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语文仿真模拟试卷 01

（考试时间：150分钟  试卷满分：150分）

一 积累运用（10 分）

1.按要求填空。（5 分）

（1）      ,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2）《国风》好色而不淫,      。（《屈原列传》）

（3）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课文《〈老子〉四章》中也讨论“知人”和“知己”关系的句子是

“      ,      ”。

2.按要求选择。（5 分）

(1)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什么叫隐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隐居,如今变成一个人看或不看手机的选择问题。这个

选择很难,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难,不看手机的隐居,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①住在山洞或乡间,并不必然意味着远离尘嚣

②互联网时代超越了三维物理空间

③虽有所谓大隐小隐,但空间距离的确可以构成对世界的屏蔽

④从前的隐居是指住在山林里,或者住在偏僻的乡间,远离尘嚣,不问世事

⑤而住在闹市,也不等于就身陷红尘

A．②①④③⑤ B．②①⑤④③ C．④①③②⑤ D．④③②①⑤

(2)下列选项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喜欢在洁白的墙上笔走龙蛇,写字题诗,已成为我们中国人一种奇怪的积习,也不知此风起于何时,始作俑者为谁。

B．小明同学经过深入思考,终于解出了大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老师赞扬他在学习上领悟到了千虑一得的道理。

C．学者何满子知识渊博,满而不溢。他的杂文,往往以小见大,浅中寓深,尖锐犀利,一语中的,时有佳句照眼,耐人寻味。

D．学者李零在其新作中指出,孔子是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

二 阅读 （70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 3—7 题。（16 分）

随着城市历史和沪语方言的“出圈”,海派文化的开阔包容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同学们发现,用图像呈现社会

生活是一种有趣的叙述方式,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文汇报》上读到了一篇与之相关的

采访。内容如下：

①文汇报：您在《摩登图释》中用 12 个词串讲“上海摩登”的报刊图像,帮助大家了解现代女性的由来。百多年前,

上海的都市现代景观兴起之际,女性是否其中最直观的表现者？



②陈建华：这本书主要是通过图像来讲故事,里边有比较多的线索：语言,图像,时尚,或者是上海,但女性的确是

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因为不光像“西方美人”“丝厂女工”,还有其他像“时尚”“时装”“时髦”“摩登”等大部分词条,都跟女

性有关。至于是不是一个直接的表现者,这里就牵涉到,谁在表现？

③过去,女性在文艺中多是被呈现的客体,到了近代上海,则发生了改变。这本书的图像取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上半期上海的都市媒介：报纸,杂志,电影等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个很有名的提法“想象的共同体”,说近代报

纸小说的出现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而近代上海的媒介,就把女性作为构成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成员。比方说我

书里第一个条目“西方美人”,是来自《点石斋画报》。这份创办于 1880 年代的画报对西方女子的生活习俗,观念多有介

绍,像自由结婚,接吻,还有女律师等等职业女性,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属海外奇谈。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媒介本身处

于一个全球流通的网络中,这些内容其实暗含了对中国妇女的未来的一种想象。

④女性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这一时期许多漫画家会把女性描绘得比较强悍,男子比较弱势,这

就跟目标读者是女性有关,女性作为读者算是一种（1）。当然画师里也有女性,作家也有女性,这就是一个（2）。三四十

年代的女性杂志,比如说《玲珑》,反而是要塑造一种比较淑女型的,准备做良家妇女的女性,这种区别也很有意思。

⑤文汇报：“摩登”这个词也很有味。您在书里提到,它最早的来源并不是“modern”？

⑥陈建华：“摩登”是从 1920 年代末开始流行的,起因却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剧。这是一个非常

偶然的事件,“摩登伽”一词源于佛经,指游民,跟我们现在说的摩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尚小云在演出时把自己的造型弄

得非常洋化。“摩登”这个词,后来很快就被跟英语的 modern 连接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上海的一

