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山东省大联考 10 月联合质量测评高二语文试题 

本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学校、班级、姓名、考号、座号填涂在相

应位置。 

2．选择题答案必须使用 2B 铅笔（按填涂样例）正确填涂；非选择题答

案必须使用 0.5毫米黑色签字笔书写，绘图时，可用 2B 铅笔作答，字体工

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

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保持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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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

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

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

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

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

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

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

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

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

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

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

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

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

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



 

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

隐于山林，或陷于市朝，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

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

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

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

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

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

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

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

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

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

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

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

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

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

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了中国，起初，确曾

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茕茕孑立。但经过了一番与儒、道的碰撞、

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

道与佛的融合，达到了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

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

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

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

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



 

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

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

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独脚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

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

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

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

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

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

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

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

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

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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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儒、道吸收法、阴阳、名三家的基本思想，不再成为独立

学派。 

B．儒、道两家的人生观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 

C．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清净自守、超然自得属于道家气象。 

D．儒、道两家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的主张是不同的。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

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 

B．儒家、道家和佛教经过不断的融合，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

统文化。 



 

C．儒道能够形成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所以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才具

有博大的包容性。 

D．“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因此那种把“国学”只看

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一家之言是有重大偏颇的。 

3．下列选项，不能作为论据来论证“道家”思想的一项是（3 分）（   ） 

A．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D．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4．请概括材料三的论证思路。（4 分） 

5．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呈现百家争鸣之象，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只有

儒家和道家不断发扬光大。请结合材料，阐述其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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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柳青 

那是落雪季节。我在一次考察旅行中，到了一个乡镇，是在后方，当我

在八路军兵站医院和那里的政治委员谈毕话，已是黄昏。天气很冷，我想吃

一点东西，就跑到一家小饭铺里。 

在那里，我和他初次相遇。 

他年约二十四五岁，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张长嘴巴，不但嘴巴长，而且似

乎很多嘴，能同各种的人谈各样的话，看他那憔悴的容颜，一身灰布棉军衣

整齐的样子，我想他可能是兵站医院的休养员。 

坐在饭铺小炕凳时，我咒骂这令人生厌的雪天。山头上、街道上、院子

里……到处是白茫茫的。 

“好同志，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打！”那个长嘴巴漠然地说着。 

他开始问我“贵姓”和“哪一部分”一类的见面话。我看他的样子，并

不懂我说的“部分”。因为在这个偌大的战争中，“部分”实在多极了。不

过，他好像由我出身的地方判断，我并非什么坏蛋，因此，他很高兴和我谈。 

“很辛苦吧，嘿嘿……”当他知道我长足旅行时，他不甚健康的脸和善

地笑着。 



 

开始筹饭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谦逊地接受了。吸着烟，我们渐渐谈

得很亲热，仿佛老友相遇。 

“你哪部分的，同志？”我问。 

“一一五师！”他说。 

“一一五师哪部分？”我接着问。 

“听说现在归陈支队了。”他看我的脸，吸了两口烟。 

“那么，”我说，“你是挂了彩在这里休养的。” 

“对！”他点头说，“快好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 

一切都表现得很直率，我想：假若问他是怎样挂彩的，也许可听到一个

有趣的故事。 

但是他等待的两碗水饺，这时端来了。他扔掉烟头子，就将一碗摆到我

这边来，示意我吃。我坚持不扰他。他也就安然地吃起来。他身体很虚弱，

吃着吃着就满头汗珠。他用手揩一揩额头，擦一擦眼窝，向我解释着：他开

刀才十多天。大腿上子弹是取出去了，可身体还没复原。他想多吃点好东西，

早点好了就回部队去。 

吃过饭，他就比山说水地回答我怎样挂彩的问题。 

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他们一营人在薛公岭截击日本汽车。薛公

岭是座乱石山，汽车路一转一弯、一上一下地盘着这座山。这一回，日本汽

车要从东边到西边去。 

“这儿，你看！”他用食指在桌上画着，“这边一道沟，这边又一道沟，

汽车路就在这中间通过。我们占领了这两道沟旁边的这个山头，这个山

头……日本汽车过来了，这边沟里就打；往这边冲，这边也打；往山头上冲，

山头也打。这样，他们就上了我们的摆布……”他停了，缓了一口气说，“这

回搞到的东西可多啦，枪呀，炮呀，白米呀……” 

