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语文试卷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部编版必修上册、下册，选择性必修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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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北京中轴线作为元、明、清及近现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其规划、建设与完善，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于国

家、城市、生活之中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塑造，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日本、韩国、越南等

古代中华文明圈内的国家，也有都城轴线。与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都城轴线相比，北京中轴线呈

现出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对城市规划布局统领作用显著且延续至今的鲜明特征；与美国华盛顿、法国巴

黎、意大利罗马等世界其他区域政治中心性城市轴线相比，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礼

仪文化与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轴线构成和景观形态特征，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为世

界城市规划史做出重要贡献。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是中华文明“中”“和”文化传统的有力见证。《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意为均衡有序，和谐稳定。

“中”“和”理念落实在城市选址、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等层面，即表现为追求以中为尊、均衡对称的布

局。中国古代典籍将都城选址的“择中”位置与天地万物的调和、国家社会的安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北京

中轴线作为都城的核心建筑群，通过择中选址、对称格局，象征并强化了国家政权的崇高性和礼仪秩序的

重要性。

同时，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又具有居北面南的朝向。对“择中”观念的强调及居北面南的朝向共同建

构了中国都城中轴线的规划格局。均衡对称分布于北京中轴线之上与两侧的建筑群，表现出从区域选址到

建筑设计层面一以贯之的规划理念和秩序观念，体现出中国自古以来通过城市营造寄托社会和谐安定的美

好追求。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居中布置国家纪念性建筑，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人民大会堂分别对应

太庙、社稷坛，坚持了中华文明“中”“和”理念，延续了“左祖右社”的文化传统，表达了中国长期以

来对人和现实社会的尊重，为北京中轴线突出价值的时代完整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摘编自国家文物局《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材料二：



记者：北京中轴线是一条什么线？

吕舟：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决定北京老城形态的核心建筑群。“北京中轴线”的 15 个遗

产构成要素为：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

建筑群、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农坛、永定门。

北京中轴线纵贯老城南北，全长 7.8 公里，始建于 13 世纪，形成于 16 世纪。北京中轴线在各个时代

都决定了北京的城市景观形态和布局，比如北京的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左安门、右安门这些地方，

它们东西对的“中”就是中轴线上的建筑群。

记者：北京中轴线有何文化内涵？

吕舟：北京中轴线蕴藏着古人的一种价值理念，就是“以中为尊、居中而治”，体现了中国古人理想

中的“秩序之美”。古人认为，建都要建在国家的中心，都城的中心要放最重要的建筑。因此，皇宫、礼

仪性建筑、具有国家祭祀功能的建筑，都应放在城市的中心线上以及紧邻的两侧，这就形成了“北京中轴

线”的壮阔景观。

北京中轴线从南到北，呈现着生活百态，也构成了北京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古人

的家国文化、天人关系等思想在中轴线上也处处得以体现。例如，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

的场所，天坛对面的先农坛是明清帝王祭祀先农神和举行亲耕典礼之地，皇帝每年春耕都要在那耕种田

地，象征整个农业活动的开始，也保佑这一年的风调雨顺；太庙是明清帝王祭祖之地，其对面的社稷坛是

帝王祭祀社稷神的地方，以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

记者：申遗过程中获得了什么？

吕舟：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其实是北京老城保护、北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在申遗

过程中，对于“北京中轴线”价值的传播，形成了一种社会凝聚力。很多市民参与到北京中轴线故事的讲

述中，还出现了很多中轴线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创意产品设计、文化体验线路，一些北京老字号也会用

北京中轴线的 IP 来更新他们的产品。

从 2021 年开始，北京连续举办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

中。孩子们成为“申遗小使者”，向各地游客讲述中轴线的故事。年轻人通过数字化方式重现历史，构建

保护监测平台，通过手机小程序就能参与中轴线的监测保护。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申遗给北京带来了巨大活力，激发了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唤起人们的

文化自信和自觉，大家一起来开展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其价值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中轴线保护

本身，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如何让更多人领略北京中轴线之美？

吕舟：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2009



年以来，我们持续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外介绍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规划思想以及其所承载的中

华文明。北京中轴线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恰恰证明了这个故事对于全世界来说是可以理解

的。我们希望，未来能将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很好地传递出去，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至

今。

现在，我们通过博物馆关于中轴线的展览，在中轴线主要建筑景点增加中轴线相关知识的展览展示，

组织大中小学学生参加中轴线文化创意竞赛讲述中轴线故事，举办讲座研讨中轴线历史文化等，可以让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感受中轴线之美。

