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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 

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17 分） 

1．（17 分）阅读回答问题。 

材料一： 

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审悲快感，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说明。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审悲快感是作为艺术活动而存在的。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现

实生活中的苦难不能等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失去亲朋，或陷入困境，而你又是一个正常

的人的话，那么，是不会有丝毫愉悦的。因为当人遭遇不幸时，全部注意力都被苦难本身所

吸引，反反复复地考虑得失，忧心重重地瞻望未来，在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欣赏，

也就是把苦难通过艺术这支弓箭，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哀伤痛苦的呻吟变成了五彩斑斓

的意象，使人在瞬间离开现实的重压而升腾于幻境。这样，我们的回味给它添上一种甜美。

列夫•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强调艺术家对感情要“再度体验”。一个男孩子在遇到狼的

那一刻，他只能处在惊恐之中，这个男孩回忆他遇到狼时的情景，将遇狼的经过绘声绘色地

叙述出来，就是审美观照，就是艺术。 

在审悲体验中，形式化则是造成“距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为快感的又一原因。苦难是

悲哀的，但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用愉悦之情与之对抗，在审悲观照中痛感就转化为

快感。一出悲剧，譬如《红楼梦》，无懈可击的结构等一切表现形式的魅力，把这悲剧化为

单纯的事实，那么《红楼梦》悲剧的全部的美也就失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勾心斗角、争风

吃醋的人类的愚蠢行为而已，但要我们去欣赏它却是万万做不到了。乔治• 桑塔纳说：“在

艺术中，题材的真实使我们悲哀，一喜一悲的混合，构成哀情之别有风味。” 

同时，艺术创作与欣赏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艺术活动而存在的。人生苦难的描写所

引起的感情反应是独特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活动，人生苦难的描写往往引起人们的怜悯

和恐惧，而是混合感情。在描写柔弱的对象遇到不幸时，首先，这样处于优越地位的我们就

会产生一种惋惜感。这种惋惜感基本上是一种痛感。其次，我们在惋惜的感情反应中，这就

很自然地唤起我们的同情与爱。我们对一个柔弱而又处于苦难中的对象由惋惜而转化为同情

与爱的过程，也正是由痛感到快感的过程。 

在描写崇高、伟大的对象遇到毁灭之时，很自然地会引起我们的恐怖，情感上仿佛经历

了一场大地震，然而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让人休会到普通生活难以体会到的振奋，体会到鼓

舞人心的活力。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让我们懂得作为一个最充分的意义上的人是怎么一回

事。于是由恐惧转成赞叹，由赞叹转成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在审悲活动中，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变不但在情感的层面上实现，因为我

们的天性对真理是深感兴趣的。因此，描写苦难的作品总是以最强的刺激启迪我们，使我们

的注意力、思考力不能不转向它。例如《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不但给我们以情感上的满

足，那“树倒猢狲散”后面所隐藏的真理，总吸引我们去探寻，并从这探寻、钻研中获得理

性的慰藉。 

（摘编自童庆炳的《审美中的苦难与甘美——谈审悲快感》） 

材料二： 

悲剧和人生之间自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你走进舞台，你便须暂时丢开世界。否则倘

若坠楼的是你自己的绿珠，不幸受祸的是你自己的伊菲革涅亚，你却袖手旁观，眉飞色舞。

纵然你也偶一洒同情之泪，把“幸灾乐祸”的大罪名加在你的头上，这自然是冤枉。 

看戏和做人究竟有些不同。杀曹操泄义愤，或是替罗米欧传情书，就做人说；就看戏说，



似未免近于傻瓜。我们的世界中有的是凶灾险恶，但是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

馏过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奥瑟罗信谗杀妻，而读者在兴酣采烈之际亦忘其为悲。 

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虽然莎士比亚并不醉心古典，在这一点他却近于守旧。他的悲剧

事迹也大半是代远年淹的。拉辛曾说：“如果剧情在哪一国发生，剧本就在哪一国表演，《奥

瑟罗》的事迹比较晚，他于是把它的场合摆在意大利。 

悲剧的“主角”和平凡是不相容的。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乃至于无恶不作的埃及皇后

克莉奥佩特拉都不是你我凡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你我凡人没有他们的伟大魄力，却也没有他

