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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高一上册语文期末试卷 5（人教版）

说明：

1、本试卷分第Ⅰ卷和第Ⅱ卷两部分

2、本试卷共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情性联系起来考察,以朱光潜为代表。他的《诗论》主要从社会学、哲学、

艺术史、文艺心理学、音韵学等方面来建构他的诗歌美学体系。他谈到了诗的起源、谐隐、境界、表现、节奏、声

韵,诗与散文,诗与画等一系列诗学命题。诗歌的音乐性问题是其主要论题之一。他认为诗歌、音乐、舞蹈本是混合

的,韵和顿对新诗很重要。这就比那些纯粹从朗诵的角度去谈朗诵诗的言论更深入,更有说服力,也更富启迪作用。

与诗歌音乐性密切相关的是诗歌的本质性问题。他说:“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当时不少抗战诗类似政治

标语口号,一味发展新诗的叙事功能,诗歌抒情这一本质性特征严重匮乏。所以,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

情性结合起来研究,不但取得了糾正时弊的效用,而且使新诗大众化深入到新诗本体论层次。总之,朱光潜的《诗论》

对于新诗的文体和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现代化联系起来研究,这以朱自清为代表。他的《新诗杂话》就是讲“新诗的现代化”。他

考察了新诗从“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的路向,得出了新诗从说理向抒情发展的结论。其实,到了抗战

时期,叙事性已经成为新诗主要的美学追求。他认为新诗要向外国诗歌形式学习,新诗不必取法歌谣,但不妨取法于

歌谣。这种谨慎对待新诗向民间诗歌学习的态度,可以看出朱自清在新诗民族形式建设问题上开放而又犹豫的心态。

也就是说,朱自清没有因为新诗的现代化而去否弃新诗的大众化。同时,朱自清还从内容上肯定了格律诗派、象征诗

派和现代诗派为扩大诗的感觉天地所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朱自清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研究新诗现代化的。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西方文学资源结合起来探讨,这以李广田为代表。李广田的诗论属于印象主义式诗歌理

论批评。他最有名的诗论专著是《诗的艺术》。他声明自己的基本诗观——“我以为那最好的作品应当是内容与形

式的一致”。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的精髓,在承认新诗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突出了形式对新诗尤为重

要的地位。他所谓的新诗形式,指的是作品技巧,即章法、句法、声韵、格式、用字等。当然,这并非形式主义的纯

技巧论。他主张的是那种“有意味的形式”。他的观点也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的反拨与校正。正

是用这样的评价尺度,他充分肯定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在“格法与韵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也充分肯定

了冯至的《十四行集》,说冯至的十四行诗像一个水瓶,可以给那无形的水一个定形;像一面风旗,可以把住些把不住

的事体,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

(摘编自杨四平《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论》以大众化、音乐性、抒情性为研究新诗的角度,对新诗的文体和美学建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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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针对新诗创作所出现的政治标语口号的倾向,朱光潜在《诗论》中进行了严肃批评。

C.“不必”又“不妨”取法歌谣,体现了朱自清在新诗民族形式建设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D.李广田认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是诗歌的精髓,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称为“最好的作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为论据,阐述了他们研究新诗大众

化所体现出的各自的特点。

B.文章材料翔实,既有直接引用,如“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又有间接转述。

C.第一自然段以一些似政治标语口号的抗战类诗的缺点为例,论述了朱光潜从音乐性角度研究新诗的优点,使

论述更具说服力。

D.文章层次清晰:整体上运用递进式结构,同时每一段都运用“总一分---总”结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缺失了抒情性,朱光潜的研究对这一弊端起到了纠正的作用。

B.朱自清认为“说理——抒情——叙事”是新诗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走向。

C.李广田特别强调内容对新诗的重要性,这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的校正。

D.在卞之琳的眼里,冯至的十四行诗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 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材料一： 

2018年 1月 2日，支付宝发布 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 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

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 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

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 12大类 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

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 19.6%，省会城市占比为 19.0%，农村地区占比为 17.0%。                                                             

（摘编自新华网 2018年 1月 3日报道） 

材料二：

    

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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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