（摘编自魏梦佳《“秩序”之美、文明见证：“四问”北京中轴线》）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亚洲一些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也有都城轴线，但在规模、保存及延续性等方面，比不上北京中轴

线。

B. 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礼仪文化、哲学思想与欧美国家存在差异，这也造就了北京中轴线的独特

性。

C.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太庙、人民大会堂与社稷坛的方位构成对应，支撑了北京中轴线价值的时代完整

性。

D. 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有助于利用数字技术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城市建筑的对称格局与择中选址的要求，是中华文明“中”“和”理念的反映。

B. 北京许多含有“东”“西”“左”“右”的地名，命名时是以北京中轴线作为参照系的。

C. 北京中轴线呈现南北走向，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居北面南的朝向密切相关。

D.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有利于老城的保护，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开发而造成破坏。

3. 下列选项，最符合材料二中“以中为尊、居中而治”理念对中国建筑的影响的一项是（   ）

A.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

B.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

C.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周易》

D.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4. 请根据材料内容和下图判断，北京中轴线遗产的 15 个构成要素中，哪一处属于最核心的位置，并简要

说明理由。



图北京中轴线的遗产构成要素

5. 试简要分析材料二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的内在逻辑性。

【答案】1  D    2. D    

3. B    4. 天安门。理由：①天安门位于南北向 11处遗产要素的正中间位置；

②作为古代国家象征的太庙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两侧。    

5. ①第一问与第二问，从北京中轴线的具体内容、要素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遵循由浅入深的逻辑。

②第三问与第四问，从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到未来保护，从过去到将来，遵循时间逻辑。

③第一、二问与三、四问，从北京中轴线的构成、特点到申遗成功乃至扩大影响，遵循因果逻辑。

【解析】

【导语】这两则材料通过对北京中轴线的详尽描述，展示了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

涵。材料一侧重于历史与文化层面的探讨，强调“中”和“和”理念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以及北京中轴

线的独特性与世界性贡献。材料二则通过访谈形式，突出北京中轴线在文化传播、社会凝聚和现代城市发

展的重要作用。两者共同呈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强化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题。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年轻人为主体”说法有误，原文是“北京连续举办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有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并不能说明“年轻人”是参赛的主体。

故选 D。

【2 题详解】

.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

D.“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开发而造成破坏”错误，由原文“……通过手机小程序就能参与中轴线的监测保

护”“其价值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中轴线保护本身”可知，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有利于老城的保

护，但并没有说避免任何形式的开发而造成破坏，此项于文无据。

故选 D。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

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强调统治者以道德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不符合题意。

B.“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意为“选择天下居中的地方建立都城，选择

都城居中的地方建立皇宫，选择皇宫居中的地方建立宗庙”，这句话与“以中为尊、居中而治”理念相吻

合，且涉及都城、皇宫、宗庙的建筑规划，体现了“以中为尊、居中而治”理念对中国建筑的影响，符合

题意。

C.“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意为“圣明的君主坐北朝南而听理天下之事，面向光明的地方来治理

国家”，反映了古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一种向往，不符合题意。

D.“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意为“天地与我一同存在，万物与我浑然一体”，强调了人与自然

万物的紧密联系和统一，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图文转换的能力。

解答时，先要看清图表，明确其分布；然后结合材料中作者的观点，就能明确方向，形成答案。

①天安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位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 11 处遗产要素中天安门“居中”，其左

有 5 个要素：包括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其右有 5个要素：包括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

建筑群、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永定门。天安门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由此可见天安门确实位于南北向

11处遗产要素的正中间位置，属于最核心的位置。

②由原文“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居中布置国家纪念性建筑，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人民大会堂分别对

应太庙、社稷坛，坚持了中华文明‘中’‘和’理念，延续了‘左祖右社’的文化传统”可知，作为古代

国家象征的太庙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两侧，坚持了中华文明“中”“和”理念，延续了“左祖右社”的文

化传统，表达了中国长期以来对人和现实社会的尊重，体现了天安门的核心地位。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和思路的能力。



解答时，先明确“四问”的内容，再从深浅、时间、因果的角度分析其内在逻辑。

①由原文“北京中轴线是一条什么线？”“吕舟：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决定北京老城形态的核

心建筑群”可知；就第一问吕舟回答了北京中轴线位是核心建筑群；

由原文“北京中轴线有何文化内涵？”“北京中轴线蕴藏着古人的一种价值理念……”“而中国古人的家

国文化、天人关系等思想在中轴线上也处处得以体现”可知，北京中轴线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与敬

畏，以及追求天人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等等，第一问与第二问，从北京中轴线的具体内容、要素到北京中

