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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场号、座位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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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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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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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逻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盛行，许多大

思想家如孔子、荀子、韩非等，都对逻辑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先秦逻辑因此成为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

源流之一。但是，随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逻辑发展的链条被迫中断了，因而没有完整的

历史，更未能进入世界逻辑发展的主流。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逻辑逐渐传入中国。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在西方是逻辑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即数理逻辑的创立和发展时期，我国却仍处于西方逻辑的传入

和引进阶段。不过，在上世纪 30 至 40 年代，以金岳霖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一批人士对数理逻辑传入中国作

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后，随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前苏联的多本逻辑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

一度成为典范，其内容限于传统形式逻辑。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西方逻辑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即

把数理逻辑向各个领域应用和扩展，由此导致了后来被统称为“哲学逻辑”的一大批新逻辑分支的创立。

但此时我国学术界正在开展逻辑问题大讨论，由于受当时苏联批判数理逻辑的影响，数理逻辑在中国的传

入、教学和研究过程几乎中断，中国逻辑学又一次与世界逻辑学发展主流严重脱轨。粉碎“四人帮”之

后，有识之士急切地提出“逻辑学现代化”和“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口号。从这时至 90 年代中期，逻辑

学普及工作进入黄金时代，并重新开始了数理逻辑的启蒙与普及，以及现代逻辑的系统介绍和引进工作，

并且还在其他众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放眼当前世界，可以这样说，逻辑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逻辑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和挑战。那么，21 世纪的逻辑学将如何发展？我以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将是 21 世纪（至少是

其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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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

推理，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

推理诸因素。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

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摘编自陈波《中国逻辑学的历史审视和前景展望》）

材料二：

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的和学科的。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遗憾的是国内一些学者似乎不愿意承认哥德尔以后西方

逻辑的发展。一种观点是“逻辑学等于数理逻辑”，数理逻辑之外的都不是逻辑；另一种逻辑观似乎宽容

一些，这种观点承认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是逻辑，此外的都不是逻辑。这样就把哲学逻辑、

语言逻辑、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逻辑、认知逻辑等当代逻辑最新的发展领域统统排斥在逻辑学之外。在逻

辑学的研究方面，我们不仅应该学习西方，而且应该争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中国学派，并争取

在某些领域超越西方的学者，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

与此相适应，在学科建设方面，应该按照国际规范建立我国逻辑学的学科体制和教学体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将逻辑学作为一级学科，列于各学科之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部

门遵循国际标准，已将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但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的学科分

类中，逻辑学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样，在 20 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

以及其后发展起来的语言逻辑、哲学逻辑，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通通是“不知所终”，也就是“没有户

口”。如果一门学科没有户口，什么研究生招生、重点学科评审、学科基地建设，通通没有你的份；在教

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出版、各类基金项目的申请中，没有户口的学科也是难上加难。对此，从事这方面

科学研究的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要么甘受冷遇和白眼。如果说学者遭受的冷遇是不足道的，那

么，科学遭受的冷遇就不是不足道的了，因为科学遭受损失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种真正的悲哀。

面对这种困境，我国逻辑学学科建设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学科归属问题。

我国逻辑学学科建设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学科体制组织逻辑学的教材建设。在

建国初期直到新时期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逻辑学课程设置是清一色的形式逻辑。另外，当时很多学者不

具备直接阅读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不可能了解当时西方主要国家逻辑学研究的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这种情况有了大大的改观。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自己培养出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不仅能够直接阅读外文

资料，还可以通过出国留学、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者讲学等多种形式，直接接触国外学

术前沿，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直接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大学的逻辑教学和科研体系，并与世界

先进国家同步，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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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逻辑学的教材建设要与学科建设同步进行；逻辑学的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如果

做到这两个同步进行，并坚持以一流的科学研究引导学科建设，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逻辑学

的发展在某些领域一定能够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蔡曙山《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导致中国逻辑学发展中断的直接原因，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中国才得以再次登上世界逻辑发展高峰。

B. 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受到苏联逻辑学只重传统形式逻辑而批判数理逻辑的影响，中国逻辑学又一

次错失了接轨世界逻辑学发展主流的机会

C. 当代逻辑学的发展领域比较广泛，既包括传统的数理逻辑，也包括最新的模态逻辑、人工智能逻辑、

认知逻辑等领域，西方在这些领域发展较早。

D. 中国逻辑学在学科体系中遭受冷遇，直接损害了中国逻辑学的学科建设，导致逻辑学长期以来一直被

作为“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逻辑学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逻辑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B. 科学遭受损失是一种悲哀，在逻辑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急需解决学科归属问题。

