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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考语文复习之小题狂练 300 题（古诗文阅读）：文言文阅读（10

题）

一．文言文阅读（共 10 小题）

1．（2024•广州）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问题。

【甲】

ㅤㅤ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

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节选自诸葛亮《诫子书》）

【乙】

ㅤㅤ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

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节选自《资治通鉴》）

【丙】

ㅤㅤ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

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

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

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

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①，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

目而无见者也。

（节选自颜之推《颜氏家训》，有删改）

[注]①因循面墙：沿袭保守，疲沓不振作，不学习。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A.非学无以广才/卿今者才略

B.及鲁肃过寻阳/可以无大过矣

C.即更刮目相待/是日更定矣

D.世人婚冠未学/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

（2）下列对【丙】文中加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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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B.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C.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D.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3）用现代汉语翻译文段中的划线句子。

①蒙辞以军中多务。

②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

（4）三个文段都写了劝学，其中所体现的对学习的认识有何相同之处？请结合三个文段简要分析。

2．（2024•大庆）古文阅读。

【甲】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

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选自《孙权劝学》）

【乙】

嗟乎！师道①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②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

人③，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

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④者，非

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

以贻之。

（节选自韩愈《师说》）

【注】①师道：尊师学习的风尚。②出人：超出一般人。③众人：一般人。④句读：指断开句子的

知识。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实词的含义。

①卿今当涂掌事 　     　

②蒙辞以军中多务 　     　

③见往事耳 　     　

④是故圣益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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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出下列加点虚词含义、用法相同的一项 　   　

A.卿今者才略 前者呼，后者应（《醉翁亭记》）

B.但当涉猎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

寺夜游》）

C.学于余 能谤讥于市朝（《邹忌讽齐王纳谏》）

D.惑之不解 马之千里者（《马说》）

（3）选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两处需要断句，请选出相应位置。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4）下列关于【甲】【乙】两篇选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性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师说》中的“说”

就是这种文体。

B.【甲】文注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其中鲁肃、吕蒙的对话，显示了两人的融洽关系，正面表现了吕蒙的

学有所成。

C.【乙】文将“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进行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

野的关键所在。

D.【甲】【乙】两文都与学习有关，【甲】文中孙权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劝吕蒙学习，【乙】文中韩愈

对李蟠“能行古道”给予赞扬。

（5）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①及鲁肃过寻阳。

②作《师说》以贻之。

3．（2024•呼和浩特）阅读下面古诗文，完成问题。

【甲】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节选自《乐府诗集》）

【乙】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①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

百襄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于邓坎。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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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

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良玉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良玉为

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

（选编自《明史•秦良玉传》）

【丙】

明妃

郭漱玉

竟抱琵琶塞外行，非关图画误倾城。

汉家议就②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

【注释】①石硅（zhù）：地名，在重庆，今作石柱。②就：成，成功。

（1）下列选项中，对词语理解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中的“但”和“但当涉猎”（《孙权劝学》）中的“但”意思相同。

B.“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中的“从”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醉翁亭记》）中的“从”意思相同。

C.“贼乘官军宴”中的“乘”和“公与之乘”（《曹刿论战》）中的“乘”意思不同。

D.“兼通词翰”中的“通”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马说》）中的“通”意思不同。

（2）请用“/”给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

（3）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②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4）下列对两首诗歌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木兰诗》中作者歌颂战争中的英雄，却不用过多笔墨正面写战争，暗含了作者对待战争的态度。

B.互文的特点是用简洁的文字表现丰厚的内容，《木兰诗》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是例证。

C.《明妃》第二句运用毛延寿丑化昭君，丹青误人的典故，表达出诗人对昭君出塞的同情与惋惜。

D.《明妃》第四句中“差”有“略微”或“甚”的意思，本诗中理解为“甚”更能体现昭君的历史功绩。

（5）阅读完三位巾帼英雄的事迹，同学们围绕巾帼英雄的形象展开了讨论，请你发表意见，将下面内

容补充完整。

小语认为：木兰代父从军，作为一个征战沙场的士卒，表现出英勇善战、坚毅果敢的形象特征。

小文认为：良玉 　                  　

小美认为：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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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通辽）感受了古诗文的精神力量，东东再邀你一起阅读两篇文言文，学习古人的劝勉智慧。

【甲】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

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

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

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

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

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节选自《送东阳马生序》）

【乙】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①，久而乐之，不知其

疾之在体也。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

缓者舒然以和。喜怒哀乐，动人必深。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写②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③，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为尉于剑浦④，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