轴线的文化内涵，遵循了由建筑到文化，由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的逻辑。

②由原文“申遗过程中获得了什么？”“通过手机小程序就能参与中轴线的监测保护”可知，北京中轴线

的申遗成功，有利于老城的保护；

由原文“如何让更多人领略北京中轴线之美？”“我们希望，未来能将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很好地传递出

去，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至今”“我们通过博物馆关于中轴线的展览”可知，北京中

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吕舟提出了具体宣传保护遗产的办法，第三问与第

四问，从过去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到未来保护，从过去到将来，遵循时间逻辑，线索分明，层次清晰。

③综上所述，第一问强调北京中轴线的要素；第二问强调其文化内涵；第三问强调因其重要而申遗成功；

第四问强调其走出国门后，应该扩大它的影响，宣传它的价值，可见第一、二问与三、四问，从介绍北京

中轴线的构成、特点到申遗成功乃至扩大影响，全文解释了北京中轴线这一个事物，探究此事物的内涵、

发展及其最终走向，形成了因果逻辑，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中轴线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做出更

合理的决策和行动，足见前两个问题与后两个问题之间遵循了因果逻辑。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病人的故事  

马克·吐温

我看上去有六十岁，好像结了婚；实际上我是个单身汉，今年刚四十一岁，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我是个病人，正在遭难。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帮忙照看一箱子手枪，坐火车走了两百英里（1 英里

≈1.61 千米），最后失去了健康。这就是事实，下面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

我住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两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赶上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回到家，进门听

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约翰·B·哈克特昨天死了，他临终时的愿望是让我把

他的尸体带回到他在威斯康星的家里。我受到了巨大的震惊，心里难受极了，但没时间再浪费感情了，得

马上出发。冒着呼啸的暴风雪急匆匆地朝火车站赶去。到那以后，①我发现了他们向我描述过的、五叶松

木的长箱子，我用几个钉子把卡片钉在箱子上，看着它安全地被装上了快运包裹车。



之后我进餐馆给自己要了一份三明治和几支雪茄。过了会儿回来，我又看到了我的棺材，一个小伙子

正围着棺材——检查什么！他开始在卡片上钉钉子。一气之下，我冲到快运包裹车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不，这不是我的那个箱子，我的那个正在快运包裹车上，平安无事。（事实是出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巨大差

错。在我之前，那位小伙子就来到了车站，准备把一箱子手枪运往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的一家军火公司，

此刻我正在托运的是他那个装满手枪的箱子，而他正在托运的却是我的那口棺材！）就在这时，售票员喊了

一声“全部上车”，我跳上快运包裹车。司机五十岁左右，长相很普通，有一张单纯、诚实、随和的脸，人

看上去很活泼，正在努力干活。火车离站的时候，一位陌生人跳了上来，把一袋子臭烘烘的林堡软干酪放

在了我那口棺材上的一头——我指的是那箱子手枪。②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林堡软干酪，但在当时我可没听

说过这种东西，对它的特性一无所知。哦，我们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快速向前行驶，暴风雪不停地呼啸着，

痛苦侵袭了我的全身，我的心不断地下沉，下沉，下沉！列车员找来一堆木柴，在炉子里生了一堆旺火。

这更加让我感到不安了，除只感觉这是个错误外，我再没有其他的感觉了。汤姆森——这位列车员的名字

叫汤姆森，晚上我才知道的。过了一会儿，汤姆森说：“嘿！不会是我把桂皮放到炉子里了吧！”

他喘了一两口气，然后朝那个棺材——装满手枪的箱子走去，他在那袋子软干酪旁边站了一会儿，然

后走回来，在我旁边坐下来，指着那个箱子问：

“里面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我叹了口气回答道。

“他很臭，是吗？”

我们坐了一会儿，一边听着列车的呼啸声和风声，一边在沉默中想着事情。他说：

“他是怎么死的？”

我说不知道。

“他死了多长时间了？”

看起来把事实说清楚是明智的，因此我说：

“两三天。”

汤姆森听到这话脸上显出了一副受伤的样子，显然是在说：“你的意思是两三年吧。”他看着打破的

窗格玻璃说：

“要是他们能在去年夏天把尸体处理掉就好了。”

他说：“我运过很多的尸体——有些都放得过了期——但，上帝，他发出的味道一下子就把他们都打

败了！——很轻易地就做到了这一点。先生，和他相比，他们简直就是一朵向日花。”

虽然是在这么一个令人伤心的场合下，但他对我这位可怜朋友的赏识还是让我高兴了些，因为他的声

音中流露出了很多的尊敬。

我提议抽雪茄，汤姆森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说：



“这可能会让他发出的气味有些改变。”