C. 目前我国学者直接接触国外学术前沿，有利于完善逻辑教学和科研体系，但不能抛弃传统 形式逻

辑。

D. 中国逻辑学发展受到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制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很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关于 21 世纪逻辑学发展观点的一项是（   ）

A. AI 文本生成工具“文心一言”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写作建议，自动生成各种文本内容。

B. 在线互动游戏中，一个单独的玩家在等待其他“真实”玩家时喝着咖啡欣赏窗外美景。

C. 围棋机器人为棋手提供“画面引导+语音激励+机械臂演示”三位一体的学、练棋体验。

D. 无人驾驶出租车根据乘客的需求，自动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让乘客以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

4. 结合材料一，简要概括中国逻辑学发展史上的几次机遇。

5. 面对逻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逻辑学界应如何应对？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1. B    2. D    

3. B    4. ①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盛行，先秦逻辑成为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一。

②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逻辑逐渐传入中国。③上世纪 30 至 40 年代，数理逻辑传入中国。④粉碎“四人

帮”之后至 90 年代中期，逻辑学普及工作进入黄金时代，众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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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①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并重，全面研究人的思维活动，注重逻辑理论。②向西方学习，形成中国

学派。③教材建设要与学科建设同步进行；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

【解析】

【导语】这两篇材料详细梳理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世界逻辑学的关系，揭示了历史、政治和文

化对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材料一关注逻辑学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与世界前沿的脱节，同时强调计算机科

学和人工智能对逻辑学未来发展的推动作用。材料二探讨了当前中国逻辑学面临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两

大瓶颈，提出要与国际接轨并重视教材和体制建设，以提升中国逻辑学的国际地位。整体而言，文章对中

国逻辑学的发展提出深刻反思和前瞻性建议。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A.“中国才得以再次登上世界逻辑发展高峰”错误，根据“从这时至 90 年代中期，逻辑学普及工作进入

黄金时代，并重新开始了数理逻辑的启蒙与普及，以及现代逻辑的系统介绍和引进工作，并且还在其他众

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可知，中国逻辑学在 90 年代中期发展很快，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并没有

“再次登上世界逻辑发展高峰”。

C.“人工智能逻辑、认知逻辑”错，根据“这种观点承认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是逻辑，此外

的都不是逻辑。这样就把哲学逻辑、语言逻辑、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逻辑、认知逻辑等当代逻辑最新的发

展领域统统排斥在逻辑学之外”可知，人工智能逻辑和认知逻辑领域不包含在内。

D.“导致”错误，前后并无因果关系。材料二“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的学科分类

中，逻辑学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并没有指出原因。

故选 B。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

D.“就能很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理解错误，原文说的是“如果做到这两个同步进行，并坚持以一流的科

学研究引导学科建设，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在某些领域一定能够赶上或超过世

界先进水平”，选项表述过于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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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认为，21 世纪逻辑学应注重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要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

维，要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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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喝着咖啡欣赏窗外美景”不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

故选 B。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和概括文本信息的能力。

①根据“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盛行，许多大思想家如孔子、荀子、韩非等，都对逻

辑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先秦逻辑因此成为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一”可知，先秦时期，注重对逻

辑问题的讨论，先秦逻辑走在世界逻辑前列。

②根据“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逻辑逐渐传入中国”可知，明末清初，西方逻辑涌入。

③根据“在上世纪 30 至 40 年代，以金岳霖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一批人士对数理逻辑传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

献”可知，上世纪 30 至 40 年代，数理逻辑引入中国。

④根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识之士急切地提出“逻辑学现代化”和“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口号。从

这时至 90 年代中期，逻辑学普及工作进入黄金时代，并重新开始了数理逻辑的启蒙与普及，以及现代逻

辑的系统介绍和引进工作，并且还在其他众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可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至 90

年代中期，逻辑学普及工作进入黄金时代，发展迅猛。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①根据“逻辑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21 世纪的逻辑学将如何发展？我以为，计算机科

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将是 21 世纪（至少是其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 21 世纪逻辑

学的另一幅面貌”可知，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应注重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

②根据“在逻辑学的研究方面，我们不仅应该学习西方，而且应该争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中国

学派，并争取在某些领域超越西方的学者，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可知，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同

