生生的。保成媳妇正朝院墙上搭被子，娃娃们又尿炕了。

下地的人们，三三两两扛着锄头走过村口的神树。鸡和狗的叫声像是隔了一层什么远远

地传上来……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看过无数遍的，可他觉得总没有把它们看透，

自从女儿出了嫁，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和自己远远地隔了一层，倒是和牛们越来越亲近了。

那头牤牛，就是儿子死的那一年出生的，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这牤牛的眼神像自己的

儿子。

河曲曲折折地绕着，不知道要流淌到什么地方。牛群在山坡上散散漫漫地走着，长长的

尾巴在周身上下不时地甩打，轰赶着围上来的虻蝇。长舌头在肥嫩的青草丛里卷来卷去，

③吃到酣畅处白白的口涎就顺着嘴角长长地垂下来，在明媚的阳光中拉出一道闪闪发光

的弧线。或许是猛然间回忆起什么遥远的往事，它们就会中断了香甜的咀嚼从青草中抬

起头来，黑而大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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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牛人自信地在橡树下坐着，在山坡上，在身边的这一群当中，他已经享受惯了一种

至高无上的尊严，他是它们的中心，它们是他的依靠，可是今天这自信中却夹进了一些

惶恐：我真的就老得不中用了吗？工分多那是我雪里雨里挣下的，这也叫人眼红吗？嫌

多，我宁愿减工分。可队长说话时的口气分明是冷冷的，是不容商量的。他只会笑笑，

只能服从的，他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服从。不由得，他又想起撒手而去的老婆，半

路而去的儿子，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嫁出去的女儿来。

山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木然着，永远不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远不会和明天有

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人老了。放牛人细细地思量着：甩石头用的小锨已经磨得只剩下

半个，若是换人，得叫队里到河底镇再去打一把新的来；下雨天上山穿的毛腿，已经防

不住水了，若是换人，得叫队里再出羊毛，再纺线，重新织一副；水壶是自己预备的；

再剩下的就是牛们了，跟人一样，各有各的脾气禀性，不在一块过日子谁也摸不清，心

疼不心疼得看各人的良心……这么想着，那惜别的凄凉又涌了上来，好像是自己要咽气



现代文阅读II

了，好像自己在给儿女们一件一件地安排后事。不懂事的牛们安闲地吃着草，它们不知

道，队长昨晚上来过，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带它们上山的人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到那时就会是另外一个人，站在山坡上看山脚下的村子，看这些石顶石墙的房子，看这

些扛锄下地的人们。

他心里昏昏沉沉的，④太阳很暖和，慢慢地，坐在橡树下的放牛人睡着了，一缕口水从

嘴角上搭拉下来。恍惚之中，他看见自己回到了村西头那间冷清的石房里，石房里忽然

热闹起来，牛们不离左右地簇拥着，口口声声叫他队长，他坐在炕头上颐指气使地分派

着：牤牛你去泉上担水，黑眼窝给我烧汤做饭，长耳朵和独角去拉土垫圈。它们都是只

会服从，只会笑，没有谁不听话的。他很满意，朗声问道：

“我老吗？”

“不老。不老。”



现代文阅读II

   牛们都说，都笑。

可他还是老了。白胡子长了老长老长，想死，可又没有病，就走到半山这棵歪脖子橡树

底下，拴上一根牵牛用的麻绳，往脖子上一套，两脚悬空，死了。牛们都围上来哭，牤

牛哭得最凶，他睁开眼劝牛们：

“不用哭，我想死。这石顶石墙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够了。山根底下这个村子我天天看，

看透了。”

牤牛说：“我跟你一块走！”

牛们都围上来：“我们也跟你一块走！”半山里大家哭作一团，哭得肝肠寸断。他被哭

得心软了：“我不死了，咱们还是都活着吧……”哭着，说着，放牛人醒过来，伸手一

摸，脸上湿湿的。黑眼窝下的那只牛犊子正凑在脸前头，伸着舌头舔他的脸。他不动，

任那牛犊去舔。

太阳很暖和。                【注】牛信：放牛的人。 一九八八年（有删改）



现代文阅读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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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A．本文开头部分通过描写矗立的大山和蜿蜒的河