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进琴以为别。

（节选自《送杨寘序》）

【注释】①宫声数引：古代的音乐分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文中泛指各种曲调。引，曲调的

一种体制。②写：同“泻”，倾吐，宣泄。③杨君：即杨寘（zhì），作者的朋友。④剑浦：县名。

（1）请你选出下列句中加点词意思相同的一项 　   　

A．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过中不至，太丘舍去（《陈太丘与友期行》）

B．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

C．缓者舒然以和/闻之，欣然规往（《桃花源记》）

D．亦有至者焉/且焉置土石（《愚公移山》）

（2）请你用“/”给【乙】文画线句断句（限断两处）。

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写其幽思

（3）请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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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②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

（4）【甲】【乙】两文均为赠序，即临别赠言，都饱含作者的良苦用心，请结合文章内容，从劝勉艺术、

勤奋学习、平和心态三个方面任选其一，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受到的启发。

5．（2024•内蒙古）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问题。

【甲】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

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

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

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

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

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

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

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乙】

翟璜应对文侯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①，克之，以封其子击②。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

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

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

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注]①中山：中山国，战国时小国。②击：魏击，魏文侯之子，后继承为君，即魏武侯。

（节选自《资治通鉴•周纪一》）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①臣之妻私臣 　     　

②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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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克之 　     　

④臣是以知之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窥镜而自视 学而不思则罔

B.谓其妻曰          其真不知马也

C.臣之妾畏臣 乃记之而去

D.皆以美于徐公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3）【乙】文中画波浪线句子停顿划分正确的一项是 　   　

A.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

B.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

C.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

D.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

（4）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①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②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

（5）【甲】文中邹忌进谏的结果是“王曰善”，【乙】文中翟璜应对的结果是“文侯悦”，二人是怎样取

得这样的效果的？请结合文本，进行简要分析。

6．（2024•宿迁）古诗文阅读。

参加校文学社组织的“兰”主题诗文共读活动。

【甲】兰

（明）陈汝言

兰生深山中，馥馥吐幽香。

偶为世人赏，移之置高堂。

雨露失天时，根株离本乡。

虽承爱护力，长养非其方。

冬寒霜雪零，绿叶恐彫伤①。

何如在林壑，时至还自芳。

（选自明•簟溪子《兰史》，中国林业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注】①雕伤：花木枯萎。雕，同“凋”，凋落，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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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跋①盆兰

（明）李流芳

ㅤㅤ己未春，余北上至濠梁，病还。夜则苦不寐独处惘惘非对友生流连酒肆即无以遣日。二月二日，与

子薪、韫父、尔凝、家伯季从子，泛舟南郊，听江君长弦歌。值雨，子薪偕尔凝、君长宿余家。盆兰正

开，出以共赏。子薪故有花癖，烧烛照之，啧啧不已。

ㅤㅤ花虽数茎，然参差掩映，态变颇具。其葩或黄或紫，或碧或素，其状或合或吐，或离或合，或高或

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②，或平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来而如就③，或往而如奔，

或相顾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仰而如羞，或偃蹇④而如傲，或挺而如庄，或倚而如困，或群向而

如语，或独立而如思。盖子薪为余言如此，非有诗肠画笔者，不能作此形容也。余既以病不能作一诗记

之；欲作数笔写生，而亦复不果。然是夜与子薪对花剧⑤谈甚欢，胸中落落一无所有，伏枕便酣睡至晓，

从此病顿减。此花与爱花人皆我良药，不可忘也。

（选自《檀园集》，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 年版，有删改）

【注】①跋：写在书籍和文章的后面，多用来评价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②承：捧着。③就：前往。④

偃蹇（jiǎn）：高耸的样子。⑤剧：流畅，此处指畅快。

（1）甲诗“长养非其方”中的“长”字，有同学认为应该读“cháng”，有同学认为应该读“zhǎng”。

你赞同哪种读法？谈谈你的理解。

（2）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超出

三处不得分）。

夜则苦 A 不寐 B 独处 C 惘惘 D 非对友生 E 流连 F 酒肆 G 即无以 H 遣日

（3）根据方法提示解释乙文中加点的词。

文中词句 方法 解释

或相顾而如笑 【查工具书】顾：①看；②考虑；③拜访；④反而。 A 　   　（填序号）

或倚而如困 【结合语境】或挺而如庄，或倚而如困，或群向而如语 B 　     　

而亦复不果 【课内关联】未果，寻病终（《桃花源记》） C 　      　

（4）用现代汉语翻译乙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子薪故有花癖，烧烛照之，啧啧不已。