时形成自己的学派；

③根据“在学科建设方面，应该按照国际规范建立我国逻辑学的学科体制和教学体制”“我国逻辑学学科

建设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学科体制组织逻辑学的教材建设”以及“我们提出逻辑学

的教材建设要与学科建设同步进行；逻辑学的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可知，我们要重视学科建

设与教材建设，二者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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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毯

【英】斯蒂文·米尔豪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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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漫长的夏日里，有些游戏乍然惊现，一度光芒四射，忽又消失不见。夏天终有尽头，又年年相

似，令我们对游戏失去耐心，转身寻找更新奇刺激的玩意儿。到了八月，蟋蟀的噪鸣响起，我们似孤注一

掷般开始新的冒险，而长日依旧不变，因无聊和期盼而愈发烦闷。

我第一次瞧见那毯子，是在两幢灰房子间狭小的草地里。一块毯子轻轻掠起，飞得有垃圾桶这么高，

几个男孩也在一旁看着。几天之后，意料之中，我父亲下班回来，腋下夹着长长的包袱卷，上面包着棕色

厚纸。毯子的颜色比我想的要暗些，不那么魔幻，上面染着栗色和绿色，边缘缝着粗重的绳穗。

我按毯子的说明书小心练习。身体前倾，飞毯往前；用手拎起两端，飞毯上升。连续好几天我都满足

于驾着它，从院子里发黄的秋千索间挤过，从晾衣绳挂着的被单下穿过。我喜欢看飞毯的影子掠过地面。

母亲透过厨房窗户，紧张地看着我。

有一次我的朋友乔伊飞到我家的院子，降落在鸡舍的沥青顶上，我随即大胆跟上去。我双手插兜站在

那儿，阳光洒在脸上。越过后院的篱笆，我看见房屋和电话线沿着山路向上蔓延。远处草坪上的水柱喷射

出淡淡的彩虹，孩子们骑着各自红色、绿色、蓝色的飞毯，驰骋在阳光灿烂的户外。

一天下午，母亲身患哮喘，躺在阴暗的卧室里，呼吸沉重。我把飞毯摊开，坐在上面等着。要是我母

亲不在厨房窗户里盯着我，我是不允许骑飞毯的。窗外蜜蜂飞起又降落，嗡嗡的声音令人气愤厌烦。我拎

起飞毯的边缘，在屋里飘浮。从窗户望出去，草地上落着秋千架拉长的黑影，我有种被扯着的感觉。我一

猫腰，想驾着飞毯从那儿挤出去。木窗框擦到我的背，把我卡住。我曾梦见自己挣扎着，想要从一个窄门

里挤出去，试了一次又一次，骨头挤伤了，皮肤擦坏了。突然地，我自由了。

我高高地越过篱笆，看到下方长满高杆草、豆荚苗和粉红蓟花的草地上铺满了阳光，一只可乐罐在阳

光下闪着光亮。一排排房屋沿着山坡逐级而上，蓝天下红色的烟囱十分清晰。一切都那么温馨，安宁。我

的眼皮重得快要垂下来了，但还是看见下方有个男孩正用手挡着额头看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飞临危险

的高空，害怕得把身子倾向一边，驾着飞毯向院子飞去。

还有一晚，我被蟋蟀的噪鸣吵醒，往窗外望去，秋千架在月光下留下影子。我把毯子轻轻拖出来，不

让它发出窸窣的摩擦声，随后抬起玻璃窗。月光下飞毯的影子在草地上波动。我越飞越高，驶入了带着梦

境之蓝的暗沉夜空。远处，一条亮闪闪的溪流从下面穿过公路；星星点点的灯火组成了远处的街道。伴随

着头发间吹过的风，我飞翔在月光如水的小镇上，满心欢喜，毫无畏惧。我看见另一个孩子也骑着飞毯在

月下穿行。带着兴奋又疲倦的感觉，我慢慢地飞向我的窗户，钻进去，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晨，我耷着沉重的脑袋，缓慢地起了床。乔伊骑着飞毯在等我，但那天我不想骑毯。

我曾听说，有个男孩就像一只气球，越飞越高，最后遁入目光不可企及的蓝色世界。听说那里的蓝一

望无际，那里有冰封的山，雪盖的城，那里的鸟有着彩虹般的七彩尾羽。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让我感到体内有一种不明的欲望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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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天，母亲要去集市买东西，让我待在家里。我久久望着天空，随后抬起窗户，稳稳升入蓝色