“那么，你是怎么挂的彩呢？”我问，忍不住笑。 

“你不要忙啊！”他改变了坐姿说，“战斗快解决时，我听见渠里有人

呻吟，原来是一个同志挂了彩，我就背他往上走。猛然觉得大腿上一痛，血

就淌出来了……” 



 

“血就淌出来了”“个把月工夫就回前方去”“就这天气，前方一样要

打”……我几乎把他的话都在脑子里转了一遍。我竭力想了解他。 

“你参加八路军几年了？” 

“四年了。”他说。 

“四年了！你是不是……”我考虑着词句问，“你是一个党员，是不是？” 

看他的眼色，他见怪我了。 

“不是……”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我觉得空气很不自然，想找别的话头来改换一下。“陈支队里有多少人

呢？”我问。 

“咱也不晓得。咱下火线多时了。” 

他简单地说了这一句，看了看我的脸。这样，空气依然是不愉快的。 

我自认我的态度是无邪的，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要求知道得更多更清楚

的态度，而他却好像有了什么心事。当我用八路军生活很苦一类的话对他表

示同情时，他竟开始说起反话来，说着一些同起初显然矛盾的话。 

“八路军太苦，真不想干了……”说话完全没有讲他挂彩时的庄重。 

一会儿，我要的面条也端来了。他看了看天色说：“天黑了。你吃饭，

我要回去了。院部还要查房哩。”他付过饺子钱就走了。 

当我正要起身回住室时，一道电光直向饭铺的门，接着进来一群人。我

看他们一共五个人：一个拿电筒的，好像是头目；两个背步枪的，还有两个

徒手，其中一个就是长嘴巴。他这时做出凶狠的样子，长嘴巴更长了。 

拿电筒的将电光在屋里兜了一圈，问长嘴巴； 

“在哪里？在这里？” 

“就这个！”他两只眼睛死盯着我回答。 

我是有根有底的——哪里来哪里去，办什么事，带护照……可没办法，

那个长嘴巴又多嘴起来了，好像我们结了冤仇一样。 

“带护照不干正经事的可多啦！”他那长嘴巴很快地煽动着。 

拿电筒的很稳健，用半命令式的口气说： 

“既然你讲认识我们的政治委员，就麻烦你踏踏雪，跟我们去院部一趟

吧！” 



 

我们披着雪花，踏进院部门槛时，那天同我谈了一下午的政治委员就从

桌前站起来，惊奇地叫着： 

“啊——捉了这样一个汉奸！” 

“哈哈……”他和我的笑声重叠着。 

政治委员向我解释误会，说有个休养员报告街上有个人，可能是汉奸。

他表示他恨极了，说非把他抓住不可。 

“没关系。”我一直微笑着，感到这误会很使我愉快。 

不久，我要辞别了。当我转到门口大院子时，后边雪上有些微小动静，

转头一看，那个长嘴巴不声不响地赶上来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声的抱歉音调，他说完，还继续跟我一齐走着，暗中找寻着我的手，找到一

只就握住它。在那落雪的夜间，我只感到他的手才是温暖的——不，是我的

心感到他的心是温暖的！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小说开头交代“我”去饭铺之前，“和那里的政治委员谈毕话”，

为下文解除误会做了铺垫。 

B．面对“我”提出的是不是党员的问题，长嘴巴迟疑了一下回答“不

是……”，此处的省略号表明他在撒谎。 

C．长嘴巴在对“我”的身份起疑心之后，故意说起反话来，这表明他

虽然直率，但也有机智的一面。 

D．长嘴巴讲述在薛公岭战斗中缴获的物资时，接连使用语气词“呀”

来表明自己的兴奋心情。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小说场景主要集中在“饭铺”，有利于情节的集中与展开，使小说

叙述更加集中紧凑。 

B．长嘴巴对“我”的情感变化是小说的暗线，经历了从漠然到亲近再

到怀疑、仇视，最后解除误会握手言欢的变化。 



 