（5）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好诗往往“自然达意，委婉尽情”，甲诗也有这样的特点请结合诗句，

简要分析。

（6）请梳理乙文中“兰”能让作者“从此病顿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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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感于“兰”的品质，你想制作一枚兰花书签，勉励自己做“兰”一样的人。请结合对诗文的感

悟，撰写书签上的文字。（不超过 50 字）

7．（2024•潍坊）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唐瑾宇附璘。性温恭，博涉经史，雅好属文。年十七，周文闻其名，因召拜尚书员外郎、相府记室参

军事。军书羽檄，瑾多掌之。从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累迁尚书右丞、吏部郎中。于时魏宣播迁，庶

务草创，朝章国典，瑾并参之。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朝野所属。白文帝，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

结为兄弟。

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瑾察

其才行，有片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济者甚众。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

书两车，载之以归。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辎重①，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检阅之，唯

见坟籍②而已。乃叹曰：“孤知此人二十许年，明其不以利干义。向若不令检视，恐常人有投杼③之疑，

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当如此也。”

瑾性方重，有风格。退朝休假，恒着衣冠以对妻子。又好施与，家无余财，所得禄赐，常散之宗族。

其尤贫者，又割膏腴田宇以赈之。朝野以此称之。

（节选自《周书》卷三十二，有删改）

[注]①辎重：出门携带的物资，常指军用物资。②坟籍：古代典籍。③投杼：杼，织布的梭。投杼，

表示多谤能动摇信念。

（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于谨南伐江陵”中的“南”，与“手自笔录”中“手”的用法不同。

B．“辄议免之”与成语“浅尝辄止”中“辄”的意思相同，意为“就”。

C．“或白文帝曰”中的“或”，与“或遇其叱咄”中“或”的意思不同。

D．“恒着衣冠以对妻子”中的“妻子”是古今异义词，意为“妻子儿女”。

（2）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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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于时魏室播迁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

B．愿与之同姓 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记》）

C．其尤贫者          其此之谓乎（《虽有嘉肴》）

D．朝野以此称之 策之不以其道（《马说》）

（3）将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博涉经史，雅好属文。

②孤知此人二十许年，明其不以利干义。

（4）唐瑾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请简要概括。

8．（2024•威海）阅读下列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甲】爱莲说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

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乙】芙菜

李渔

芙薬与草本诸花似觉稍异，然有根无树，一岁一生，其性同也。谱云：“产于水者曰草芙蓉，产于陆

者曰旱莲。”则谓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为命者，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①于前人也；以芙菜之可

人，其事不一而足。请备述之。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芙菜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

点缀绿波，及其劲叶既生，则又日高一日，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飘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

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蓄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②秋，此时在花为分内之事，在

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

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

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

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

只有霜中败叶，零落难堪，似成弃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年裹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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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芙薬也者，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

（节选自《闲情偶寄》，有删改）

【注释】①成说：通行的说法。②徂（cú）：到。

（1）下列句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①濯清涟而不妖 ②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B.①中通外直 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C.①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②此之谓失其本心

D①请备述之 ②前人之述备矣

（2）下列句中加点词语意义与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②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B.①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②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C.①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②杂然而前陈者

D.①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②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3）下列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蔓”，名词作动词）。

B.此皆言其可目者也（该句是判断句）。

C.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芬”，这里是使动用法）。

D.【乙】文按照时间顺序说明了芙菜“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的特点。

（4）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横线句子。

①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②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

（5）请分别概括【甲】【乙】两文作者爱莲的主要原因。

9．（2024•无锡）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ㅤㅤ高斗南，字拱极，陕西徽州人。貌魁梧，语音若钟。洪武中，授四川定远知县。才识精敏，多善政。

二十九年，与郑敏、康彦民并坐事，先后被征。耆民①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

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诸人既还任，政绩益著。寻举天下廉吏数人，斗南与焉，列其名于彰善榜。

擢云南新兴知州，新兴人爱之不异定远。居数年，以衰老乞归，荐子恂自代，成祖许之。年七十而卒。

ㅤㅤ郑敏尝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求宥帝宴劳复其官，赐钞百锭，衣三袭。居数年，以廉直入朝。部民复

走京师，乞再任，帝从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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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康彦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先知青田，调仪真，后历巴陵、天台，并著名绩。永乐初，