们那副傻劲儿。许多悲剧情境移到我们日常世界中来，不致引起轩然大波。悲剧的产生就由

于不平常人睁着大眼睛向我们平常人所易避免的灾祸里闯。 

悲剧的世界和我们是隔着一层的。这种另一世界的感觉往往因神秘色彩而更加浓厚。悲

剧压根儿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语，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便失其为悲剧了。善

有善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而事实往往不如人所期望，于是怨天，说一切都是命运。 

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苦闷的呼号变成庄

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 

（摘编自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欣赏，是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的超功利的审美关照。“距离

化”在审悲活动中很重要。 

B．悲剧作品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怜悯或者恐惧之情，但这两种感情都不是单一的，都呈

现出混合情感的特点。 

C．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莎士比亚认可这个道理，他把《奥瑟罗》的故事背景设在意

大利，意在以空间的远补救时间的近。 

D．悲剧的“主角”，大都有一股傻劲儿，他们如果肯像平常人一样妥协，不会酿成悲剧。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把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等同起来，就无法区分审美和非审美的不同性质，也很

难正确解释“审悲快感”这一现象。 

B．悲剧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快感，朱光潜不赞同用“人类恶根性”来解释，材料一中作

者也不赞同相似解释。 

C．善恶有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但在读悲剧时这种希望常常落空，正因如此，以获得

理性慰藉。 

D．“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馏过的”，这句话表明艺术作品中的“悲”既

基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 

（3）下列选项中，最能支撑材料一中论述观点的一项是       

A．波瓦洛：绝对没有一条蛇或一个狰狞怪物，经艺术模拟出来而不能供人悦目。 

B．李斯托韦尔：观赏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人们会把自己提高到这些特殊人物的水平。 

C．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 

D．亚里士多德：悲剧所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它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 

（4）《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今人读之感觉到的不仅是“悲”，还有“美” 

（5）“审悲”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含义，请结合材料分析。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小题，18 分） 

2．（18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娄德嘉兄弟（节选） 

罗 烽 

第二天早晨： 



肥大如同白蝴蝶的雪片飞绕着吕梁山。田野，冻结的沟渠，被幔上一层洁白的外套。纤

弱的马尾松好像经不住雪的重压似的 

那迂回狭窄的山道被掩埋了。除去一些稀疏的、清浅难辨的山兔的蹄印外，再也寻觅不

出一个人的足迹。 

为了寻觅寒食，成群结队的老鸦冒着雪从山上的丛林里飞了下来，它们——那些黝黑的

污点，一种寒怆的鸣叫，给这静穆而朴素的空间破坏了。 

在山的斜坡，在一个窑洞外，猎人娄德嘉用一块破布擦拭着父亲唯一的遗产——那支围

枪的枪铳。他已经有三天没用那支枪了。今天，猎一些山兔之类的山兽。但经他考虑一番以

后，又决定不去了，但那枪声也足以惊扰多疑敌人的。 

于是他抱着围枪踱进了窑洞。珍子还躺在干草上酣睡着。娄德嘉怕惊醒疲困的侄女，他

静悄悄地坐在一个白杨木墩上，两手拄着枪口，在发着呆想。 

他悬虑着他的田园，这一夜间不知道遭了多少灾难。那些壮丁，那些妇女，谁又遭到敌

人的残杀与蹂躏了呢？那些猪羊，那些牛，自己的或别人的，谁的能不被强盗般的敌人抢夺

去呢？还有那些小米和燕麦，娄德嘉完全绝望了！而且这个从来不懂得怎样叫作悲哀的猎人，

今天他却不知不觉地流了眼泪，通过了起茧的面颊，他毫无感觉地让它滑落到地上。 

山——寂寞着。 

雪——洁白的褥单，把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不洁白，丑恶的，静穆，缟素而美丽的宇宙，

这不实的外貌，却引不起猎人娄德嘉的同感。他的心中正堆积着与那些相反的渣滓 

他叫醒了侄女。他和珍子开始嚼着带来的面馍。娄德嘉并不饿，随便嚼着它来消磨那焦

躁的时辰。 

珍子嚼着又凉又硬的面馍，想起比较温暖的家来： 

“叔叔，咱们哪一天才能回家呢？” 

“谁算得出哩！反正，哼，不把日本鬼子赶跑，咱们就不能回去！” 

“谁能赶跑他们呢？叔叔，你说，是那些游击队吗？” 

娄德嘉肯定地点点头，随后又连连唔了两声。 

“可是，叔叔，游击队就不会让日本鬼子赶跑吗？” 

