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州市名校 2023-2024 学年高二上学期开学检测 

语文试题 

2023.09 

一、现代文阅读（39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2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王国维心目中，《红楼梦》的文学性明显是高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

作的。这大概源于《红楼梦》的视角不是世俗的视角，而是超越的视角。《红楼

梦》的超越方式不是追逐现世功利与实用目的的方式，而是审美的方式。从阅读

的直接经验，我们就能感受到，《红楼梦》对女子的审美意识非常充分，无论是

外在美还是内在美都充分呈现出来。以《红楼梦》为参照系就会发现，《三国演

义》《水浒传》对女子没有审美意识，只有道德意识。换句话说，只有道德法庭，

没有审美判断。不必说被道德法庭判为死刑的妖女“淫妇”潘金莲、阎婆惜等，就

是被认为是英雄烈士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也没有美感，甚至作为美女形象出场的

貂蝉，亦非审美对象，而是政治器具，和林黛玉、晴雯、妙玉等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 

放下直接的阅读经验，从理论上说，正如康德所点破的那样，审美判断是“主观

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合目的”的判断心，他说的无目的，便是超越世间的功利法，

即超越世俗眼里的目的性，进入人类精神境界的更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功利

的目的性已经消失，悲剧的目的不是去追究“谁是凶手”，自然也不是一旦找到凶

手，悲剧冲突就得以化解。《红楼梦》让读者和作者一样，感悟到有许多无罪的

凶手、无罪的罪人，他们所构成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难以了结

的缘由。对于这种悲剧，若要作出是非究竟的判决，或要问起元凶首恶，真是白

费力气。因为矛盾诸方面在自己的立场是真的，但看对方是假的，真假不能相容，

真真假假中演出一出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悲剧，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谜一样的永

恒冲突。 

这种冲突是双方各自持有充分理由的冲突，是重生命自由与重生活秩序的永恒的

悖论，只要人类生活着，这种悲剧性的冲突，就会永远存在。它不像世间的政治

冲突、经济冲突、道德冲突，可以通过法庭、战争、理性判断加以解决或随着现

实时间的推移而找到凶手或是非究竟而化解。它也不跟《三国演义》那样，一方

是“忠绝”“义绝”，一方是“奸绝”“恶绝”，善恶分明，然后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而

暗示一种绝对道德原则。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了不起之处是没有把

好人写得绝对好，没有把坏人写得绝对坏。这便是拒绝忠奸、善恶对峙的世俗绝

对原则，这也是《红楼梦》能够成为永恒审美源泉的秘密所在。马克思所说的解

开荷马史诗永恒之迷的难点，我们从《红楼梦》对世俗眼光的超越中，大约可以

得到一些解释。 

在世界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大作家虽然也都站立在超越世俗眼界的

高层面去创作，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对人间生命的大悲悯感，但是在叙述方式上，

他们都有一种贵族姿态，在描述中是以自身的高贵去照耀笔下人物。而《红楼梦》

虽有高贵的贵族精神，但曹雪芹作为创作主体则是一种低姿态，这是《红楼梦》

另一文学审美特点。 

曹雪芹的“大观”眼睛并不是贵族嘲弄底层生命的眼睛，而是另外两种低姿态的眼

睛：跛足道人的眼睛和宝玉的“侍者”的眼睛。高精神而又低姿态，是《红楼梦》

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跛足道人没有“圣人言”的形式，只是唱着轻快的嘲讽之歌，



这是最低调的歌，又是最高深的歌，是大悲剧的歌，又是大喜剧的歌，是没有哲

学形式的哲学歌。《红楼梦》没有“圣人言”的方式，也没有“三言二拍”那种因果

报应的“诚言”形式，而是“甄士隐言”（真事隐言）、“贾雨村言”（假语村言）、“石

头言”等一些与读者心灵相齐相交的平常形式。在《红楼梦》里，宝玉是真正的

圣者。他的天性眼睛把人间的污浊看得最清，所以才有“男子是泥，女子是水”

