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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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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

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两千

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

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

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

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

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

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

足之足,常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

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

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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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

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

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

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

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

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

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

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

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

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

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

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

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

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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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

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

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

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坚忍不拔

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

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

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

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

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摘编自黄亚果《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材料二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

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

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

望)的满足,认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

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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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

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

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

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

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

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

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

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

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

会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

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

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

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

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

受欲望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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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

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

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摘编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D　)(3分)

A.材料一中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的言论虽各不相同,但其观点完全一

致。

B.材料一引用《礼记·大学》中的话,说明了个人发展要以“平天下”为

根本目标。

C.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后者危害程度大于前者。

D.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容易导致人生和社会

问题。

解析:A项中“但其观点完全一致”错误,他们的言论表达的观点不完全一

致,如老子认为,“知足之足,常足矣”,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

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二者强调的幸福的角度

不同,但追求精神快乐的本质是相同的。B项中“说明了个人发展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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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为根本目标”于文无据,原文是“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

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是“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

合起来考量”,并没有说要以“平天下”为根本目标。C项中“后者危害

程度大于前者”错误,由材料二“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

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可知,原文只说后者更为流行,没说危害大于

前者,没有对二者的危害程度进行比较。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的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C　)(3

分)

A.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但与之相比,精神快乐更重

要。

B.先秦诸子认为,只有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才能自觉修

身行道。

C.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人,必然会导致心理的恶性循环,让心灵不堪重负。

D.将资源占用当作幸福本身和人生目的来追求的人,就会成为贪欲的奴隶。

解析:C项中“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人,必然会导致……重负”错误,材料

二说的是“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

环”。只有“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才会必然“导致心理的

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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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说法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B　)(3分)

A.北京快递小哥刘阔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一年送出去 5万多件包裹,给大

家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虽然一直奔跑在送快递的路上,但是他觉得特别骄

傲。

B.有人谈退休后的理想说,只要有几位能常相聚的老友,有一位长相厮守

的老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老巢”,有一份稳定的退休金,余生足矣!

C.习近平说:“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

人生。”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贵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

D.全国人大代表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攻克疑难疾病,让病人好转起来的

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解析:材料二中提倡的是通过努力奋斗而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

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

魅力”。B项中此人的幸福观与材料二中提倡的通过努力奋斗而获得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幸福观不符,所以不能作为材料二观点的论据。

4.请简要概括材料二在论证上的主要特点及其好处。(4分)

参考答案:主要特点:先破后立,破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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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增强了对两种十分流行的幸福观的批判性,使作者的观点态度更加

鲜明。

5.根据两则材料,简要概括新时代的我们如何才能做个幸福的人。(4分)

参考答案:①不沉溺于物质享受,不以占有资源为必要条件,追求精神、心

灵的快乐与幸福;②要形成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

幸福观;③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④注重个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做一个充满乐趣而幸福的人。(答对三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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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的酒

唐波清

五年前,李教授主动申请退休,她没留恋繁华城市,背起行李悄然离开

儿女,毅然决然地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去酿谷酒。

李教授回到偏僻穷困的村子,走进父亲病逝后留下的三间瓦房,房子

低矮破旧,屋里长满青苔藤蔓,屋顶挂满蜘蛛网。李教授立刻收拾屋子,令

她兴奋不已的是那套酿谷酒的老设备依旧还在。

缸、甑、灶、蒸馏槽……李教授触景生情,眼前似乎浮现出父亲当年

酿谷酒的场景:满屋子蒸气腾腾,父亲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筛稻谷,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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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瘪谷,浸泡,蒸谷,出甑,泡水,复蒸,摊凉,拌曲,培菌糖化,落缸发酵,