“可想得乖！地下的蛤蟆，可吃不着天上的天鹅肉咧！……傻丫头，你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爸爸说过这山里全是咱们的游击队哩！” 

“这山里，这山可大啦，日本鬼子他一辈子也难以摸着大门嘞！” 

突然，脚步子踏在雪上的声音，投进窑洞里来。机警的娄德嘉首先听着那种声音，左手

做成弧形拢在耳根后辨着究竟是人的脚步，还是山兽的脚步。假如是人的 

娄德嘉没有听错，是人的脚步声，不过他已证明，那简直比打兔子还容易呀！他抖擞一

下，胆子壮了起来。 

然而，机警的娄德嘉猜错了，随着脚步声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想象中的敌人 

于是娄德嘉大吃一惊地叫起来：“妈……怎么？你来干什么？” 

这个头上脚下全被雪包围的老太婆，一句话还没有说，就栽倒在干草地上了。待半天她

才喘上一口气来。闭着眼睛向地下呕出一句话： 

“你哥哥完啦！” 

“爸死啦吗？爸是让日本鬼子杀死啦吗？……奶，你快说——” 

“别哭，孩子，”老祖母打着牙巴骨安慰着快要发疯的孙女，别哭啊，天保佑，你们前

脚走，日本兵后脚就来咧！那些鬼是为着你哥哥来的哩！一个通译指着你哥哥问那个朱村长：

他就是打山柴的娄道嘉吗？朱村长点了一下头，饿虎扑食地把你哥哥架走啦！……” 

“为什么要架哥哥呢？”娄德嘉觉得哥哥既不是壮丁，又不是妇女，所以他十分怀疑，

怎么不问问那个通译？” 



“呀哟！”她受了惊似的，继续说：“妈去见朱村长啦，告诉我不要紧，他们是要他做‘向

导’的，我问他什么叫‘向导’呢？他说：就是让他领着去打游击队。可是我不信 

娄德嘉听了母亲的话，两只脚就有点站不稳了。他想立刻离开这窑洞，去证明这件事情

的虚实。于是他用非常镇静的态度对母亲说： 

“妈，我出去一趟，去给哥哥想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你能够救出你的哥哥吗？做梦的孩子！”“妈，也许能……” 

娄德嘉扛起围枪背着弹药袋悄然地走出了窑洞。 

他向着入山的，被大雪掩埋了的要道奔去。而他的意识，却绕过了那要道以外的道路。

他的脚步是飞快的，徘徊着…… 

大约走了一点钟之后。在一个峰峦叠嶂的高处，娄德嘉停下了。他觅到一块可以掩蔽对

方视线的大石。他把围枪放在那上面。一切都安静着，唯有那不断的飞瀑在单调地吵闹着，

以迟缓的速度向西映去…… 

之后，娄德嘉锐利的眼睛从标尺的缺口看见一张飘荡着苍白胡须的脸，那张脸，而且带

着几条新添的伤痕…… 

突然，一种严厉的责骂在他的耳边震动起来：“畜生！不能拿我的枪杀我的儿子！德嘉，

你哥哥和你有什么冤仇呢？”“饶恕我吧，”娄德嘉乞怜地默语着，“儿子要干一次不孝不悌

的勾当了！” 

猎人，娄德嘉仿佛遇到了一只猛兽，他狰狞地扳动着贴在枪机上的食指…… 

（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娄德嘉原想打一些山兔之类的山兽，最终还是放弃了，可以看出他小心谨慎。 

B.娄德嘉嚼着面馍来消磨焦躁的时辰，焦躁主要源于对敌人洗劫后的家乡状况的担忧。 

C.母亲找到娄德嘉只是希望他把娄德嘉的兄长救出来，对于兄长给敌人带路一事缺少足

够的认知。 

D.娄德嘉向入山的要道奔去时，脚步是飞快的，但他的心却在徘徊着 

（2）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本文开头写了吕梁山空旷寂静的雪地景色，接下来又写到成群的老鸦“飞了下来”“寒

怆的鸣叫”，动静结合 

B.文中插入娄德嘉的“呆想”，呈现出家园惨遭破坏的情景，通过虚写 

C.文中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提拎起装好了弹药的围枪，左手做成弧形拢

在耳根后”等描写 

D.本文同王愿坚的《党费》都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事件，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能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对话描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请分析娄德嘉与侄女珍子这一对话描写的作用。 