流，暗示着放牛人无人理解的孤独与痛苦，只能与

牛群为伴。

B．队长劝说放牛人放弃繁重的放牛工作，队里打

算再换一个牛信，这使本来就饱经苦难的放牛人内

心充满苦痛和忧伤。

C．放牛人靠着橡树，望向山脚，看着村西头自己

的那三间石顶石墙的房子，想起昨日队长的到访，

此刻泪水热辣辣地流出来，恋恋不舍地注视着眼前

的一切。
D．放牛人像往日一样自信地在橡树下坐着，可是
今天的自信夹进了一些惶恐，这种惶恐正是放牛人
卑微服从性格的体现。

【解析】“有一缕烟从嘴角挤
到眼眶中来，泪水热辣辣地淹
没了村子和家……”由此可知
“此刻泪水热辣辣地流出来”
不是因为“想起昨日队长的到
访”。

C



现代文阅读II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句子①屮的“刺”字写出了“队长换牛信”这件事对
放牛人影响很大，也暗示了他对队长的怨恨，因为

放牛已然成为放牛人单调且孤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B．句子②运用质朴自然的语言描绘出了富有生活

气息的农村生活场景，这和陶渊明在《归园田居》

（其一）中的意境与情感表述一致。

C．句子③巧用比喻，将牛嘴角的口涎比喻成闪闪

发光的弧线，形象生动地写出牛在草地上吃草时的

悠闲惬意。

D．句子④属于环境描写，太阳的“暖和”与“心里昏
沉沉”相对，反衬出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了人物命
运的悲惨。

【解析】A项“暗示了他对队长
的怨恨”错；B项“意境和情感
表述一致”错，《归园田居》
（其一）表达了陶渊明归隐的喜
悦之情；C项“口涎”与“弧线
”不构成比喻。

D



现代文阅读II

8．文章结尾的梦境中，牛化成人围在放牛人身边，《促织》中成名之子魂化促织，二

者的写法虽都荒诞离奇，但作者的写作意图却有所不同。请结合相关内容简要分析。
（4分）

①《看山》中的梦境更侧重于人物心理呈现与转变。牛化成人的梦境描写是放牛人对现
实的理想化呈现，侧面反映放牛人无法摆脱苦难现实的无奈，同时也推动人物内心由
凄凉转向释怀。
②《促织》中的异化隐喻文章主旨。蟋蟀价值连城，相比之下，人贱如草芥，魂化促织
这种荒诞处理旨在批判黑暗社会对人压迫的现实。
（每点2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现代文阅读II

9．“《看山》中对人性的赞美隐藏于悲剧的人生底色之下，同时小说没有激烈的外在矛
盾冲突，而是在平衡稳定的小说秩序中流露出作者的悲悯和反思。”请结合文本，谈谈
对这句话的理解。（6分）

①小说赞扬了放牛人虽饱受苦难仍葆有善良坚韧的美好品质。他即将离开牛群却依然操心着放牛的事情；

在经历种种苦难后，虽内心凄惨，但最终仍选择坚强面对。

②淡化情节，小说主要通过对放牛人心理与大山环境的描写来展开故事情节，没有太多直接的矛盾冲突。

③内心冲突的自生自灭使小说秩序趋于平衡稳定，（放牛人由“自信”到“惶恐”再到思量走后安排）放牛的

内心冲突在自我接受中消解；（从痛苦寻死到“咱们还是都活着吧”）内心的矛盾在牛群抚慰下释怀。

（实际上这片古老大地也正是在矛盾的自生自灭中维系着心理的平衡和秩序平衡）

④透过这种平衡，作者寄寓了对世代扎根土地的农民生存和精神困境的悲悯，也反思了大山中人们自我催

眠，逆来顺受的文化心理。

（每点2分。任答3点，满分。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材料一：

五月，壬申，魏征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
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
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
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
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
亡也，自谓必无亡。  

        五月壬申，魏征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
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
了。（这）才知道身居高位不当骄傲，身处富贵不当奢侈，这
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
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
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
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
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

材料一：

文
言
文
阅
读



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
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
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
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
所易乎！”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
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
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
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
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
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
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材料二：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
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
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
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
。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

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

的意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商代的

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

”杜如晦说：“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虽然自己治国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曾经赞扬

过忠臣史鱼，说：‘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国家失去道义了，他还

以死相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忠言，就闭口不提意见呢。他身居要职，却苟且偷

生，不肯辞官隐退，这和箕子装疯离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
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
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
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
不能抗直成节，逊言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
言谏诤，诚亦合死。”
（节选自《贞观政要》卷二）

       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最终没有据理力争，阿谀顺应贾后的心意，苟全性

命。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捉拿张华时，张华说：‘贾后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不想阻止，只

是怕贾后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使者说：‘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你贵为三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即使

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他被斩杀，株连三族。古人说得好：

‘危难却不扶持，倾倒却不支撑，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操。

张华已经不能刚直不屈成全自己的节操，言语谦逊恭顺保全自己的性命，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本就已经不

复存在。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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