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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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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

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

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至“一面

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共一千八百字左右,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

仁、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

俱各传神,卜世仁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

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

能儿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

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儿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

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

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

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

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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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

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毋庸争议的,但

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

从开头至第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

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地记事,

《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

《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

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

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

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

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

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单纯

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梦》,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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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

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

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

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

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

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

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

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

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

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

《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

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

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

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

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

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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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咕咕哝哝的……”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

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

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

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

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当然传

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呈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

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

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

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

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

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

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渲染,但曹雪芹也同样

用成语交代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

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

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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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李书磊《<红楼>的景语》)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D　)(3分)

A.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绝唱”,《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作者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表情达意,人物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

B.材料一认为《红楼梦》不仅是小说,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是因为作品

中穿插着很多诗,并有诗的素质,叙述与诗交融为一体。

C.材料二列举了关于《红楼梦》主题的众多说法,指出其主题即作者开篇

说的“大旨谈情”,我们可以从“情”字入手去理解把握小说的主旨。

D.从材料三可看出传统小说的景语缺少个性,因而可以置换到任何其他一

部小说中。

解析:D 项说法绝对。材料三说“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呈现个性的,

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

中”,是“多是”,不是全部。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3分)

A.《红楼梦》中对人物的语言描写精妙传神,表现力很强,寥寥几笔就将智

能儿、金钏儿以及李贵等人描绘得栩栩如生。

B.《红楼梦》精心设计了黛玉、王熙凤、麝月等人的语言特写,符合人物

身份,凸显了人物性格,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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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红楼梦》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写

宝黛爱情的书,但从宝黛爱情这一视角入手是解读《红楼梦》的重要门径。

D.《红楼梦》中“情”的实质可能是“仁心”与“诗心”的结合,这种结

合在宝玉身上表现为坚持、热爱、有信仰,天真、浪漫、充满想象。

解析:C项中“是解读《红楼梦》的重要门径”错误,材料二中明确说明“若

如此看待《红楼梦》,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3.下列说法中,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　)(3分)

A.无论人或物,有情或无情,宝玉都可以体贴其悲哀,感悟其情愫。对他来

说,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

B.《红楼梦》中很多文字是写景和叙事的天然的结合,也是富有诗的素质

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读出它的味外味、韵外韵来。

C.胡适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式,考证了曹雪芹是《红楼梦》

的作者,还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结论。

D.《红楼梦》中的多次点戏、听戏都与小说人物命运紧密关联,如宝钗过

生日时点了涉及和尚的戏,暗示她未来的丈夫将会出家。

解析:材料二的观点是:《红楼梦》主题是“大旨谈情”。A 项是从“情”

的角度来谈宝玉的,所以可以论证《红楼梦》的主题;B项说的是《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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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诗意,具有言外之意;C项说的是作为考据派的胡适的成果;D项说的是

小说中“戏文”与人物命运的关联。

4.请从论证方法的角度分析材料二的论证特点。(4分)

参考答案:①引证法,如引用了刘鹗的语句论证了“《红楼梦》是为闺阁立

传、女儿正名”的观点;②例证法,如选取了宝玉与玉钏儿、龄官、黛玉的

交往事例论证了“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③

喻证法,运用了饺子、西瓜子等比喻论证了“《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

纭,实属正常”;④对比论证,将宝玉与贾珍、贾蓉进行对比,论证了“宝玉

对女子的珍重体贴”。

5.请结合材料三,概述《红楼梦》与其他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在景物描写上

的共同点,并分析其原因。(4分)

参考答案:共同点:两者都很少写景,景语成语化,缺少个性。原因:曹雪芹

和其他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作家都是情节中心论者,都以情节为中心,把景

语看作可有可无的闲文,没有把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宝黛共读《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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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谁

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

闷的。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顽烦了的,不能开

心,惟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想毕,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

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

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茗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

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宝玉那里舍的不拿进去,踟

蹰再三,单把那文理细密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

那粗俗过露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

②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①,走到沁芳

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

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

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

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

多。

③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

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

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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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

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

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④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

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

学》。”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

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

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

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

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

默记诵。

⑤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

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②林黛玉

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

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

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

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

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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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

‘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说的

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唬的这个调儿,还只

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宝玉听了,笑

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

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⑥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正经快把花埋了罢,别提那个了。”二

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那里没找到,摸在这

里来。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

回去换衣裳去罢。”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

⑦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

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

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

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③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

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

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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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

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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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

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

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

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

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

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有删改)

注①《会真记》:唐代元稹作传奇,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后来

金、元人把这个故事演为诸宫调和杂剧,称为《西厢记》。也有仍借用唐

传奇《会真记》旧名去称杂剧剧本的。②《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张生

称自己是“多愁多病身”,莺莺是“倾国倾城貌”。③“原来姹紫嫣红开

遍”“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见汤显祖《牡丹亭》。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B　)(3分)

A.宝玉将茗烟买来的书藏起来看,说明他对封建礼教并不完全认同,具有

一定的反抗意识。

B.宝玉将《会真记》藏起来,说“不过是《中庸》《大学》”,他内心慌张,

极力掩饰,表明他对林黛玉还不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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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林黛玉对落花处置的见解和葬花的行为,可以见出其爱花惜花之心,体

现出她敏感细腻的性情和纯净高洁的品格。

D.宝黛二人都对《会真记》爱不释手,也反映了两人思想情趣相投,也为小

说后面的情节做了铺垫。

解析:B项中“表明他对林黛玉还不完全信任”错误。由宝玉“好妹妹,若

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这段话可知,宝玉之所以

要藏并且谎称《中庸》《大学》,是因为怕黛玉说出去带来麻烦,不是“不

信任”。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3分)

A.本文运用了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等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来刻

画贾宝玉的性格特点。

B.本文虽然情节没有太大起伏,但作者笔触细腻,尤其是对林黛玉的心理

描写细致,颇能吸引读者。

C.小说前面写宝玉在身边时,黛玉多是“笑”,后面写“见宝玉去了”之后,

黛玉尽是“愁”,这样安排情节巧妙而有深意。

D.小说多次引用《牡丹亭》戏文,不仅有助于刻画人物,而且戏文本身的缱

绻缠绵、典雅隽永也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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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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12100613500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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