（4）小说最后一段意蕴丰富，请结合全文内容加以探究。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夫天之所爱育者民也，民之所系仰者君也。圣人上承天之意，下为民之主，在乎正风俗

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 

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奢而不制，弊将若之何？夫如是殚极财力僭渎拟伦以追时好

者矣。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以给无穷之

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诸夏，四圣继统，制度以定矣，纪纲以缉矣，徭役



以均矣，升平之运未有盛于今矣，无一夫不获其所矣。然而宴人之子，短褐未尽完，趋末之

民，巧伪未尽抑。 

（节选自王安石《风俗》） 

材料二：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

者，墨翟、禽滑釐①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

②，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丧礼，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桐棺三寸而无

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③；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 

（节选自《庄子•天下》） 

[注]①禽滑釐：为墨翟的学生。②《非乐》《节用》：《墨子》里的篇名。③觳：俭薄；

简陋。 

（1）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在答题卡上涂出相应标号。 

故风俗 A之变 B迁 C染 D民志 E关之 F盛衰 G不可 H不慎也 

（2）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殚极，文中指穷尽，其中的“殚”与成语“殚精竭虑”中的“殚”意思相同。 

B.诸夏，在我国古代是对中原地区的称呼，文中泛指宋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国土。 

C.短褐，为粗布短衣，常用于指平民百姓 

D.绳墨，此处指用来比量的墨线，与“木直中绳”的“绳”意思并无关联。 

（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安石强调节俭的风俗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天地生财具有时限性，而人的能力是有

限的，将导致百姓贫苦，甚至社会动乱。 

B.虽然国家政治清明，赋税徭役合理，但依旧存在百姓贫困不堪、衣不蔽体，王安石认

为这都是因为风俗不够纯朴。 

C.庄子以简洁的语言概括墨子的主张，内容包括“兼爱”“非攻”等，并肯定墨子自我

匡正，以及主张性情温和，追求博学的态度。 

D.墨子主张废除古代的礼制和音乐，提倡人活着时要勤劳，死后要薄葬。庄子认为这些

主张不能被称为圣人之道 

（4）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 

②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未败墨子道。 

（5）请依据两则材料的内容概括王安石和庄子对“俭”的看法有何异同。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小题，9分） 

4．（9分）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各题。 

江楼感旧 

赵嘏 

独上高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天竺①中秋 

汤显祖 

江楼无烛露凄清，风动琅玕②笑语明。 



一夜桂花何处落？月中空有轴帘声。 

[注]①天竺：天竺山，在今杭州西湖西。②琅玕：原为神话中的宝树，后常以琅玗比喻

秀竹。 

（1）下列对两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赵诗第二句写景，描绘了一个月色、水光交相辉映的迷人月夜，进一步渲染了“思渺

然”清幽恬静的环境气氛。 

B.汤诗首句写秋夜的静谧，下句写佳节的欢乐。一静一动，既矛盾又统一 

C.诗人登楼赏月，都由眼前之景，触发无限思绪。赵诗思及去年同赏此景的友人，思及

花落何处，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万物的深刻思考。 

D.同为赏月绝句，二诗均用洗练淡雅的语言，描写登楼赏月时的独特感受，具有空灵神

远的艺术美。 

（2）“月”这一意象常常引发文人墨客的遐思，请辨析赵诗、汤诗、及《春江花月夜》

中作者以“月”意象表现的情思。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5．（6分）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没有人可以关起门来当圣人”，儒家对圣人的培养十分重视推己及人，较为积极

的 做 法 是 “ 忠 ” — — “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与 之 相 比 较 为 消 极 的 做 法 为 — —

“         ，         。” 

（2）老子认为圣人应当去追求那些常人不想要的——“            ”，不稀罕难以

得到的货物，学习常人所不学习的，以“               ”。 

（3）《将进酒》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于穷愁之境中狂放不羁的同时，也宣泄出作者

蔑视权贵，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两句是：“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1小题，10分） 

6．（10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五月晨空晴朗无云的蔚蓝色，或是海上日落的红色和橙色，都会引起人们的惊奇、诗兴。

无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操何种语言，有什么习俗，发现一丝云彩都没有

的天空是漆黑的，或是黄的或绿的（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的居民们对褐色的天空已经渐渐变得