罢归。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县民二百余人言彦民廉公有为，乞还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闻，

宣宗叹曰：“彦民去天台二十余年，民犹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为江宁。

（选自《明史•循吏列传》，有删改）

[注]①普老：德高望重的老人。

（1）下列句中加点字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寻举天下廉吏数人（寻找）

B.成祖许之（答应）

C.先知青田（掌管）

D.民犹思之（仍然）

（2）用斜线“/”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限三处。

郑敏尝坐事被逮部民数千人求宥帝宴劳复其官

（3）翻译下列句子。

①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

②居数年，以衰老乞归。

（4）本文选自《明史•循吏列传》，请结合文章概括“循吏”这一类官员的共性特征。

10．（2024•常州）阅读两则文言，完成问题。

甲

孙兴公①为庾公②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③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

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④亦不近。”孙遂沐浴⑤此言。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注释】①孙兴公：孙绰。②庾公：庾亮。③卫君长：卫永，字君长。④倾倒处：令人佩服的地方。⑤

沐浴：沉浸其中并反复品味。

乙

苏峻既至石头①，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②邪？”钟曰：“国乱不能匡③，君危不能济，

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④将执简而进矣！”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

【注释】①苏峻既至石头：指苏峻起兵谋反。石头，南京城。②弊：同“毙”，死。③匡：保护。④

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以记事于史籍时不加隐讳、秉笔直书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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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都正确的一项是 　   　

A.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表示尊敬）/投诸渤海之尾（众多）

B.倾倒处亦不近（平凡，一般）/近岸，卷石底以出（靠近）

C.或谓钟曰（有时）/或王命急宣（有人）

D.执简而进矣（选拔）/简拔以遗陛下（选拔）

（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两个句子的意思。

①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②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

（3）结合甲乙两文的中心意思分别写一句勉励自己的话。

结合甲文：　                  　

结合乙文：　                  　

（4）对甲、乙两文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甲文中“沐浴”一词，表明孙兴公并不认可庾亮对卫君长的评价。

B.甲文“孙兴公为/庾公参军”与乙文“苏峻既/至石头”两句的朗读节奏划分是对的。

C.乙文出自《世说新语•方正》，这里意在表明董狐是“方正”之人。

D.甲、乙两文都在叙述过程中通过对话来展现人物的精神品格，语言简练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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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考语文复习之小题狂练 300 题（古诗文阅读）：文言文阅读（10

题）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文言文阅读（共 10 小题）

1．（2024•广州）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问题。

【甲】

ㅤㅤ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

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节选自诸葛亮《诫子书》）

【乙】

ㅤㅤ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

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节选自《资治通鉴》）

【丙】

ㅤㅤ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

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

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

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

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①，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

目而无见者也。

（节选自颜之推《颜氏家训》，有删改）

[注]①因循面墙：沿袭保守，疲沓不振作，不学习。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A　

A.非学无以广才/卿今者才略

B.及鲁肃过寻阳/可以无大过矣

C.即更刮目相待/是日更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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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世人婚冠未学/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

（2）下列对【丙】文中加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C　

A.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B.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C.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D.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3）用现代汉语翻译文段中的划线句子。

①蒙辞以军中多务。

②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

（4）三个文段都写了劝学，其中所体现的对学习的认识有何相同之处？请结合三个文段简要分析。

【答案】（1）A

（2）C

（3）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

②这都是从小学习到手仍不厌倦。

（4）三个文段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倡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并体现了学习

的终身性。

【分析】译文：

【甲】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静寡

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

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

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最

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到时悔恨又怎么

来得及？

【乙】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说：

“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我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

史罢了。你说军务繁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觉得获益很多。”吕蒙于是开始

学习。当鲁肃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吃惊地说：“你现在的军事方面和政

治方面的才能和谋略，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吴县的（没有学识的）阿蒙了！”吕蒙说：“志士（君子）分别

几天，就重新另眼看待了，长兄你认清事物怎么这么晚呢？”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朋

友后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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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

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

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

《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手仍不厌倦。曾参十七

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全屏门凑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老年仍不厌倦。

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

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

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着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解答】（1）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A.句意：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才：才干/才干。

B.句意：等到鲁肃经过寻阳的时候。/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过：经过/过错。

C.句意：就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更：重新/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