蒸馏,出酒。

浸谷。头天,父亲忙着给选好的稻谷加水,水面浸过稻谷三到五个手指

头。父亲说,浸谷的时间要花整整一个晚上。等到稻谷完全浸泡透心之后,

慢慢放去泡谷水,再用清水洗净。

蒸谷。父亲将泡透的稻谷装入甑中,灶膛里上猛火,锅里冒出大汽,先

是蒸上半个钟头,再揭开盖子往甑中泼入四五瓢清水。父亲说,这是让稻谷

粒吸水膨胀。待到水汽冲顶以后接着蒸半个钟头,再泼一次水,再蒸半个钟

头。

出甑,泡水。父亲将初次蒸好的稻谷从甑中搲出来,倒入装有凉水的泡

谷缸中,水面盖过谷面。父亲说,估摸着也就是一刻钟的时间,谷皮就会冷

却收缩,谷尖就会自然开口。

复蒸。父亲将润好水的稻谷再次装入甑中,大火复蒸。前一个钟头加

盖蒸,后半个钟头敞开蒸。父亲说,只有如此,稻谷收汗才会均匀。

…………

从李教授懂事开始,父亲就手把手地教她酿谷酒。父亲说,谷酒是古老

的传统酒种,用稻谷作原料,用纯种小曲来糖化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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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蒸馏槽逼出酒水。父亲还说,早籼谷是酿谷酒的好材料,百把斤稻谷,

八两酒曲,便可酿出四十到五十斤好酒。

闻着父亲的酒香长大,女儿出落成十七八的大姑娘。1977年,父亲的

酒香给女儿带来好运,那年国家恢复高考。女儿虽然只读过初中,但她聪明

好学,仅仅复习两个月,1977年冬天的高考成就了她,红色的大学录取通

知书飘然而至。女儿欣喜若狂,父亲愁眉苦脸。上北京读书开销大,路费、

生活费,粗略算下来也得百十块。父亲手头最多也就能够拼凑出二三十块,

家里虽然有现成的谷酒,可一时半晌也卖不出现钱来。

生产队刘队长对她父亲说,大学砸锅卖铁也得上。刘队长在高音喇叭

里搞动员,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东家拿出三块,西家凑齐五元。父亲说,你

们的血汗钱,咱该咋还呢?村里人说,用谷酒还嘛,拿三块的换十斤谷酒,出

五块的换十七斤谷酒。还有的人家实在掏不出现钱,就先从父亲那里领取

十斤谷酒,拿到村外帮着去卖,回来再将钱交给父亲。

谷酒换钱。村里人用这种淳朴而又独有的方式,将村子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送进北京城。

回首往事,李教授摘下眼镜,眼前一片模糊……

村里人帮着李教授收拾好三间瓦房。李教授请匠人修整好酿酒设备,

按着父亲的每一个环节开始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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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凉、拌曲。李教授将复蒸好的稻谷摊凉至三十五六度,加入适量酒

曲粉末,反复拌匀。李教授说,用酒曲的量很关键,一般为稻谷重量的百分

之一。纯种小曲用曲量要少些,传统酒药用曲量要多些;夏季用得少些,冬

季用得多些。

培菌糖化。李教授将拌好曲的谷粒堆在竹垫上,扒平,谷粒堆放厚薄要

均匀。谷粒上再铺盖一张竹垫保湿,冬季还要在竹垫上加盖一层干净的稻

草保温。李教授说,培菌糖化时间要拿捏准,夏季一般一天一夜,冬季则要

两天两夜。当谷粒表面长满菌丝,口感香甜且微带酸味,便恰到好处。

落缸发酵。李教授将糖化好的醅料装入缸中,添入八九成的清水,再用

塑料布封缸,发酵一个星期,即可蒸馏。

蒸馏。李教授说,谷酒蒸馏一般不去酒头,直接接酒到 45度为止,尾酒

倒入下一锅复蒸。

村子里又飘出了谷酒的香味儿。这酒香比李教授的父亲酿的谷酒还香,

还醇。

这些年,村里人都不愿酿谷酒。据说,一是费力不讨好,手工谷酒卖不

出商品酒的价钱,酿得越多,亏得越多;二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里没人

愿意学,这门手艺也快失传了;三是人穷志短,俗话说得好,越有的越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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