习以为常，而伦敦与西雅图的市民却习惯于看见灰色的天——但是连他们也都仍然认为蓝色

的天空才算是正常的。） 

（1）下列句子中的括号用法与文中括号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 1033 分

之一（1033，在 1 之后接 33 个 0）。 

B.周朴园：（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票 

C.正因为如此，当曾子的学生单居离向他询问是否果真“天圆地方”时，曾子一针见血

地指出：“如诚天圆而地方（《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D.到达温泽里他的住宅后（我发现，这住宅像他一样破破烂烂，但也跟他一样一切都尽

可能装出体面的样子），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 

（2）对选文主要内容的概括最为准确的一项是       

A.五彩斑斓的颜色会激励我们钻研科学。 

B.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拥有相同的天空。 

C.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天空是蔚蓝色的。 

D.欧美一些城市污染严重，天空已变色。 

（3）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如果改为“五月晴朗无云的晨空，或是海上落日的颜色，都

会引起人们的惊奇，从语义上看两者基本相同，为什么说原文表达效果更好？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1小题，10 分） 

7．（1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碎片化阅读是否一无是处呢？当然不是。碎片化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着一种阅读

的趋势，或者说是时代特征。 

其一，A_______。碎片化阅读交互性强，①拥有更新信息速度快和随时随地皆可阅读的

特性，③更易于人们查找资料，④提高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其二，⑥未必如此。⑦古代

的《论语》是碎片式语录，⑧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碎片式的，⑩没有人说不好，为

什么现在有了手机可以更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进行阅读就不行了？其三，其实不然，恰恰因碎

片化阅读，影响力得以提升，因此碎片化阅读成为经典导读的一种有效途径（路线）。 

碎片化阅读作为阅读的一种方式，有利有弊，B_______，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成为

信息的奴隶 

（1）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每处

不超过 15 个字。 

（2）文中第二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 

四、写作（60分） 

8．（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庄子曾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林语堂曾说：“在人的一生中，有些细微无用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回顾其因果关

系，会发现影响之大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 I（17 分） 

1．（17 分）阅读回答问题。 

材料一： 

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审悲快感，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说明。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审悲快感是作为艺术活动而存在的。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现

实生活中的苦难不能等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失去亲朋，或陷入困境，而你又是一个正常

的人的话，那么，是不会有丝毫愉悦的。因为当人遭遇不幸时，全部注意力都被苦难本身所

吸引，反反复复地考虑得失，忧心重重地瞻望未来，在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欣赏，

也就是把苦难通过艺术这支弓箭，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哀伤痛苦的呻吟变成了五彩斑斓

的意象，使人在瞬间离开现实的重压而升腾于幻境。这样，我们的回味给它添上一种甜美。

列夫•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强调艺术家对感情要“再度体验”。一个男孩子在遇到狼的

那一刻，他只能处在惊恐之中，这个男孩回忆他遇到狼时的情景，将遇狼的经过绘声绘色地

叙述出来，就是审美观照，就是艺术。 

在审悲体验中，形式化则是造成“距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为快感的又一原因。苦难是

悲哀的，但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用愉悦之情与之对抗，在审悲观照中痛感就转化为

快感。一出悲剧，譬如《红楼梦》，无懈可击的结构等一切表现形式的魅力，把这悲剧化为

单纯的事实，那么《红楼梦》悲剧的全部的美也就失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勾心斗角、争风

吃醋的人类的愚蠢行为而已，但要我们去欣赏它却是万万做不到了。乔治• 桑塔纳说：“在

艺术中，题材的真实使我们悲哀，一喜一悲的混合，构成哀情之别有风味。” 

同时，艺术创作与欣赏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艺术活动而存在的。人生苦难的描写所

引起的感情反应是独特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审悲活动，人生苦难的描写往往引起人们的怜悯

和恐惧，而是混合感情。在描写柔弱的对象遇到不幸时，首先，这样处于优越地位的我们就



会产生一种惋惜感。这种惋惜感基本上是一种痛感。其次，我们在惋惜的感情反应中，这就

很自然地唤起我们的同情与爱。我们对一个柔弱而又处于苦难中的对象由惋惜而转化为同情

与爱的过程，也正是由痛感到快感的过程。 

在描写崇高、伟大的对象遇到毁灭之时，很自然地会引起我们的恐怖，情感上仿佛经历

了一场大地震，然而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让人休会到普通生活难以体会到的振奋，体会到鼓