的惊人之论。别人都为失去权力、财产而痛苦，他只为失去少女生命而悲伤而心

疼。他的前身是“神瑛侍者”，所谓侍者，就是仆人、奴隶。而他来到人间之后，

仍然是个侍者，身份是贵族府第中最受宠的贵族子弟，气质上也有贵族特性，然

而他却拒绝贵族特权，保持一种侍者心态、侍者眼光。 

这种低姿态奇怪吗？不奇怪。马克思所制定的巴黎公社原则就要求公社的官员要

做人民的仆人，要以最低的姿态去对待世界与民众。宝玉正是拥有这种侍者的眼

睛与姿态，所以他能看清那些世俗眼里无价值的生命恰恰具有高价值，也因此才

对这些生命的毁灭产生大悲情——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自下而上的深深敬

爱的大伤感与大痛惜。他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倾诉得如此动情，原因就在

于此。晴雯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女奴，但在宝玉眼里，她却是“心比

天高”的天使。因此，在她生前，他尊敬她；在她死后，则仰视她。于是，便写

下了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 

（摘编自刘再复《永远的<红楼梦>》） 

1.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红楼梦》充分呈现了林黛玉、晴雯、妙玉等一众女子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是因为《红楼梦）真正把女子当作了审美对象。 

B. 悲剧难以了结，往往是因为有许多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以及他们所构

成的关系及其关系的相关互动。 

C.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体现的高精神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在作品中体现

的是一致的，都是对人间生命的大悲悯感。 

D. 作者以马克思制定的巴黎公社要求官员做人民公仆的原则来类比宝玉的侍者

姿态，充分肯定了宝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审美判断并非没有目的，只是它追求的是超越世俗功利的目的，进入了人类

精神境界的更高层次。 

B. 《红楼梦》能够成为永恒审美源泉的秘密是不分忠奸、不辨善恶，没有绝对

的道德原则，对众生一视同仁。 

C. 《红楼梦》中甄士隐在解读了跛足道人唱的“轻快的嘲讽之歌”之后，就跟着

跛足道人出家了。 

D. 能看清那些世俗眼里无价值的生命恰恰具有高价值，所以宝玉才会为那些世

人眼中的卑贱女奴失去生命而悲伤。 

3. 下列《红楼梦》中的情节，没有体现宝玉低姿态的一项是（ ） 

A. 老嬷嬷指责藕官烧纸时，宝玉帮藕官打圆场。 

B. 凤姐泼醋，平儿无辜受辱，宝玉主动帮助平儿理妆 

C. 金钏投井之后，宝玉低声下气求得玉钏原谅。 

D. 宝玉既能与秦钟交好又能与“呆霸王”薛蟠交往。 

4. 《红楼梦》的两大审美特点是什么？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5. 有人说《红楼梦》中晴雯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你同意这一看法吗？请结合

文本加以分析。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一个猎人 

侯发山 

青龙山的人除了德富，一个个都下山了，有的搬到了镇里，有的迁到了城里。老

伴临走那天，嘟囔着要他一起撤，说现在山里的猎物是五黄六月下大雪，稀罕着

呢，政府也有了政策……他脸一黑，打断老伴的话，说，我是猎人，不打猎干啥？

德富的脾气倔，跟头犟驴似的。哼，你不走，狼非吃了你不可！老伴丢下这句话，

便跟着儿子媳妇进城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的人也不例外，家家户户打猎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