我俩小心翼翼地抽了一会儿，竭力想着事情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没有任何作用。③过了没多长时

间，两支雪茄就同时从我们冻得麻木的手指间掉了下来。汤姆森叹了口气说：

“不，先生，这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这让他发出的气味变得更糟了，因为这好像点燃了他的激情。

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了。④他开始把各种各样的头衔安在我朋友的头上——有时是和军队有关的，

有时是一个文职，随着我朋友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他也把职位相应提高了——给了我朋友一个更大的头

衔。最后他说：

“我有个想法。我们把这位上校捆起来，把他移到车厢另一头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使出浑身力气拽那个箱子，但汤姆森不小心滑了一下，摔倒了，他的鼻子刚

好摔在了那袋子软奶酪上，就这样他憋的那口气跑了。他一下子窒息了，开始大口喘气；他赶紧挣扎着站

起来，冲出门外，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双手，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别伤害我！——给我指条路吧！我都是

个快死的人了；给我指条路吧！”在车外冰冷的月台上，我坐下来，抱着他的头；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

来了，他说：“你觉得我们把那位将军转移成功了吗？”

我说没有，我们一点都没有移动他。

…………

我们浑身被冻得硬邦邦的，赶紧跑回车厢里去了，现在我们也无法在里面待下去了。大概过了半小时，

我们在另外一个车站停下来，列车正要离开时，汤姆森拿着一个袋子走了过来，他说：

“先生，我想再次碰碰运气。”

他拿来了很多鸡皮、干苹果、烟叶子、破布、旧皮鞋、硫黄等，把这些东西堆在地板中间的一块铁板

上，开始点火。

当它们全都烧起来时，以前的那种气味和现在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一冲向月台，汤姆森就

窒息了，摔倒在地上；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他的领口，就快晕过去。

一小时后，我们被从月台上带走了。在下一站，我发起了致命的高烧，一连三个星期。后来我才知道

在那个吓人的夜晚，我是和一箱子无害的手枪与一袋子清白无辜的软奶酪度过的。

一八八二年

（有删改）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开头简略交代了结局，“我”显得苍老，生病。其原因是“我”照看一箱子手枪，坐火车走了两

百英里，最后失去了健康。

B. 小说落款交代了写作时间为十九世纪后半叶，和文中所写的早期火车比较简陋、人与货物不分车厢的

状况贴合。



C. “我”和列车员汤姆森只用了如抽雪茄、移动位置的办法来驱散从“棺材”中散发出来的臭味，都徒劳

无功。

D. “我”告知汤姆森“我”的朋友去世两三天，而他却认为是两三年，并从他接下来的话语中可知他停留

在自我意识里。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句子①，不是“闲笔”，对后文的内容有交代或提示作用。

B. 句子②，是补述性话语，即使删去它，也不影响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C. 句子③，是细节描写，雪茄从冻得麻木的手指间掉落下来，可见当时天气的寒冷。

D. 句子④，臭味越浓，朋友的头衔被汤姆森提得越高，体现了情节的荒诞色彩。

8. 小说中多次提到一箱子手枪（已用波浪线标出），请赏析其作用。

9. 请分析本篇小说的叙述特征。

【答案】6. C    7. B    

8. ①情节上，一箱子手枪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小说围绕一箱子手枪写了“托运”“被调包”“被当作臭味

之源”等情节。

②人物上，装有手枪的箱子被“我”和汤姆森当作棺材，并用尽一切方法想去驱散臭味，体现了人物固执

的性格特点。

③读者方面，小说多次对那箱子进行解释，装了手枪的箱子并非装了尸体的棺材，不会发出臭味，那臭味

到底是由何处散发的？这样的情节设定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    

9. ①叙述人称：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更真实，同时便于抒发情感。

②叙述顺序：小说使用倒叙的手法，先交代故事的结局，“我”显得苍老，是个生病的单身汉；然后再揭

示“我”生病的原因，引人入胜。

③叙述方式：小说采用对话式的叙述方式，“我”和列车员汤姆森的大量对话，推动情节的发展，以及展

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使得情节更紧凑。

【解析】

【导语】小说通过幽默和讽刺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因误会而引发的荒诞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增强了

故事的真实感和亲切感。通过夸张的情节和对话，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慌乱与无奈。手枪与软

奶酪的错位象征着生活中不可预料的混乱，列车员汤姆森的反应则增添了喜剧效果。整体风格轻松幽默，

反映了吐温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小说相关内容的能力。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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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33106125007002

https://d.book118.com/668033106125007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