的天空。

空空荡荡的天，蓝得浓烈而丰腴，像湖水或者是雪。我读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孩走进湖里，抵达一

个湖底的小镇。现在我也好像一头扎进湖中。我想象自己站在院子里，正抬头看着自己的飞毯越升越高，

越变越小，我感到自己消失在蓝色里。他消失在蓝色里。我还是我吗？我与大地的纽带断裂了。这蓝色世

界没有冰山和白色的城，也没有奇异的鸟禽。我在这片晦涩的蓝色里往下望，蓝色的光晕向两边散去。我

想念绿草底下的坚实，人行道，还有黑色的石头。我试图回想那个待在湖底的男孩最后是否回到岸上。也

许是身边的蓝色接连进入我的体内，我沉溺其中，倦意袭来，闭上双眼。我仿佛置身梦境，拼命奔跑着，

颤抖着，匍匐着，蓝色紧追不舍。睁开眼，我发现自己正向下俯冲，连忙紧紧抓住飞毯。我认出我家的院

子，我的鸡舍，我的秋千架。我再度感到了地面的重量，仿佛突如其来的欣喜。

到了睡觉时间，我发烧了，身子没有一丝力气。我母亲连续三天温柔地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用悲伤

的眼神深情凝望着我。

一个下雪的午后，我追赶着一只乒乓球，来到了光影斑驳的地下室的阶梯底下。长长的蛛网结在黑暗

的角落，那捆旧毯子就躺在箱子和水桶之间的地板上。“我可找到它了！”我喊着，拿起白色的乒乓球，

又猫着腰出去。天空斜着飘起了雪，雪轻轻地落下，在窗外的草地上渐渐成堆。

（林晓筱译，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在讲述“我”骑毯飞行的故事时，也不时穿插其他孩子的飞行，不仅记录“我”的个人回忆，也

记录“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

B. 水柱喷射出的彩虹，闪光的可乐瓶，亮闪闪的溪流，星星点点的灯火……逼真生动而富于变化的光影

细节，充分表现飞行的乐趣。

C. 天空“蓝得浓烈而丰腴”，与前面“听说那里的蓝一望无际”呼应；当渴望见到的变成了亲眼所见，

“我”感到无比喜悦与满足。

D. “母亲”的存在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与“我”的飞行有着微妙的关联。我发烧时，母亲的做法

体现了对我的关爱。

7.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细节耐人寻味，如蜜蜂“嗡嗡的声音”、“蟋蟀的噪鸣”，借不宁静的环境，暗示童年的生活有着

让人压抑不安的氛围。

B. 小说善用色彩暗示情感，如以“栗色和绿色”写出见到毯子时的小失望；以“红色、绿色、蓝色”表

现站在高处远眺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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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秋千”，既是“我”飞行时的一个参照物，又是推动“我”去飞行的因素之一，

包含着丰富的意味。

D. 小说语言追求恰切性，如将“毯子”切换为“飞毯”，最后又将“飞毯”切换为“毯子”，名称的变化

贴合“我”心境的变化。

8. 跟随乔伊飞到高处之后，“我”一次又一次突破外在或自身的局限，进行新冒险，请结合文本梳理概

括。

9. 最后一段描写的场景和前面夏日飞行的场景相比，带来的阅读感受有何不同？这样写有何深意？请结合

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6. C    7. A    

8. ①“我”逃离母亲的监管，从窗口飞出去，第一次独立飞行。

②“我”克服了飞临高空的恐惧，在月夜里驶向暗沉的夜空。

③“我”突破了日常飞行的界限，飞向曾经向往的蓝色世界。    

9. ①前面描写的是夏日的美丽景色，气氛热烈而欢快，最后一段描写冬天的雪景，环境寒冷而寂静的。

②前面写天空飞行所见，让人觉得天地辽阔，自由自在；后者写地下室所见，空间狭小、光线阴暗，让人

感到局促、压抑。

③暗示冒险终会结束，梦境终会醒来，表达作者对人生最终无法逃避现实束缚的感慨（或：表达作者对童

年美好记忆一去不返的怅惘。）

【解析】

【导语】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描绘出自由飞行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飞毯作为主要意象，