爷爷辈。山上的动物并非取之不尽，寻不到猎物，村里人为了生存，便砍伐山上

的树木，做成家具或原木出售。青龙山原先的植被遮天蔽日，人钻到林子里迷路

那是常有的事。等到政府有所察觉，青龙山已经像是谢顶的中年男人的脑袋，光

秃秃的。 

虽然政府收缴了猎枪，但德富有自己一套捕猎的方法。如下绳套，在猎物可能出

没的地方铺设一根结实的绳索，一头固定在大石头上，一头挽个活套，一旦猎物

的爪子踏入绳套，必被束缚，俗称“下束”；如设关子，用石头垒成一个鸡窝形状

的建筑，里面拴一只活鸡或放置其他食物，只有一方留个门，倘若有猎物踏进门，

石门会自动关闭，俗称“皮子关”；如下铁夹子，猎物若是踩上，肯定要遭殃，虽

不致死，伤残是免不掉的，战斗力便大大减弱，很容易成为猎人的囊中之物，此

法唤作“下夹子”；等等。因此，平时德富上山，手里攥根枣木棒，腰里别把镰刀，

足矣。 

山里的动物除了老鹰、麻雀之类的飞禽，四条腿的走兽不多见了。德富有时出去

一天，连只兔子都捡不到。气得德富对着光秃秃的青龙山，对着整天阴沉着的老

天哇哇大叫，满腹的气愤、委屈，还有无奈。 

这天晚上，是一个刚刚暴雨过后的夜晚，天气闷热闷热的。德富辗转反侧之后刚

要进入梦乡，忽然听到“嗷呜”的狼叫声，悲怆，凄厉！这个久违的声音让德富一

下子兴奋不已，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机灵地从床上爬起来，习惯地去抽枕头下

的猎枪——糟糕，什么也没有。他有点慌神，不敢去开门。从窗户看出去，趁着

隐隐的月色，他认出是那只独眼狼！他不由得打了个颤，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年

前。 

那一天，德富的“皮子关”钻进去一头狼。他赶过去的时候，这头狼呜呜叫着，像

是在哭泣。他从石缝里看到，这头狼只有一只眼睛，挺着大肚子——原来是一头

怀孕的母狼！察觉到德富的气息，狼匍匐在地，“呜呜”得更伤心，完全没有了狼

的野性和凶猛。那声音，那眼神，似乎在哀求德富。德富犹豫了许久，直到他发

现母狼眼里淌出的泪，才一狠心，放走了它。之后有一段时间，他早上起来，家

门口常有被咬死的兔子，他怀疑是母狼所为。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啊。这一刻，德富心里好后悔，若是当初结果

了这头母狼，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场面。怎么办？自己手里没有枪！德富有点慌神

了，对着窗户大吼了两声：“走！走！”独眼母狼不为所动，还在“呜呜”地叫着，

瘆人，凄凉，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德富转身找到半块砖头，从窗口甩出去，独眼

母狼跳跃着躲避了一下，转身又对着德富的房子“呜呜”地叫着，铁了心要跟德富

一决雌雄，好像在说“你不出来，我就不走”。这时候德富反倒不害怕了，因为独

眼母狼刚才躲闪的动作，暴露出它的弱点：灵敏性不如年轻的同类，一条腿也瘸



了。假如这头独眼母狼不走，再引来其他的同类，糟糕的就是自己。不如趁现在

还有点力气，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想到这里，他拿起门后的一根棍子，把门打

开了。 

独眼母狼看到德富出来，转身跑了。德富本打算把它撵走就算了，谁知道，独眼

母狼跳跃着跑了几步，又折回身来“呜呜”地叫着，挑衅似的。德富的倔脾气又上

来了，道路有些泥泞，他还是挥舞着棍子撵了过去。独眼母狼见状，扭头就跑，

跑了几步又转过头来，好像在看看德富跟上来没有。若是没跟上来，便停下来；

是跟了上来，它就继续在前面跑……就这样，直到把德富引到另外一座山头。这

时候，天已经渐渐放亮，德富撵得气喘吁吁，一只鞋子也跑掉了。难道独眼母狼

要“诱敌深入”，进而攻击自己？想到这里，德富不敢再追了，转身沿原路返回。

到了村口那儿，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青龙山跟毁了容似的，坍塌了半边，

把整个村子淹没了，包括他家的房子。 

德富到底没有进城，他留在了青龙山，改行当上了种树人。 

(有删改)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狼凶猛残忍，如德富的兔子被咬死；德富打猎狠心，如他将砖头砸向独眼母

狼。但独眼母狼与德富也有善良的一面。 

B. “政府也有了政策”“虽然政府收缴了猎枪”，这说明因为不允许捕杀野生动物，

德富委屈无奈，气得对老天哇哇大叫。 

C. 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思想作祟，村民会把山吃光，而当地政府的补救措

施会让山不再光秃，但会让一部分人失业。 

D. 德富的狩猎方法多种多样，他不跟着儿子媳妇进城，夜里追狼，改行种树，

是一个心灵手巧、倔强、胆大心细、勤劳的人。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青龙山的人大都下山了，德富却不下山；原来山青猎物多，现在却是山秃猎