D.句意：一般人到成年后还未开始学习。/中间戴着高高的帽子、胡须浓密的人是苏东坡。冠：成年/帽

子。

故选：A。

（2）本题考查文言断句。此句译为：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断句标志：

“二十以外”表示时间，后面断开，“所诵经书”是主语，“一月”是时间状语，后面断开，“便至荒芜

矣”是结果。

故选：C。

（3）本题考查用现代汉语翻译文段中的划线句子。

①重点词语有：辞，推辞；以，用。句意：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

②重点词语有：皆，都；少，从小；至，到；倦，厌倦。句意：这都是从小学习到手仍不厌倦。

（4）本题考查理解概括文章内容。三个文段都强调了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甲】文提到“非学无以

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强调了学习对于增长才干和成就学业的必要性。同时，“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则警示了时间的紧迫性，强调要抓紧时间学习。【乙】文中孙权劝吕蒙学习，也

是基于他当权掌事的身份和需要，说明学习对于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丙】文则通过不同年

龄段的人通过学习取得成就的例子，说明学习不分早晚，但都应尽早开始，并持续努力。三者都提倡积

极的学习态度。如【甲】文中的“静”与“志”，即要求学习时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定的志向；【乙】文

中孙权鼓励吕蒙广泛涉猎，增长见识；【丙】文则强调早教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无论早晚都应坚持不

懈地学习。在学习方法上，【甲】文虽未直接说明，但隐含了要通过努力学习来提升自己；【乙】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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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即广泛阅读以增长见识；【丙】文则通过具体的学习经历来展示学习方法的重

要性。三个文段都体现了学习的终身性。如【甲】文中的“非志无以成学”强调了坚定志向对于持续学

习的重要性；【乙】文中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开始学习，并在后续取得显著进步，说明学习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丙】文则通过列举不同年龄段的人通过学习取得成就的例子，以及“老而弥笃”的表述，强

调了学习不分年龄、应终身进行的观点。据此分析提炼概括即可。

答案：

（1）A

（2）C

（3）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

②这都是从小学习到手仍不厌倦。

（4）三个文段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倡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并体现了学习

的终身性。

【点评】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有直译和意译两种。所谓直译，是指用现代汉语的词对原文进行逐字逐

句地对应翻译，做到实词、虚词尽可能文意相对。直译的好处是字字落实；其不足之处是有时译句文意

难懂，语言也不够通顺。所谓意译，则是根据语句的意思进行翻译，做到尽量符合原文意思，语句尽可

能照顾原文词义。意译有一定的灵活性，文字可增可减，词语的位置可以变化，句式也可以变化。意译

的好处是文意连贯，译文符合现代语言的表达习惯，比较通顺、流畅、好懂。其不足之处是有时原文不

能字字落实。这两种翻译方法当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2．（2024•大庆）古文阅读。

【甲】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

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选自《孙权劝学》）

【乙】

嗟乎！师道①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②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

人③，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

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④者，非

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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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

以贻之。

（节选自韩愈《师说》）

【注】①师道：尊师学习的风尚。②出人：超出一般人。③众人：一般人。④句读：指断开句子的

知识。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实词的含义。

①卿今当涂掌事 　当权　

②蒙辞以军中多务 　推托　

③见往事耳 　了解　

④是故圣益圣 　因此　

（2）选出下列加点虚词含义、用法相同的一项 　B　

A.卿今者才略 前者呼，后者应（《醉翁亭记》）

B.但当涉猎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

寺夜游》）

C.学于余 能谤讥于市朝（《邹忌讽齐王纳谏》）

D.惑之不解 马之千里者（《马说》）

（3）选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两处需要断句，请选出相应位置。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4）下列关于【甲】【乙】两篇选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性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师说》中的“说”

就是这种文体。

B.【甲】文注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其中鲁肃、吕蒙的对话，显示了两人的融洽关系，正面表现了吕蒙的

学有所成。

C.【乙】文将“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进行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

野的关键所在。

D.【甲】【乙】两文都与学习有关，【甲】文中孙权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劝吕蒙学习，【乙】文中韩愈

对李蟠“能行古道”给予赞扬。

（5）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①及鲁肃过寻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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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作《师说》以贻之。

【答案】（1）①当权。

②推托。

③了解。

④因此。

（2）B

（3）AC

（4）B

（5）①等到鲁肃经过寻阳。

②写了《师说》来送给他

【分析】译文：

【甲】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说：

“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

军务繁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觉得获益颇多。”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鲁肃经

过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吃惊地说：“你现在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才能