舞人心的活力。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让我们懂得作为一个最充分的意义上的人是怎么一回

事。于是由恐惧转成赞叹，由赞叹转成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在审悲活动中，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变不但在情感的层面上实现，因为我

们的天性对真理是深感兴趣的。因此，描写苦难的作品总是以最强的刺激启迪我们，使我们

的注意力、思考力不能不转向它。例如《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不但给我们以情感上的满

足，那“树倒猢狲散”后面所隐藏的真理，总吸引我们去探寻，并从这探寻、钻研中获得理

性的慰藉。 

（摘编自童庆炳的《审美中的苦难与甘美——谈审悲快感》） 

材料二： 

悲剧和人生之间自有一种不可跨越的距离。你走进舞台，你便须暂时丢开世界。否则倘

若坠楼的是你自己的绿珠，不幸受祸的是你自己的伊菲革涅亚，你却袖手旁观，眉飞色舞。

纵然你也偶一洒同情之泪，把“幸灾乐祸”的大罪名加在你的头上，这自然是冤枉。 

看戏和做人究竟有些不同。杀曹操泄义愤，或是替罗米欧传情书，就做人说；就看戏说，

似未免近于傻瓜。我们的世界中有的是凶灾险恶，但是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

馏过的。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奥瑟罗信谗杀妻，而读者在兴酣采烈之际亦忘其为悲。 

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虽然莎士比亚并不醉心古典，在这一点他却近于守旧。他的悲剧

事迹也大半是代远年淹的。拉辛曾说：“如果剧情在哪一国发生，剧本就在哪一国表演，《奥

瑟罗》的事迹比较晚，他于是把它的场合摆在意大利。 

悲剧的“主角”和平凡是不相容的。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乃至于无恶不作的埃及皇后

克莉奥佩特拉都不是你我凡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你我凡人没有他们的伟大魄力，却也没有他

们那副傻劲儿。许多悲剧情境移到我们日常世界中来，不致引起轩然大波。悲剧的产生就由

于不平常人睁着大眼睛向我们平常人所易避免的灾祸里闯。 

悲剧的世界和我们是隔着一层的。这种另一世界的感觉往往因神秘色彩而更加浓厚。悲

剧压根儿就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语，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便失其为悲剧了。善

有善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而事实往往不如人所期望，于是怨天，说一切都是命运。 

悲剧把生活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射到某种距离以外去看。苦闷的呼号变成庄

严灿烂的意象，霎时间使人脱开现实的重压而游魂于幻境 

（摘编自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D  

A．艺术活动中对苦难的描写与欣赏，是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的超功利的审美关照。“距离

化”在审悲活动中很重要。 

B．悲剧作品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怜悯或者恐惧之情，但这两种感情都不是单一的，都呈

现出混合情感的特点。 

C．悲剧都有些古色古香。莎士比亚认可这个道理，他把《奥瑟罗》的故事背景设在意

大利，意在以空间的远补救时间的近。 

D．悲剧的“主角”，大都有一股傻劲儿，他们如果肯像平常人一样妥协，不会酿成悲剧。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A．如果把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等同起来，就无法区分审美和非审美的不同性质，也很

难正确解释“审悲快感”这一现象。 



B．悲剧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快感，朱光潜不赞同用“人类恶根性”来解释，材料一中作

者也不赞同相似解释。 

C．善恶有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但在读悲剧时这种希望常常落空，正因如此，以获得

理性慰藉。 

D．“悲剧的凶灾险恶是在艺术的锅炉中蒸馏过的”，这句话表明艺术作品中的“悲”既

基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 

（3）下列选项中，最能支撑材料一中论述观点的一项是  B  

A．波瓦洛：绝对没有一条蛇或一个狰狞怪物，经艺术模拟出来而不能供人悦目。 

B．李斯托韦尔：观赏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人们会把自己提高到这些特殊人物的水平。 

C．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 

D．亚里士多德：悲剧所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它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 

（4）《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今人读之感觉到的不仅是“悲”，还有“美” 

（5）“审悲”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含义，请结合材料分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答题时要整体把握材料内容，

结合相关语境分析各个选项表述的正误，作出正确的选择。 

（2）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答题时要读懂材料，仔细比对各个

选项的说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3）本题考查学生对论据的理解能力。答题时要读懂题干要求，明确相关材料的论点，