物少。通过对比写出了德富倔强的性格和人们下山的原因。 

B. 小说写德富有自己一套捕猎的方法，如下绳套、设关子、下铁夹子等，为后

面写独眼母狼钻进“皮子关”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 

C. 小说语言不仅平实，而且幽默诙谐，例如，“现在山里的猎物是五黄六月下大

雪”“青龙山已经像是谢顶的中年男人的脑袋”等。 

D. 第八段通过描写青龙山坍塌的情形和对独眼母狼行为、心理活动及神态的直

接描写，写出了独眼母狼的聪明和知恩图报的品质。 

8. 文中插人“德富救独眼母狼”的情节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9. 文章标题拟为“最后一个猎人”可谓独具匠心，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二、古代诗文阅读（36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杜弼，字辅玄，中山曲阳人也。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讲

授之际，师每奇之。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

答如响，大为琛所叹异。州牧任城王澄闻而召问，深相嗟赏，许以王佐之才。澄、

琛还洛，称之于朝，承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 

延昌中，以军功起家，除广武将军、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典管记。弼长于笔札，

每为时辈所推。孝昌初，除太学博士。还，除光州曲城令。为政清静，务尽仁恕，

词讼止息，远近称之。时天下多难，盗贼充斥，征召兵役，途多亡叛。朝廷患之。



乃令兵人所赍戎具，道别车载；又令县令自送军所。时光州发兵，弼送所部达北

海郡，州兵一时散亡，唯弼所送不动。他境叛兵，并来攻劫，欲与同去。弼率所

领亲兵格斗，终莫肯从，遂得俱达军所。军司崔钟以状上闻。其得人心如此。  

以常调除御史，加前将军、太中大夫，领内正字。台中弹奏，皆弼所为。诸御史

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后施行。元象初，高祖征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

寻加镇南将军。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或有造次不及书教，直付空纸，

即令宣读。 

武定中，迁卫尉卿。会梁遣贞阳侯渊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台慕容绍宗

率诸军讨之，诏弼为军司，摄行台左丞。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

厩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又令陈政务之要可为鉴戒者，

录一两条。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

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 世宗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萧

明于寒山，别与领军潘乐攻拔梁潼州，仍与岳等抚军恤民，合境倾赖。 

(节选自《北齐书·杜弼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

/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 

B. 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

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 

C. 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

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 

D. 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论/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

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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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除，授予官职。古代表授职或晋升的还有“擢、征、降、拜、召”等词。 

B. 博士，官职名。起源于战国，秦、汉时设置。掌通古今，传授学问。 

C. 元象，魏孝静帝的年号，年号是古代纪年的一种名号，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

号。 

D. 世宗，庙号。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追尊的名号，是一种敬称。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杜弼幼时家贫,聪敏好学。杜弼小时候家贫无书，但好学上进，受到定州长史

甄琛、州牧任城王元澄的赞赏和举荐。 

B. 杜弼才华横溢，擅长写作。杜弼的文章常被后人推崇：御史出使所上文簿，

皇帝都委托杜弼复查，然后施行。 

C. 杜弼为政有方，深得民心，杜弼为政仁爱宽容，远近闻名，他护送新兵去军

所，即使遭遇叛兵，他的兵士都没有逃亡。 

D. 杜弼深受信任，获得赏赐。杜弼出发征讨外敌时，世宗把自己喜欢的宝马赏

赐给他，并请他陈述为政的精要作为鉴戒。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时天下多难，盗贼充斥，征召兵役，途多亡叛。朝廷患之。 

（2）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甚见信待。或有造次不及书教，直付空纸，即令宣

读。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临江仙 

陈克 

四海十年兵不解，胡尘直到江城① 。岁华销尽客心惊，疏髯浑如雪，衰涕欲生

冰。 

送老齑盐② 何处是？我缘应在吴兴。故人相望若为情，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

灯。 

【注】① 江城：今江苏省南京市。② 齑盐：细碎的腌菜，这里指代养老之处。 

14. 下列对这首词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头“四海”两句交代了时局的危急，点明了感慨的原因，具有提领全词的作

用。 

B. “疏髯”二句运用比喻和夸张手法，选取典型细节，刻画人物形象。 

C. “别愁”两句，以景结情，营造出一种迷离恍惚的气氛，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艺术效果。 

D. 这首词感情真挚，意象精巧，意境深远，语言清新淡雅，读来韵味十足，感

人至深。 

15. 词中寄寓了词人哪些情感？请结合全词简要分析。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8 分） 