了后，立马买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

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

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

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 2018年 4月 1日

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 2017年 12月 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

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

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

超过 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 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

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 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

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

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 1月 4日报道）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据材料一可知，移动支付方便市民生活，使市民坐在家中也能享受多种便利服务。

B. 据材料二可知，移动支付用户的同比增长率 2020年将是 2015年的两倍多。

C. 条码支付在促进移动支付普及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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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规无疑让条码支付更安全了，但对于部分消费的支付模式将会有一定的影响。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近年来，移动支付的方式已悄然涉及城乡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移动支付与以往新事物的发展局面一样，

在我国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B. 根据材料二图表中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可知，随着移动支付的逐渐普及和应用场景拓展，预

计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将持续增长。

C. 新要求实施后，如果在饭店里吃了顿 600 元的大餐，消费者可以扫饭店的静态条码付款，也可以让收银员

扫消费者手机上生成的动态条码。   

D. 央行《条码支付业务规范》对扫码支付进行限额管理，采用动态条码支付时，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

额都不能超过 500元。  

6. 根据上述材料，联系现实，请概括说明我国移动支付发展的现状。（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题。

令箭荷花

街上还很安静的时候，花市上就摆满了一片花草。真是花团锦簇，千丽百俏，半条街飘满了清淡的花香。

“老大爷，你买了这盆三叶梅吧，这花便宜，好活，你看它开得多么鲜艳！”花市东头，一个卖花的乡下姑娘在

和一个看花的乡下老头谈生意。这个姑娘集集来卖花，二十来岁，生得细眉细眼，爱笑，薄薄的嘴唇很会谈生意。

老头蹲在她的花摊前面，摇摇头，对那盆开满粉红色零星小花的三叶梅表示不感兴趣。“那一盆多少钱？”老头抬

起下巴朝花车儿上一指，眼睛里泛着某种惊喜。

那是一盆令箭荷花。在今天的花市上是独一份儿。葱翠的令箭似的叶状枝上，四朵花竞相开放，花朵大，花瓣层

层叠叠，光洁鲜亮，一层紫红，一层桃红，一层粉红，花丝弯曲嫩黄，阳光一照，整个花朵就像薄薄的彩色玻璃做

的。姑娘说：“老大爷，那是令箭荷花。”“我就要它！”老头口气很肯定。姑娘又解释了一句：“它贵。”老头有点生

气：“有价儿没有？”

姑娘听他口气很大，把他仔细打量了一遍。老头瘦瘦的，60多岁，白布褂子，敞着怀，露着黑黑的结实的胸脯，

不像是养种花草的人。姑娘问：“大爷，你是哪村的？”

“严村。”老头没有正眼看姑娘，淡淡地回了一句。

“哦，知道。”

一个看花的小伙子打趣说，“严村，好叮当的地方啊，村里人天天吃‘人参’……”

看花的人们哑然失笑了，姑娘笑得弯下腰去。严村是多年来有名的贫困村，到了冬天就多靠吃自产的胡萝卜来生

活，号曰吃人参。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村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多数人基本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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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红了脸，好像受了莫大羞辱。他一横眉冲着姑娘说：“多少钱，有价儿没有？”“50。”姑娘止住笑说。“35

块，多一分钱也不买。”老头坚定地说。“40。少一分钱也不卖。”姑娘也不相让。

此时，集上热闹起来，花市上也站满了人。那些买花的、看花的，多是农民打扮的人。他们除了吃饭穿衣，也爱

上了鲜花的香味。

一个穿着皮尔卡丹衣服的年轻人忽然挤上来说：“他不要，我要。我给你 40。”老头一看就有些急：“有个先来后

到吧？这花我看中了！”

“你可拿钱呀！看你这穷样！回家吃‘人参’吧！”

一片笑声，老头的脸腾地红了：“这花我今天非买不可了！”老头用双手紧紧护着那盆令箭荷花。“皮尔卡丹”一

看老头这样，他忽然凑近老头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老头立刻冷着脸说：“不行不行，明天也是孩他妈的生日，她

也爱花！”

“你这个人真难说话！这么贵，你吃它喝它？”