然后仔细比对各个选项，作出正确的选择。 

（4）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能力。答题时要根据题干要求读懂材料内容，

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5）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及文章内容的能力。答题时要读懂材料相关的内容，

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解答】 

（1）D.“大都有一股傻劲儿，他们如果肯像平常人一样妥协，不会酿成悲剧”以偏概

全。这种另一世界的感觉往往因神秘色彩而更加浓厚，如果能拿理性去解释它的来因去果，

导致悲剧的还有一种“神秘色彩”的因素。 

故选：D。 

（2）C.“善恶有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但在读悲剧时这种希望常常落空，才促使人探

寻作品内蕴。材料二第五段的表述为“善有善报，是人类的普遍希望，不能尤人，说一切都

是命运”，正因如此，以获得理性慰藉”。 

故选：C. 

（3）材料一共论述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审悲快感的成因。 

A.选项所说的是戏剧的模仿性，与材料一所论述的审悲没有关系。 

B.选项说的是“移情”，审悲活动离不开“移情”。 

C.选项说的是戏剧反映人生，显示善恶。 

D.选项所说的是戏剧的模仿性，与材料一所论述的审悲没有关系。 

故选：B。 

（4）《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是一首悼亡词，这是作者对逝去的妻子的怀念

之作，描写自己的梦境。表达了自己的悲伤感情。 

从词中“十年生死两茫茫”可以知道，亡妻逝去已十年。 

从材料一第二段“这样的‘审悲’，也就是把苦难通过艺术这支弓箭，这时候，使人在

瞬间离开现实的重压而升腾于幻境，悲哀本身就变成并非全然是痛苦了，形式化则是造成‘距



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为快感的又一原因，但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用愉悦之情与之

对抗。这样，距离化促成痛感转为审美快感。采用了合适的形式化（结合本词写出词中一种

艺术特色，白描。 

从材料一第四段“我们在惋惜的感情反应中，又觉得对象有几分秀美。我们对一个柔弱

而又处于苦难中的对象由惋惜而转化为同情与爱的过程，对读者而言。 

（5）“审悲”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含义，从材料一第四段“人生苦难的描写所引起的感

情反应是独特的，人生苦难的描写往往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审丑等的特殊性”可知。 

从材料一第三段“在审悲体验中，形式化则是造成‘距离化’并促成痛感转化为快感的

又一原因，但艺术创作中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用愉悦之情与之对抗。这样，从作品的艺术形式

欣赏作者技巧。 

从材料一第五段“在描写崇高、伟大的对象遇到毁灭之时，情感上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地

震，然而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让人休会到普通生活难以体会到的振奋、第六段“在审悲活动

中，而且也在理智的层面上实现，从悲剧内蕴体悟情感美。 

答案： 

（1）D 

（2）C 

（3）B 

（4）悲：它是悼亡诗，怀念亡妻。 

美：距离化促成痛感转为审美快感。亡妻逝去已十年。采用了合适的形式化（结合本词

写出词中一种艺术特色，白描。对读者而言。 

（5）①从悲剧故事本身了解生活苦难。 

②从作品的艺术形式欣赏作者技巧。 

③从悲剧内蕴体悟情感美、理性美。 

【点评】 

选择题干扰项设置常见错误类型： 

1.扩大范围。2.偷换概念。3.无中生有。4.已然未然混为一谈。5.强加因果。6.答非所

问。7.相互矛盾。8.张冠李戴。9.过于绝对。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小题，18 分） 