象征着童年时代的无拘无束与无尽想象。通过细腻的环境描写，小说呈现了孩子对外界的好奇、对母亲的

依赖，以及冒险的冲动。故事由明亮的夏日到斑驳的地下室转换，暗示了成长中幻想的褪去与现实的介

入，表达了对童年短暂而美好的追忆。母亲的关怀则为这份记忆增添了一层温暖。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C.“感到无比喜悦与满足”错误。后面“像湖水或者是雪”，暗含探索某种未知元素的紧张心理，后面

“男孩走进湖里”的故事，再次强化这种冒险意味；后文“这蓝色世界没有冰山和白色的城”进一步点明

内心的失望，这种未知的蓝色原来一无所有。

故选 C。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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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借不宁静的环境，暗示童年的生活有着让人压抑不安的氛围”错误。“蟋蟀的噪鸣”、蜜蜂“嗡嗡的

声音”主要表现少年内心骚动不安、渴望冒险的心理；另外，虽然少年有时因渴望冒险而会觉得生活“愈

发烦闷”，但说童年生活中有着“让人压抑不安的氛围”，则夸大其词。

故选 A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梳理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

①由“母亲身患哮喘，躺在阴暗的卧室里，呼吸沉重”“要是我母亲不在厨房窗户里盯着我，我是不允许

骑飞毯的”“我把飞毯摊开，坐在上面等着”“我一猫腰，想驾着飞毯从那儿挤出去”“突然地，我自由

了”等内容，可概括：母亲因为生病，无法“监管我”，“我”于是趁机逃离母亲的监管，从窗口飞出

去，第一次独立飞行。

②由“还有一晚，我被蟋蟀的噪鸣吵醒……我把毯子轻轻拖出来，不让它发出窸窣的摩擦声，随后抬起玻

璃窗”“我越飞越高，驶入了带着梦境之蓝的暗沉夜空”“我飞翔在月光如水的小镇上，满心欢喜，毫无

畏惧”等内容，可概括：“我”克服了飞临高空的恐惧，在月夜里驶向暗沉的夜空。

③由“越变越小，我感到自己消失在蓝色里”“我与大地的纽带断裂了。这蓝色世界没有冰山和白色的

城，也没有奇异的鸟禽。我在这片晦涩的蓝色里往下望，蓝色的光晕向两边散去”“我仿佛置身梦境，拼

命奔跑着，颤抖着，匍匐着，蓝色紧追不舍”等内容，可概括：“我”突破了日常飞行的界限，飞向曾经

向往的蓝色世界。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和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能力。

①由“看到下方长满高杆草、豆荚苗和粉红蓟花的草地上铺满了阳光，一只可乐罐在阳光下闪着光亮。一

排排房屋沿着山坡逐级而上，蓝天下红色的烟囱十分清晰。一切都那么温馨，安宁”等内容，可知：前面

描写的是夏日的美丽景色，气氛热烈而欢快；由“一个下雪的午后”“天空斜着飘起了雪，雪轻轻地落

下，在窗外的草地上渐渐成堆”等内容，可知：最后一段描写冬天的雪景，环境寒冷而寂静的。

②由“月光下飞毯的影子在草地上波动。我越飞越高，驶入了带着梦境之蓝的暗沉夜空”“一条亮闪闪的

溪流从下面穿过公路；星星点点的灯火组成了远处的街道”等内容，可知：前面写天空飞行所见，让人觉

得天地辽阔，自由自在；由“来到了光影斑驳的地下室的阶梯底下”“长长的蛛网结在黑暗的角落，那捆

旧毯子就躺在箱子和水桶之间的地板上”等内容，可知：最后一段写地下室所见，空间狭小、光线阴暗，

让人感到局促、压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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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前文写夏日的飞行的场景，由“我曾梦见自己挣扎着，想要从一个窄门里挤出去，试了一次又一次，骨

头挤伤了，皮肤擦坏了”“带着兴奋又疲倦的感觉，我慢慢地飞向我的窗户，钻进去，倒头就睡”等内

容，可知充满着冒险，仿佛梦境一般；最后一段的飞行，是在“光影斑驳的地下室的阶梯底下”，在“我

喊着，拿起白色的乒乓球，又猫着腰出去”时，发现外面“天空斜着飘起了雪，雪轻轻地落下，在窗外的

草地上渐渐成堆”，前后对比，暗示着冒险终会结束，而梦境也最终会醒来。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

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

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

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

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其是之谓乎！”

（选自《左传•隐公三年》，有删改）

材料二：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

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

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

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

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

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

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

“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

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

（选自《史记•梁孝王世家》，有删改）

材料三：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①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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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选自《史记•宋微子世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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