16.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为打消弟子在谈论个人志

向时疑虑时说：“__________，__________ 。” 

（2）音乐由“冷涩”到“凝绝”，是一个“声暂歇”的过程，白居易在《琵琶行并序》

中用“__________，__________”的佳句描绘了余音袅袅、余意无穷的艺术境界，

令人拍案叫绝。 

（3）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是很多诗作的共同主题，如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说的“__________，__________”，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说的“__________，

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15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5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郭老头、耿老头，俩老头，这两个老头，从前面看，像五十岁；从后面看，像三

十岁，他们今年都已经做过七十整寿了，身体真好！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

成一卷，攥在手里，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他这辈子没有牙疼过。耿老头能

喝酒。他拿了茶碗上供销社去打酒，一手接酒，一手交钱，售货员找了钱给他，

他亮着个空碗：“酒呢？”售货员有点忧伤：记得是打给他了呀！—— 售货员低

头数钱的功夫，二两酒已经进了他的肚了，俩老头非常“要好”——这地方的方言，

“要好”是爱干净爱整齐的意思，不论什么时候，上唇的胡子平崭乌黑，下巴的胡

子刮得溜光。浑身的衣服， 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不短。俩老

头还都爱穿靸鞋，斜十字实纳帮，皮梁、荡底，是托人在北京步云斋买的。这种

鞋过去是专门卖给抬轿的轿夫穿的，后来拉包月车的车夫也爱穿，抱脚，精神！ 

俩老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年下办年货，一起去；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一起

去；开会，一起到场；送人情出份子，一起进门。生产队有事找他们，队长总是

说：“去！找找俩老头！”“俩老头” 不是“两个老头”的意思，是说他们特别亲密的

关系。类似“哥俩”、“姐俩”，按说应该叫他们“老头俩”， 不过没有这么说话的，

所以人们只能叫他们“俩老头”。 



17. 下列句子中的“能”与文中加点的“能”，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她尽量高高地跳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 

B. 我们班同学就数他能说，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C. 新颁布的控烟条例规定，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不能吸烟。 

D. 以前这条小河上没有桥，人们只能涉水而过，非常不便。 

18. 下列句子中画横线部分与文中画横线部分的语句，用法和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 ） 

A. 稗子的叶很像稻叶。但稻子是稻子，稗子是稗子，要分清楚。 

B. 说话办事一定要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公器私用。 

C. 从今以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咱们俩井水不犯河。 

D. 瞧那个小姑娘，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真是个美人胚子。 

阅读相关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吟一首诗，看千年经典惹人恋；歌一阕词，让荡气回肠咏流传。从《登鹳雀楼》

这类耳熟能详的唐诗经典，到《乡愁》这样的现代佳作，经典诗词_________。

当下社会，经典诗词更需要赋予鲜活的新生命，让这些千百年的经典诗词随着优

美旋律飞进每个人的心田，飞遍社会的角角落落，涵养人们的精神世界。 

当前，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升温，不仅体现了现代人对精神文化

溯源寻根的渴求，而且是全社会创造性蜕变古老中国智慧精髓成果的展现。例如，

热播的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就为观众打开了一扇气象万千的文学经典之门，

让传统文化重新_______出蓬勃生机。 

文学经典必然含情、传情、怡情，它本就是“以情流传”的，无论时光过去多久，

（ ）。它们早已化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千年之后，依然让品读历史的人

___________。我们将传承诗词的经典精品献给人们，用经典诗词、传统文化培

根铸魂，希望这些底蕴深厚、魅力无限的艺术经典能够持续________当代文化风

尚。 

19.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 沁人心腑 萌发 心悦诚服 引领 

B. 感同身受 焕发 心悦诚服 指引 

C 感同身受 萌发 心驰神往 指引 

D. 沁人心腑 焕发 心驰神往 引领 

20.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不仅是现代人对精神文化溯源寻根的渴求的体现，而且是全社会创造性转化

古老中国智慧精髓成果的展现。 

B. 不仅体现了现代人对精神文化溯源寻根的渴求，而且展现了全社会创造性蜕

变古老中国智慧精髓成果。 

C. 不仅体现了现代人对精神文化溯源寻根的渴求，而且是全社会创造性转变古

老中国智慧精髓成果的展现。 

D. 不仅是现代人对精神文化溯源寻根的渴求的体现，而且是全社会创造性蜕变

古老中国智慧精髓成果的展现。 

21.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其中蕴含着永恒不灭的真善美 B. 其中蕴含的真善美永恒不灭 