种杂交的文化,所以它的流行有其内在的逻辑。

⑦“摩登”和同为 modern 义但使用更为频繁的“近代”“现代”有很大不同。施蛰存先生编的《现代杂志》,是一个属

于精英文学的杂志。而“时髦”“摩登”是在地的,带着地气,跟城市生活直接相关。

⑧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讲上海是觉得摩登已经不够了,更流行的是“魔都”,一个 1920 年代日本人创造的词。

上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下,上海的城市建筑形成了一种新的天际线,使上海迅速成为一个全球城市,一个全

新的模范,确实是有点魔幻的。摩登跟魔都好像有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别。

⑨文汇报：关于“图释”,看图和看字的区别在哪里？

⑩陈建华：文图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图像是一个更受制于视觉的感官,强调眼睛对思维的建构功能。中国

明清时代就有木刻,有戏曲小说的插图,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照相,幻灯,电影的输入,使我们对于图像,对肉眼所见之世

界,有了更加直接的认同,这的确带来了某种世界观的变化。

⑪海德格尔说现代性是由图像建构的,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理论,强调图像在建构现代人的意识形态方面

的特殊功能,这些都很有启发。现在已成风气的情感史,就是有一批人从哲学心理学或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情感,也

有人把它引向文学研究。比较早的像王德威讲的“情动”概念,实际上就是从德勒兹的理论而来,而德勒兹本身是讲电影

的。这些都很有启发。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离不开理论的,理论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节选自《文汇学人·访谈录：摩登上海的新旧之间》,有删改）

3．根据访谈,请将下列选项填入第④段两处空格部分。

A．间接的参与        B．直接的参与



4．为了进一步理解“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小明查阅了相关资料,以下表述中不能解释本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印刷资本主义发展与共同体形成之间有伴生关系。

B．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根植于某种深层的心理追求。

C．共同体的集体效应对个人具有先天规范和强制性。

D．共同体意识在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5．以下选项中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

A．近代以来的女性直接表现了上海都市的景观。

B．“摩登”与“现代”在用词上的受众一致。

C．木刻等图像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直接的认同。

D．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可能来源于其他科学角度。

6．有同学提出,第⑧段的文字在访谈中答非所问,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请谈谈你的理由。

7．阅读本篇访谈后,同学们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图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大家从图书馆借阅了一些图册,图册中选入了

画家丁悚的多幅作品。民国初期,丁悚结合仕女画和时潮风尚绘制的《百美图》畅销盛行,下图是书中的一幅作品,请结合

访谈内容,评析图片中的人物形象。

（二）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第 8-11 题。（共 15 分）

小明在浏览李娟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的目录时,被其中一篇的标题《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深深吸引。

这究竟是一只怎样特别的雪兔呢？他决定对此文作深度阅读。

〔作品原文〕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娟

（1）那个冬天的雪夜里,我们稀里糊涂用十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

（2）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是听说到了天

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3）我们有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就用它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我们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

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

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我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然也觉

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她哪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后,她才在商店和煤房

之间走动走动。



（4）冬天多么漫长。

（5）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

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

（6）我们真的太喜欢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去让它自由自在地玩。要是它不小心溜走的话,外面那么冷,

又没有吃的,它也许会饿死的。要是被村子里的人逮住的话就更不妙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只有我们家才会好好地对它。

（7）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虽然外面还是那么冷,但冬天最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

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的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8）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

（9）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它怎样跑掉的呢,它能跑到哪里去呢？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

远都没能发现它。

（10）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它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如同它的突然消失一样,再从

笼子里突然地冒出来。

（11）果然,有一天,它真的又重新出现在笼子里了……

（12）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脱掉了棉衣,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的,把塌下来的煤块重新码了码。

（13）就在这时,我们才看到了兔子。

（14）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浑身原本光洁厚实的皮毛已

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15）“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

（16）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而煤房又暗,

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

（17）它打的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们用了很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

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出去了。

（18）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

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

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

时它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

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

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它只好攀着栏栅,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