C．小说运用借喻手法，以“长嘴巴”来称呼休养员，既强化了人物的

外貌特征，又使他的告发行为合情合理。 

D．小说以“误会”为题，既起到了结构全文的作用，又吸引了读者的

阅读兴趣。 

8．柳青作为当代著名小说家，遣词造句精当又富有新意，请从文中选

择两处进行说明。（4 分） 

9．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灵魂，请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谈谈本文的创作

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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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①进谏曰：“昔天以

越赐吴，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践恐惧而改其谋，舍其愆令，轻

其征赋，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身自约也，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

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伏然，服士

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

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今王罢民于姑苏，天夺吾食，都鄙荐饥。越人

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王弗听。十二年，遂伐齐。齐人与战

于艾陵，齐师败绩，吴人有功。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昔吾先王明

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此则大夫之力也今

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出则罪吾众挠乱百度，以妖孽吴国。今天降衷于吴，

齐师受服。孤岂敢自多，先王之钟鼓，寔式灵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释剑

而对曰：“昔吾先王世有辅弼之臣，以能遂疑计恶，以不陷于大难。今王播

弃黎老，而孩童焉比谋，曰：‘余令而不违。’夫不违，亡之阶也。夫天之

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王若不得志于齐，而以觉寤王心，而吴

国犹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弃之。用能援持盈

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今王无以取之，而天禄亟至，是吴命之短也。员不忍

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员请先死。”遂自杀。将死，曰：“以



 

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 

（节选自《国语》卷十九） 

【注】①申胥：伍子胥，春秋吴国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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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涂对一处得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昔吾先王明 A 圣达于上帝 B 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 C 四方之蓬蒿 D 以立

名 E 于荆此则大夫之力也 F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 G 恬逸出 H 则罪吾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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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   ） 

A．“鄙”有“边邑”的意思，文中“都鄙荐饥”中的“鄙”即为此义。 

B．“钟鼓”可以指权贵人家的音乐，文中的“先王之钟鼓”中的“钟

鼓”并非此义。 

C．“大夫”在古代指官名，有时也作爵位名，文中“大夫”即指古代

的一个官职。 

D．“黎老”指黎民百姓，文中的“今王播弃黎老”中的“黎老”即为

此义。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伍子胥坚决反对吴王夫差进攻齐国的计划，但吴王夫差不仅没有听

从他的劝谏，而且在战胜齐国回来后向伍子胥炫耀。 

B．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改变了原来的谋略，具体措施有轻徭薄赋、

亲自倡行节俭等，这使百姓富裕，军队的人数有所增加。 

C．伍子胥将吴王夫差与先王进行对比，他认为先王任用贤能，所以能

够履险如夷，最终成功，而吴王夫差疏离贤人，与儿童谋划国家大事，结果

必将失败。 

D．伍子胥因为预感吴国将要灭亡，不忍心亲眼看到吴王被生擒，于是

自杀，但这并没有唤醒昏庸的夫差。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4 分）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谓好学也已。（4 分）

14．面对吴王夫差的责问，伍子胥是怎样阐述齐国、鲁国与越国对于吴

国的不同危害的？请简要分析。（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第 15~16 题。 

①之长沙卫经历 

王佐 

君家柏府②旧鹓班③，莲幕④官卑且自宽。 

贞观传来犹有笏⑤，西都相望好弹冠。 

白蘋洲畔休移棹，黄鹤楼中尽合欢。 

若问长沙风景色，江城吹角水漫漫。 

【注】①唐善继：琼山人，诗人的朋友，监察御史唐颐庵的后代。②柏

府：御史署的别称。③鹓班：朝班。④莲幕：幕府。⑤唐文宗问魏謩（魏征

五世孙）曰：“卿家有何书籍？”魏謩答：“家书悉数全无，惟有文贞公笏

板在。”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首联采用对比的手法，交代了友人先祖德业辉煌和他现在官职低微。 

B．颔联借用“魏征笏”的典故，表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延续先人的德

业，施展才华。 

C．尾联以景结情，诗人想象朋友问自己长沙的美景，表达了对友人的

思念之情。 

D．全诗章法布局秩序井然，用语温厚和平，或直抒胸臆，或用典抒情，

情感真挚。 

16．本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结合诗歌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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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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