“咦，我不吃它喝它，你送花给你领导，他就能吃它喝它？”

人们听得明白，就又笑起来了。“皮尔卡丹”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陡地变了脸色说：“你是哪个村的？村支书

是谁？”

老头一愣，嗔怒道：“少来这一套！唬谁呢？”

“皮尔卡丹”冷冷一笑，说：“就是嘛，你们乡下人，还缺花看吗？高粱花、棒子花、打破碗碗花，野花野草遍

地都是。姑娘，给你 40块钱，我买了！”说着，把四张崭新的钞票送到姑娘脸前。

姑娘不接他的钱，冷冷地看着他。然后又看一看蹲在地上双手护花的老头。她突然用亲切而果断的语气对老头

说：“大爷，就依你，35块，给你了。”

“皮尔卡丹”气得脸色发白，指着姑娘的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你你……”

“我叫蒋小玉，南关的，我们支书叫蒋大河，你还打听谁？问吧！”

人们被她这爽直的话给逗笑了，看着她笑微微地站在花丛中，恍若她就是挺秀盛开的令箭荷花。

(选自贾大山的微型小说《花市》，有修改)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小说开头对花市的描写精雕细刻，具有浓浓的诗意，它暗示了社会生活的美好变化，为下文写很多人来看花买

花作铺垫。

B.卖花姑娘最后以 35元钱的价格将令箭荷花卖给了老头儿，这一举动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C.小说对买花老头的外貌描写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突出了他的身份、职业和性格特征，又与他爱花买花形成对

比，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D.小说以小见大，以一个过去常以胡萝卜为粮的贫困村的老头欲花 35元买一盆花的事，来表现生活富裕后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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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8.小说中“皮尔卡丹”这一形象有何特点？结合全文加以分析。(6分)

 

9.小说善于运用细节表现人物，请找出并分析。（一处即可）  (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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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题。

超然台记

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

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

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

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

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

败，为苟完之计。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庐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

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

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

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10.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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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足：满足

B．背湖山之观                   背：远离

C．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   洁：洁净

D. 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吊：哀叹

1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B．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C．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D．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如不能超然物外，则乐少悲多；如能超然物外，即使在困苦的环境中，也有可乐的东西。

B．作者认为求祸辞福是人之常情，超然物外，才能不被外物影响，才能达到求祸辞福的最高境界。

C.文章详写超然台四方的胜景和四季的美景，是为了说明作者能在既有的境况下获得较大的快乐，突出了他

的超然物外的思想。

D．文章最后一段写了弟弟给台子取名“超然”，表达了自己“无所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以及面对困境的

豁达胸怀。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5分）

（2）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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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题。

病后登快哉亭①

贺铸

　　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

　　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

　　鸦带斜阳投古剎，草将野色入荒城。

　　故园又负黄华②约，但觉秋风发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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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快哉亭，位于今徐州东南。本诗是诗人被贬职徐州病后所作。②黄华，菊花。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描写了秋高气爽、雨过天晴的景象，诗人病愈登亭，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感到高兴。

B.颔联写病愈后频频把盏，借助美酒消渴解馋，天长日久郁积的情绪借梦境暂得缓解。

C.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两者都用草色喻示感情之殷切。

D.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

15.这首诗描写了哪些意象？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10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沁园春·长沙》中写作者旧地重游，引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短歌行》中运用典故指出作者渴望得到贤才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

（3）李白善于描写想象的世界，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写云中仙人出场时的穿着与出行工具的诗句

“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令人叹为观止。

（4）《琵琶行》描写琵琶女不愿出场但又盛情难却的矛盾心情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

（5）《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感慨世事变幻、壮志难酬，以饮酒赏月遣怀的词句是：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第 II 卷  表达题

三、语言文字运用（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题。

随着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使新的腐败形式也在出现，有的甚至更加隐秘。反腐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的成