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嚼食滚落进笼子里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

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

（19）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

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

（20）春天已经来了……



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

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有删改）

〔再版序言〕

重读过程中,既庆幸自己十年来的改变,又深深羡慕自己——又年轻又弱的那个她。出于弱而滋长强大的渴望,出

于弱而表现得反复无常,死性不改,出于弱,对世间万物似懂非懂似信非信——最后,在弱的荒野耕种出烂漫迷离的无尽

花海。这是弱的魅力,也是年轻的魅力。

（有删改）

8．小明阅读作品时,发现第（3）段有对外婆的描写,结合全文,分析其作用。

9．假如你是小明,阅读作品第（18）段,赏析画线句子的表达特色。

10．小明在阅读作品后产生困惑：是否文末三段的叙述视角发生转换会影响作品主旨的表达？请结合全文分析,帮他消

除困惑。

11．“再版序言”中作者说年轻的自己有“弱的魅力”,作品中的兔子其实也具有这种“弱的魅力”,假如你是小明,请结合作品

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三)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第 12-14 题。(8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采地黄者

（唐）白居易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

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①。

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

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

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

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

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注】①地黄：玄参科植物名,其根可入药。

12．这首作品的体裁与下面哪首作品相同（   ）

A．汤显祖的《游园》 B．陶渊明的《饮酒》

C．李商隐的《锦瑟》 D．柳永的《望海潮》

13．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二两句交代了全诗背景,为作者批判天灾导致人民生活困苦奠定了基调。

B．五六两句运用设问手法,说明了采地黄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解决温饱的口粮。

C．七八两句写出发采地黄时天刚亮,天黑才采半筐,体现农民采地黄之艰辛。



D．本诗前八句写采地黄,后六句写卖地黄,反映了中唐时期百姓生活的不易。



14．本诗主要通过对比来表现作者的情感,请结合全诗加以分析。

（四）阅读下文,完成 15—20 题（20 分）

胡松传

①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登嘉靖八年进士,知东平州。设方略捕盗,民赖以

安。

②敌大兵压境,而巡抚史道,总兵官王陛等备御无素。松上边务事,谓：“大同自兵变以来,壮士多逃漠北为寇用,今

宜招使归。有携畜产器械来者听其自有。拊而用之,皆劲旅也。孰与弃之以资强敌哉！大同最敌冲,为镇巡者较诸边独

难。今宜不拘资格,精择其人。丰给禄廪,使得收召猛士。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必不为苟且旦夕计,又必稍宽文

纲,非大干宪典,言官毋得轻劾,以坏其成功。又寇贪而好利,我诚不爱金帛。东赂黄,毛三卫以牵其左,西收亦不剌①遗种,

予善地,以缀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顾,则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胜矣！”他所条析,咸切边计。帝嘉其忠恳,进秩左参

政。

③松疏上,当事者已恶其侵官。及迁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于三关②听用欲因以陷之。寇大入,抵太原。给事中冯

良知遂劾松建言冒赏,无寸功。纪功科道官张尧年,王珩劾总兵官张达等,并论松虚议无补,遂斥为民。屡荐,辄报罢。

④三十五年,起陕西参政,复条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三迁江西左布政使,所部多盗,松奏设南昌,南

丰,万安三营,遣将讨捕,以次削平。以会讨广东巨寇张琏及援闽破倭功,两赐银币。

⑤居三年,召理部事。代郭朴为吏部尚书。奏言：“抚按举劾,每举数十人,虚誉浮词,往往失实。赏罚不当,人何所

激劝？且巡抚岁终例有册 ,第属吏贤否,今皆寝阁,乞申饬其欺玩者。”帝嘉纳之。

⑥松洁己好修,富经术,郁然有声望。晚主铨柄,以振拔淹滞为己任。甫七月,病卒。赠太子少保,谥恭肃。

（节选自《明史·胡松传》）

[注]①亦不剌：古部落名。②三关：泛指边关。

15．写出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

（1）非大干宪典(         )    （2）简伉健数事(         )