和谋略，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吴县的没有学识的阿蒙了！”吕蒙说：“和有抱负的人分开一段时间后，就要

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长兄你认清事物怎么这么晚呢！”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分

别了。

【乙】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

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

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

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

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学习了小的却丢了大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

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解答】（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

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①句意：你现在当权管事。当涂：当权。

②句意：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辞：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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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句意：了解历史罢了。见：了解。

④句意：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是故：因此。

（2）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A.不同，……的情况/……的人；

B.相同，只是；

C.不同，向/在；

D.不同，宾语前置的标志/定语后置的标志。

故选：B。

（3）本题考查句子的断句。解答此类问题，首先要明确句意，然后根据句意进行分析。句意为：古代

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故断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

焉。

故选：AC。

（4）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

ACD.正确

B.有误，鲁肃、吕蒙的对话，是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

故选：B。

（5）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①中重点词语有：及，等到；过，经过。句意为：等到鲁肃经过寻阳。

②中重点词语有：作，写作；以，来。句意为：写了《师说》来送给他。

答案：

（1）①当权。

②推托。

③了解。

④因此。

（2）B

（3）AC

（4）B

（5）①等到鲁肃经过寻阳。

②写了《师说》来送给他

【点评】文言文内容理解题，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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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用原文句子回答；

②摘录原文关键的词语回答；

③用自己的话组织文字回答。

 三种方法，采用第一、二种方法回答的准确率一般会比较高。

3．（2024•呼和浩特）阅读下面古诗文，完成问题。

【甲】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节选自《乐府诗集》）

【乙】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①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

百襄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于邓坎。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

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良玉

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

仪度娴雅。

（选编自《明史•秦良玉传》）

【丙】

明妃

郭漱玉

竟抱琵琶塞外行，非关图画误倾城。

汉家议就②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

【注释】①石硅（zhù）：地名，在重庆，今作石柱。②就：成，成功。

（1）下列选项中，对词语理解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D　

A.“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中的“但”和“但当涉猎”（《孙权劝学》）中的“但”意思相同。

B.“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中的“从”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醉翁亭记》）中的“从”意思相同。

C.“贼乘官军宴”中的“乘”和“公与之乘”（《曹刿论战》）中的“乘”意思不同。

D.“兼通词翰”中的“通”和“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马说》）中的“通”意思不同。

（2）请用“/”给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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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②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4）下列对两首诗歌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木兰诗》中作者歌颂战争中的英雄，却不用过多笔墨正面写战争，暗含了作者对待战争的态度。

B.互文的特点是用简洁的文字表现丰厚的内容，《木兰诗》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是例证。

C.《明妃》第二句运用毛延寿丑化昭君，丹青误人的典故，表达出诗人对昭君出塞的同情与惋惜。

D.《明妃》第四句中“差”有“略微”或“甚”的意思，本诗中理解为“甚”更能体现昭君的历史功绩。

（5）阅读完三位巾帼英雄的事迹，同学们围绕巾帼英雄的形象展开了讨论，请你发表意见，将下面内

容补充完整。

小语认为：木兰代父从军，作为一个征战沙场的士卒，表现出英勇善战、坚毅果敢的形象特征。

小文认为：良玉 　良玉从夫抗敌，作为一个指挥作战的女将领，表现出智勇双全、治军严明的形象

特征。　

小美认为：昭君 　昭君出塞和亲，作为一个维护和平的“使者”，表现出深明大义、奉献自我的形象

特征。　

【答案】（1）D

（2）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

（3）①远行万里投身战事，像飞一样地越过一道道关塞山岭。

②（秦良玉）统率的部队号称白杆兵，被远近的敌人害怕。

（4）A

（5）良玉从夫抗敌，作为一个指挥作战的女将领，表现出智勇双全、治军严明的形象特征。

昭君出塞和亲，作为一个维护和平的“使者”，表现出深明大义、奉献自我的形象特征。

【分析】参考译文：（甲）到各地集市买骏马，马鞍和鞍下的垫子，马嚼子和缰绳，马鞭。早上辞别父

母上路，晚上宿营在黄河边，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但能听到黄河汹涌奔流的声音。早上辞别黄

河上路，晚上到达黑山脚下，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只能听到燕山胡兵战马啾啾的鸣叫声。

不远万里奔赴战场，飞一样跨过一道道的关隘，越过一座座的山峰。夜晚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

寒冷的月光照在将士们的铠甲上。将士们身经百战有的为国捐躯，有的转战多年得胜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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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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211240220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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