C. 真善美蕴含在其中，永恒不灭 D. 真善美永恒不灭地蕴含在其中 

四、写作（60 分）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红楼梦》中，刘姥姥告诫女婿：咱们庄稼人，守多大碗，吃多大饭。 

材料二：北京冬奥会上荣获两金一银的谷爱凌在微博上写道：创造历史，突破个

人界限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综合理解以上材料，联系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认识

与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雷州市名校 2023-2024 学年高二上学期开学检测 

语文试题 答案解析 

2023.09 

一、现代文阅读（39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2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王国维心目中，《红楼梦》的文学性明显是高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

作的。这大概源于《红楼梦》的视角不是世俗的视角，而是超越的视角。《红楼

梦》的超越方式不是追逐现世功利与实用目的的方式，而是审美的方式。从阅读

的直接经验，我们就能感受到，《红楼梦》对女子的审美意识非常充分，无论是

外在美还是内在美都充分呈现出来。以《红楼梦》为参照系就会发现，《三国演

义》《水浒传》对女子没有审美意识，只有道德意识。换句话说，只有道德法庭，

没有审美判断。不必说被道德法庭判为死刑的妖女“淫妇”潘金莲、阎婆惜等，就

是被认为是英雄烈士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也没有美感，甚至作为美女形象出场的

貂蝉，亦非审美对象，而是政治器具，和林黛玉、晴雯、妙玉等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 

放下直接的阅读经验，从理论上说，正如康德所点破的那样，审美判断是“主观

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合目的”的判断心，他说的无目的，便是超越世间的功利法，

即超越世俗眼里的目的性，进入人类精神境界的更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功利

的目的性已经消失，悲剧的目的不是去追究“谁是凶手”，自然也不是一旦找到凶

手，悲剧冲突就得以化解。《红楼梦》让读者和作者一样，感悟到有许多无罪的

凶手、无罪的罪人，他们所构成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难以了结

的缘由。对于这种悲剧，若要作出是非究竟的判决，或要问起元凶首恶，真是白

费力气。因为矛盾诸方面在自己的立场是真的，但看对方是假的，真假不能相容，

真真假假中演出一出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悲剧，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谜一样的永

恒冲突。 

这种冲突是双方各自持有充分理由的冲突，是重生命自由与重生活秩序的永恒的

悖论，只要人类生活着，这种悲剧性的冲突，就会永远存在。它不像世间的政治

冲突、经济冲突、道德冲突，可以通过法庭、战争、理性判断加以解决或随着现

实时间的推移而找到凶手或是非究竟而化解。它也不跟《三国演义》那样，一方

是“忠绝”“义绝”，一方是“奸绝”“恶绝”，善恶分明，然后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而

暗示一种绝对道德原则。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了不起之处是没有把

好人写得绝对好，没有把坏人写得绝对坏。这便是拒绝忠奸、善恶对峙的世俗绝

对原则，这也是《红楼梦》能够成为永恒审美源泉的秘密所在。马克思所说的解

开荷马史诗永恒之迷的难点，我们从《红楼梦》对世俗眼光的超越中，大约可以

得到一些解释。 

在世界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大作家虽然也都站立在超越世俗眼界的



高层面去创作，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对人间生命的大悲悯感，但是在叙述方式上，

他们都有一种贵族姿态，在描述中是以自身的高贵去照耀笔下人物。而《红楼梦》

虽有高贵的贵族精神，但曹雪芹作为创作主体则是一种低姿态，这是《红楼梦》

另一文学审美特点。 

曹雪芹的“大观”眼睛并不是贵族嘲弄底层生命的眼睛，而是另外两种低姿态的眼

睛：跛足道人的眼睛和宝玉的“侍者”的眼睛。高精神而又低姿态，是《红楼梦》

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跛足道人没有“圣人言”的形式，只是唱着轻快的嘲讽之歌，

这是最低调的歌，又是最高深的歌，是大悲剧的歌，又是大喜剧的歌，是没有哲

学形式的哲学歌。《红楼梦》没有“圣人言”的方式，也没有“三言二拍”那种因果

报应的“诚言”形式，而是“甄士隐言”（真事隐言）、“贾雨村言”（假语村言）、“石

头言”等一些与读者心灵相齐相交的平常形式。在《红楼梦》里，宝玉是真正的

圣者。他的天性眼睛把人间的污浊看得最清，所以才有“男子是泥，女子是水”