16．为下列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

（1）进秩左参政(       )A．俸禄   B．官阶   C．次序   D．整理

（2）复条严保甲(       )A．次序   B．条理   C．逐条   D．条陈

17．第⑤段画线部分译成现代汉语。

且巡抚岁终例有册,第属吏贤否,今皆寝阁,乞申饬其欺玩者。

18．第③段画波浪线句有四处需加句读,请用“/”把这四处标识出来。

及 迁 擢 益 忌 之 不 畀 以 兵 柄 令 于 三 关 听 用 欲 因 以 陷 之。

19．第②段写胡松向皇帝进言,很有说服力,请加以分析。

20．“恭肃”有忠诚守正,刚毅决断之意。请结合全文,举出两例分析胡松谥为“恭肃”的原因。

（五）阅读下文,完成 21-24 小题 （11 分）

冷泉亭记

。



白居易

①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

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

②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心

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钓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澈,

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③杭自郡城抵四封①,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②,有相里尹造③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比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

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注】①四封：四边疆界。②领郡者：担任州刺史的人。③相里尹造：姓相里,名造。

21．可填入第②段方框处虚词是（   ）

A．也 B．哉 C．乎 D．焉

22．下列各项都是对“冷泉亭风景”描写的一项是（   ）

①由寺观言,冷泉亭为甲   ②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   ③矧又潺湲洁澈

④山树为盖,岩石为屏     ⑤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

A．②④⑤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③④⑤

23．第①段画线句很有表现力,请加以分析。

24．本文第②段文字优美,请就其语言特点,举出一例进行分析。

三 作文  70 分

25．根据要求写作。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202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语文仿真模拟试卷 01

（考试时间：150分钟  试卷满分：150分）

一 积累运用（10 分）

1.按要求填空。（5 分）

（1）      ,以手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2）《国风》好色而不淫,      。（《屈原列传》）

（3）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课文《〈老子〉四章》中也讨论“知人”和“知己”关系的句子是

“      ,      ”。

【答案】     扪参历井仰胁息     《小雅》怨诽而不乱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常见的名篇名句默写的能力。

易错字词：扪,参,胁息,怨,诽,明。

2.按要求选择。（5 分）

(1)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什么叫隐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隐居,如今变成一个人看或不看手机的选择问题。这个

选择很难,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难,不看手机的隐居,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①住在山洞或乡间,并不必然意味着远离尘嚣

②互联网时代超越了三维物理空间

③虽有所谓大隐小隐,但空间距离的确可以构成对世界的屏蔽

④从前的隐居是指住在山林里,或者住在偏僻的乡间,远离尘嚣,不问世事

⑤而住在闹市,也不等于就身陷红尘

A．②①④③⑤ B．②①⑤④③ C．④①③②⑤ D．④③②①⑤

(2)下列选项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喜欢在洁白的墙上笔走龙蛇,写字题诗,已成为我们中国人一种奇怪的积习,也不知此风起于何时,始作俑者为谁。

B．小明同学经过深入思考,终于解出了大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老师赞扬他在学习上领悟到了千虑一得的道理。

C．学者何满子知识渊博,满而不溢。他的杂文,往往以小见大,浅中寓深,尖锐犀利,一语中的,时有佳句照眼,耐人寻味。

D．学者李零在其新作中指出,孔子是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

【答案】(1)D

(2)B

【详解】（1）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句子衔接排序的能力。

空前内容为“什么叫隐居？”,故接下来衔接的内容应解释隐居的内涵,先选④,排除 AB。



由⑤句中“而住在闹市,也不等于就身陷红尘”可知,前面与之衔接较紧密的应为“住在……,不意味着……”,故①⑤衔接紧

密,排除 C。

故选 D。

（2）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A.始作俑者：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恶劣风气的创始人。此处指向在洁白的墙上写字题诗的不良风气,使用正确。