2．（18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娄德嘉兄弟（节选） 

罗 烽 

第二天早晨： 

肥大如同白蝴蝶的雪片飞绕着吕梁山。田野，冻结的沟渠，被幔上一层洁白的外套。纤

弱的马尾松好像经不住雪的重压似的 

那迂回狭窄的山道被掩埋了。除去一些稀疏的、清浅难辨的山兔的蹄印外，再也寻觅不

出一个人的足迹。 

为了寻觅寒食，成群结队的老鸦冒着雪从山上的丛林里飞了下来，它们——那些黝黑的

污点，一种寒怆的鸣叫，给这静穆而朴素的空间破坏了。 

在山的斜坡，在一个窑洞外，猎人娄德嘉用一块破布擦拭着父亲唯一的遗产——那支围

枪的枪铳。他已经有三天没用那支枪了。今天，猎一些山兔之类的山兽。但经他考虑一番以

后，又决定不去了，但那枪声也足以惊扰多疑敌人的。 

于是他抱着围枪踱进了窑洞。珍子还躺在干草上酣睡着。娄德嘉怕惊醒疲困的侄女，他

静悄悄地坐在一个白杨木墩上，两手拄着枪口，在发着呆想。 

他悬虑着他的田园，这一夜间不知道遭了多少灾难。那些壮丁，那些妇女，谁又遭到敌



人的残杀与蹂躏了呢？那些猪羊，那些牛，自己的或别人的，谁的能不被强盗般的敌人抢夺

去呢？还有那些小米和燕麦，娄德嘉完全绝望了！而且这个从来不懂得怎样叫作悲哀的猎人，

今天他却不知不觉地流了眼泪，通过了起茧的面颊，他毫无感觉地让它滑落到地上。 

山——寂寞着。 

雪——洁白的褥单，把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不洁白，丑恶的，静穆，缟素而美丽的宇宙，

这不实的外貌，却引不起猎人娄德嘉的同感。他的心中正堆积着与那些相反的渣滓 

他叫醒了侄女。他和珍子开始嚼着带来的面馍。娄德嘉并不饿，随便嚼着它来消磨那焦

躁的时辰。 

珍子嚼着又凉又硬的面馍，想起比较温暖的家来： 

“叔叔，咱们哪一天才能回家呢？” 

“谁算得出哩！反正，哼，不把日本鬼子赶跑，咱们就不能回去！” 

“谁能赶跑他们呢？叔叔，你说，是那些游击队吗？” 

娄德嘉肯定地点点头，随后又连连唔了两声。 

“可是，叔叔，游击队就不会让日本鬼子赶跑吗？” 

“可想得乖！地下的蛤蟆，可吃不着天上的天鹅肉咧！……傻丫头，你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爸爸说过这山里全是咱们的游击队哩！” 

“这山里，这山可大啦，日本鬼子他一辈子也难以摸着大门嘞！” 

突然，脚步子踏在雪上的声音，投进窑洞里来。机警的娄德嘉首先听着那种声音，左手

做成弧形拢在耳根后辨着究竟是人的脚步，还是山兽的脚步。假如是人的 

娄德嘉没有听错，是人的脚步声，不过他已证明，那简直比打兔子还容易呀！他抖擞一

下，胆子壮了起来。 

然而，机警的娄德嘉猜错了，随着脚步声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想象中的敌人 

于是娄德嘉大吃一惊地叫起来：“妈……怎么？你来干什么？” 

这个头上脚下全被雪包围的老太婆，一句话还没有说，就栽倒在干草地上了。待半天她

才喘上一口气来。闭着眼睛向地下呕出一句话： 

“你哥哥完啦！” 

“爸死啦吗？爸是让日本鬼子杀死啦吗？……奶，你快说——” 

“别哭，孩子，”老祖母打着牙巴骨安慰着快要发疯的孙女，别哭啊，天保佑，你们前

脚走，日本兵后脚就来咧！那些鬼是为着你哥哥来的哩！一个通译指着你哥哥问那个朱村长：

他就是打山柴的娄道嘉吗？朱村长点了一下头，饿虎扑食地把你哥哥架走啦！……” 

“为什么要架哥哥呢？”娄德嘉觉得哥哥既不是壮丁，又不是妇女，所以他十分怀疑，

怎么不问问那个通译？” 

“呀哟！”她受了惊似的，继续说：“妈去见朱村长啦，告诉我不要紧，他们是要他做‘向

导’的，我问他什么叫‘向导’呢？他说：就是让他领着去打游击队。可是我不信 

娄德嘉听了母亲的话，两只脚就有点站不稳了。他想立刻离开这窑洞，去证明这件事情

的虚实。于是他用非常镇静的态度对母亲说： 

“妈，我出去一趟，去给哥哥想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你能够救出你的哥哥吗？做梦的孩子！”“妈，也许能……” 

娄德嘉扛起围枪背着弹药袋悄然地走出了窑洞。 

他向着入山的，被大雪掩埋了的要道奔去。而他的意识，却绕过了那要道以外的道路。

他的脚步是飞快的，徘徊着…… 

大约走了一点钟之后。在一个峰峦叠嶂的高处，娄德嘉停下了。他觅到一块可以掩蔽对

方视线的大石。他把围枪放在那上面。一切都安静着，唯有那不断的飞瀑在单调地吵闹着，

以迟缓的速度向西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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