的惊人之论。别人都为失去权力、财产而痛苦，他只为失去少女生命而悲伤而心

疼。他的前身是“神瑛侍者”，所谓侍者，就是仆人、奴隶。而他来到人间之后，

仍然是个侍者，身份是贵族府第中最受宠的贵族子弟，气质上也有贵族特性，然

而他却拒绝贵族特权，保持一种侍者心态、侍者眼光。 

这种低姿态奇怪吗？不奇怪。马克思所制定的巴黎公社原则就要求公社的官员要

做人民的仆人，要以最低的姿态去对待世界与民众。宝玉正是拥有这种侍者的眼

睛与姿态，所以他能看清那些世俗眼里无价值的生命恰恰具有高价值，也因此才

对这些生命的毁灭产生大悲情——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自下而上的深深敬

爱的大伤感与大痛惜。他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倾诉得如此动情，原因就在

于此。晴雯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女奴，但在宝玉眼里，她却是“心比

天高”的天使。因此，在她生前，他尊敬她；在她死后，则仰视她。于是，便写

下了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 

（摘编自刘再复《永远的<红楼梦>》） 

1.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红楼梦》充分呈现了林黛玉、晴雯、妙玉等一众女子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是因为《红楼梦）真正把女子当作了审美对象。 

B. 悲剧难以了结，往往是因为有许多无罪罪人、无罪的凶手，以及他们所构成

的关系及其关系的相关互动。 

C.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体现的高精神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在作品中体现

的是一致的，都是对人间生命的大悲悯感。 

D. 作者以马克思制定的巴黎公社要求官员做人民公仆的原则来类比宝玉的侍者

姿态，充分肯定了宝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审美判断并非没有目的，只是它追求的是超越世俗功利的目的，进入了人类

精神境界的更高层次。 

B. 《红楼梦》能够成为永恒审美源泉的秘密是不分忠奸、不辨善恶，没有绝对

的道德原则，对众生一视同仁。 

C. 《红楼梦》中甄士隐在解读了跛足道人唱的“轻快的嘲讽之歌”之后，就跟着

跛足道人出家了。 

D. 能看清那些世俗眼里无价值的生命恰恰具有高价值，所以宝玉才会为那些世

人眼中的卑贱女奴失去生命而悲伤。 

3. 下列《红楼梦》中的情节，没有体现宝玉低姿态的一项是（ ） 



 

B. 凤姐泼醋，平儿无辜受辱，宝玉主动帮助平儿理妆。 

C. 金钏投井之后，宝玉低声下气求得玉钏原谅。 

D. 宝玉既能与秦钟交好又能与“呆霸王”薛蟠交往。 

4. 《红楼梦》的两大审美特点是什么？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5. 有人说《红楼梦》中晴雯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你同意这一看法吗？请结合

文本加以分析。 

【答案】1. B 2. B 3. D 
4. ①《红楼梦》具有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视角。② 《红楼梦》具有高精神低姿态

的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 

5. 同意这个观点。① 晴雯悲剧的背后有许多“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如贾

宝玉的爱惜、王善宝家的挑唆、娘家人的无情等，加上各种关系的互动，使她不

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② 晴雯追求生命自由，生性张扬、不懂收敛又无心机；

而王夫人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重生活秩序”的典型代表。所以晴雯与王夫人之间

的冲突是“双方各自持有充分理由的冲突，是重生命自由与重生活秩序的永恒的

悖论”，因此晴雯的悲剧不可避免。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理解推断的能力。 

B.“悲剧难以了结的缘由往往是因为有许多无罪的罪人、无罪的凶手”错，原文说

的是《红楼梦》，而非泛指所有悲剧。 

故选 B。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不分忠奸、不辨善恶”错，原文说是“它拒绝忠奸、善恶对峙的世俗绝对原则”。 

故选 B。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D.低姿态是保持一种侍者心态、侍者眼光，宝玉与秦钟、薛蟠是友伴关系。  