B.千虑一得：愚笨人多加考虑也会有可取之处,常用做进言时自谦的话。语境意思是说小明同学经过深入思考,终于解出

了大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老师赞扬他在学习上领悟到了深刻道理,而不是自谦。用词不当。

C.满而不溢：比喻有资财而不骄傲自大。此处称赞何满子知识渊博却不骄傲,使用正确。

D.与虎谋皮：同老虎商量,要剥下它的皮。比喻跟所谋求的对象有利害冲突,决不能成功。后多指跟恶人商量,要他牺牲自

己的利益,一定办不到。此处是说孔子规劝统治者施行仁政,这在当时很难做到,使用正确。

故选 B。

二 阅读 （70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 3—7 题。（16 分）

随着城市历史和沪语方言的“出圈”,海派文化的开阔包容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同学们发现,用图像呈现社会

生活是一种有趣的叙述方式,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文汇报》上读到了一篇与之相关的

采访。内容如下：

①文汇报：您在《摩登图释》中用 12 个词串讲“上海摩登”的报刊图像,帮助大家了解现代女性的由来。百多年前,

上海的都市现代景观兴起之际,女性是否其中最直观的表现者？

②陈建华：这本书主要是通过图像来讲故事,里边有比较多的线索：语言,图像,时尚,或者是上海,但女性的确是

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因为不光像“西方美人”“丝厂女工”,还有其他像“时尚”“时装”“时髦”“摩登”等大部分词条,都跟女

性有关。至于是不是一个直接的表现者,这里就牵涉到,谁在表现？

③过去,女性在文艺中多是被呈现的客体,到了近代上海,则发生了改变。这本书的图像取自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上半期上海的都市媒介：报纸,杂志,电影等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个很有名的提法“想象的共同体”,说近代报

纸小说的出现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而近代上海的媒介,就把女性作为构成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成员。比方说我

书里第一个条目“西方美人”,是来自《点石斋画报》。这份创办于 1880 年代的画报对西方女子的生活习俗,观念多有介

绍,像自由结婚,接吻,还有女律师等等职业女性,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属海外奇谈。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媒介本身处

于一个全球流通的网络中,这些内容其实暗含了对中国妇女的未来的一种想象。

④女性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这一时期许多漫画家会把女性描绘得比较强悍,男子比较弱势,这

就跟目标读者是女性有关,女性作为读者算是一种（1）。当然画师里也有女性,作家也有女性,这就是一个（2）。三四十

年代的女性杂志,比如说《玲珑》,反而是要塑造一种比较淑女型的,准备做良家妇女的女性,这种区别也很有意思。

⑤文汇报：“摩登”这个词也很有味。您在书里提到,它最早的来源并不是“modern”？

⑥陈建华：“摩登”是从 1920 年代末开始流行的,起因却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剧。这是一个非常

偶然的事件,“摩登伽”一词源于佛经,指游民,跟我们现在说的摩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尚小云在演出时把自己的造型弄



得非常洋化。“摩登”这个词,后来很快就被跟英语的 modern



连接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上海的一种杂交的文化,所以它的流行有其内在的逻辑。

⑦“摩登”和同为 modern 义但使用更为频繁的“近代”“现代”有很大不同。施蛰存先生编的《现代杂志》,是一个属

于精英文学的杂志。而“时髦”“摩登”是在地的,带着地气,跟城市生活直接相关。

⑧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讲上海是觉得摩登已经不够了,更流行的是“魔都”,一个 1920 年代日本人创造的词。

上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下,上海的城市建筑形成了一种新的天际线,使上海迅速成为一个全球城市,一个全

新的模范,确实是有点魔幻的。摩登跟魔都好像有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别。

⑨文汇报：关于“图释”,看图和看字的区别在哪里？

⑩陈建华：文图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图像是一个更受制于视觉的感官,强调眼睛对思维的建构功能。中国

明清时代就有木刻,有戏曲小说的插图,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照相,幻灯,电影的输入,使我们对于图像,对肉眼所见之世

界,有了更加直接的认同,这的确带来了某种世界观的变化。

⑪海德格尔说现代性是由图像建构的,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理论,强调图像在建构现代人的意识形态方面

的特殊功能,这些都很有启发。现在已成风气的情感史,就是有一批人从哲学心理学或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情感,也

有人把它引向文学研究。比较早的像王德威讲的“情动”概念,实际上就是从德勒兹的理论而来,而德勒兹本身是讲电影

的。这些都很有启发。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离不开理论的,理论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节选自《文汇学人·访谈录：摩登上海的新旧之间》,有删改）

3．根据访谈,请将下列选项填入第④段两处空格部分。

A．间接的参与        B．直接的参与

4．为了进一步理解“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小明查阅了相关资料,以下表述中不能解释本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印刷资本主义发展与共同体形成之间有伴生关系。

B．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根植于某种深层的心理追求。

C．共同体的集体效应对个人具有先天规范和强制性。

D．共同体意识在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5．以下选项中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

A．近代以来的女性直接表现了上海都市的景观。

B．“摩登”与“现代”在用词上的受众一致。

C．木刻等图像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直接的认同。

D．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可能来源于其他科学角度。

6．有同学提出,第⑧段的文字在访谈中答非所问,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请谈谈你的理由。

7．阅读本篇访谈后,同学们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图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大家从图书馆借阅了一些图册,图册中选入了

画家丁悚的多幅作品。民国初期,丁悚结合仕女画和时潮风尚绘制的《百美图》畅销盛行,下图是书中的一幅作品,请结合

访谈内容,评析图片中的人物形象。



【答案】3．（1）A

（2）B    4．C    5．D    6．不认同。

①从访谈的主题来看,访谈围绕陈建华的《摩登图释》展开,讨论上海摩登以及相关的话题。第⑧段虽然看似在谈论“魔

都”一词,但实际上仍然紧扣“摩登”这个核心主题。

②通过引入“魔都”这个新的概念,与前面所谈的“摩登”形成对比,展现了上海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阶段的文

化特点和城市形象,使整个访谈更加立体和深入。    7．

①图片中的女性反映出其社会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而是有了新的拓展,参与到了更多的社会活动中。

②女性驾驶汽车体现了当时上海的现代性和时尚感,符合“摩登”文化的特质。

③暗示女性在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都市现代景观的一部分,是构成“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之一,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开阔包容。

【导语】这篇访谈通过图像展现近代上海女性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探讨图像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作者借用“想象的共

同体”理论,揭示女性在媒介中的新角色及其社会参与,强调“摩登”等词汇的文化演变。访谈还涉及图像与文字的区别,体

现出社会思潮与文化动态的互动。文中对历史图像的分析激发了对上海多元文化的反思。

3．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第一处空格表示的是女性作为读者的身份,这代表着她们被动接收媒介信息的角色,因此可以视为一种间接的参与。

第二处空格提到女性作家和画家的积极参与,意味着她们主动创作内容,参与到文化的生产中,属于直接的参与。

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的能力。

C.“共同体的集体效应对个人具有先天规范和强制性”错误。根据原文“说近代报纸小说的出现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共

同体”可知,本文关于“想象的共同体”强调的是媒介建构民族共同体的作用,未涉及对个人的“先天规范和强制性”。

故选 C。

5．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直接表现了上海都市的景观”错误。根据原文“这本书主要是通过图像来讲故事……这里就牵涉到,谁在表现？”可知,

文中说女性在近代上海的都市现代景观兴起之际是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但不是说近代以来的女性直接表现了上海都市

的景观。

B.“在用词上的受众一致”错误。根据原文“‘摩登’和同为 modern 义但使用更为频繁的‘近代’‘现代’有很大不同”可知,所以

“摩登”与“现代”在用词上的受众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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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060012046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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