故选 D。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整合和对内容的理解、概括能力。  

① 结合“《红楼梦》的视角不是世俗的视角，而是超越的视角。《红楼梦》的超

越方式不是追逐现世功利与实用目的的方式，而是审美的方式”可知，《红楼梦》

具有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视角。 

② 结合“高精神而又低姿态，是《红楼梦》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红楼梦》具

有高精神低姿态的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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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回答同意。 

然后了解晴雯的形象特点和命运：首先，从晴雯的出身看，她是不幸的，低贱的

出身为她最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患。其次，宝玉的纵容让晴雯的性格越来越骄

纵，这是她引火上身，被王夫人注意到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次，不可否认的是，

晴雯很优秀，这就招来了其他人的嫉妒。当然晴雯的悲剧命运除了这些主观因素



再结合材料分析： 

① 结合“《红楼梦》让读者和作者一样，感悟到有许多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

他们所构成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难以了结的缘由”可知，晴雯

悲剧的背后有许多“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如贾宝玉的爱惜、王善宝家的挑

唆、娘家人的无情等，加上各种关系的互动，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  

② 结合“这种冲突是双方各自持有充分理由的冲突，是重生命自由与重生活秩序

的永恒的悖论，只要人类生活着，这种悲剧性的冲突，就会永远存在”可知， 晴

雯追求生命自由，生性张扬、不懂收敛又无心机；而王夫人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

“重生活秩序”的典型代表。所以晴雯与王夫人之间的冲突是“双方各自持有充分

理由的冲突，是重生命自由与重生活秩序的永恒的悖论”，因此晴雯的悲剧不可

避免。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一个猎人 

侯发山 

青龙山的人除了德富，一个个都下山了，有的搬到了镇里，有的迁到了城里。老

伴临走那天，嘟囔着要他一起撤，说现在山里的猎物是五黄六月下大雪，稀罕着

呢，政府也有了政策……他脸一黑，打断老伴的话，说，我是猎人，不打猎干啥？

德富的脾气倔，跟头犟驴似的。哼，你不走，狼非吃了你不可！老伴丢下这句话，

便跟着儿子媳妇进城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的人也不例外，家家户户打猎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

爷爷辈。山上的动物并非取之不尽，寻不到猎物，村里人为了生存，便砍伐山上

的树木，做成家具或原木出售。青龙山原先的植被遮天蔽日，人钻到林子里迷路

那是常有的事。等到政府有所察觉，青龙山已经像是谢顶的中年男人的脑袋，光

秃秃的。 

虽然政府收缴了猎枪，但德富有自己一套捕猎的方法。如下绳套，在猎物可能出

没的地方铺设一根结实的绳索，一头固定在大石头上，一头挽个活套，一旦猎物

的爪子踏入绳套，必被束缚，俗称“下束”；如设关子，用石头垒成一个鸡窝形状

的建筑，里面拴一只活鸡或放置其他食物，只有一方留个门，倘若有猎物踏进门，

石门会自动关闭，俗称“皮子关”；如下铁夹子，猎物若是踩上，肯定要遭殃，虽

不致死，伤残是免不掉的，战斗力便大大减弱，很容易成为猎人的囊中之物，此

法唤作“下夹子”；等等。因此，平时德富上山，手里攥根枣木棒，腰里别把镰刀，

足矣。 

山里的动物除了老鹰、麻雀之类的飞禽，四条腿的走兽不多见了。德富有时出去

一天，连只兔子都捡不到。气得德富对着光秃秃的青龙山，对着整天阴沉着的老

天哇哇大叫，满腹的气愤、委屈，还有无奈。 

这天晚上，是一个刚刚暴雨过后的夜晚，天气闷热闷热的。德富辗转反侧之后刚

要进入梦乡，忽然听到“嗷呜”的狼叫声，悲怆，凄厉！这个久违的声音让德富一

下子兴奋不已，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机灵地从床上爬起来，习惯地去抽枕头下

的猎枪——糟糕，什么也没有。他有点慌神，不敢去开门。从窗户看出去，趁着

隐隐的月色，他认出是那只独眼狼！他不由得打了个颤，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年

前。 

那一天，德富的“皮子关”钻进去一头狼。他赶过去的时候，这头狼呜呜叫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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