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在中共党内刮起旋风并高压推进。据有关方面统计，在不到

两年时间的反腐战役中，已有超过 18 万党员干部被处分，更有数目可观的司局级以上高官被查处严惩。

（                 ）；无论是正_________的政治明星，还是已_________的过往功臣，只要正在或者曾经涉足过

违法乱纪、有腐在身，一应会“新账老账一起算”。用中央纪委的话说，就是反腐“绝不留死角”。

从今年以来查办的国家发改委、山西、江西、云南等大的腐败案件看，既有历史延续的体制漏洞没有清理彻底，

也有部分人或者利益集团沿袭过往惯性不畏反腐高压态势拒不收手。大量的权钱交易、以权抗法、以权压法的问题

也是_________。王岐山书记将一些地方的裙带腐败、窝案高发形容为“塌方式腐败”，并指出这些问题至今病源还

在、病根未除。

既然药到病未除尽，一旦形势稍缓，腐败就有_________的风险，还须施之以重手，反腐艰巨性也体现于此。

17．文中画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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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随着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使新的腐败形式也在出现，有的甚至更加隐秘。反腐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

的成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B．随着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使新的腐败形式也在出现，有的甚至更加隐秘。反腐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

的成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是否长治久安。

C．随着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新的腐败形式也在出现，有的甚至更加隐秘。反腐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的

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长治久安。

D．随着反腐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新的腐败形式也在出现，有的甚至更加隐秘。反腐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它的

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18．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

A．不管是已位居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坐镇一方的地方官员

B．无论是已位居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坐镇一方的地方官员

C．不管是坐镇一方的地方官员，还是已位居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委员

D．无论是坐镇一方的地方官员，还是已位居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委员

19．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分）（    ）

A．崭露头角        功成名就        气息尚存       死灰复燃

B．崭露头角        功成不居        气息奄奄       东山再起

C．初出茅庐        功成不居        气息奄奄       死灰复燃

D．初出茅庐        功成名就        气息尚存       东山再起

20.下面是一则征稿启事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有五处不得体,请找出并修改。（5 分）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敝市文化艺术事业，推动社区文化的发展，市文化局联合市美术馆,举办第七

届社区美术作品大赛，现将征稿要求通报如下：①参赛作品以竖式为好，书体、画风不限;②决不接收硬笔书法作

品、油画作品和摄影作品;③获奖作品恕不退稿，由市美术馆惠存。  

（1）           改为                  

（2）           改为           

（3）           改为                  

（4）           改为           

（5）           改为            

四、写作（60 分）

2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不小心摔碎一把小茶壶。这把小茶壶跟随她多年，是她的一件心爱之物。所以，壶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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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痛。但是，新凤霞马上安慰自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得马上赔自个儿一把壶！”于是，新凤霞不再责

怪自己，扔掉碎壶，迅速上街，买了一把更加漂亮的小茶壶赔给自个儿。新凤霞把新壶摆在原处，禁不住露出舒心

的微笑。这件小事体现出的是一种“与自己讲和”的智慧。

但巴金又说：“那些总是与自己的现实处境讲和的人，他的灵魂也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请根据你对材料的理解，自选一个角度，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要求：明确立意，自定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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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第Ⅰ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情性联系起来考察,以朱光潜为代表。他的《诗论》主要从社会学、哲学、

艺术史、文艺心理学、音韵学等方面来建构他的诗歌美学体系。他谈到了诗的起源、谐隐、境界、表现、节奏、声

韵,诗与散文,诗与画等一系列诗学命题。诗歌的音乐性问题是其主要论题之一。他认为诗歌、音乐、舞蹈本是混合

的,韵和顿对新诗很重要。这就比那些纯粹从朗诵的角度去谈朗诵诗的言论更深入,更有说服力,也更富启迪作用。

与诗歌音乐性密切相关的是诗歌的本质性问题。他说:“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当时不少抗战诗类似政治

标语口号,一味发展新诗的叙事功能,诗歌抒情这一本质性特征严重匮乏。所以,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音乐性、抒

情性结合起来研究,不但取得了糾正时弊的效用,而且使新诗大众化深入到新诗本体论层次。总之,朱光潜的《诗论》

对于新诗的文体和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现代化联系起来研究,这以朱自清为代表。他的《新诗杂话》就是讲“新诗的现代化”。他

考察了新诗从“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的路向,得出了新诗从说理向抒情发展的结论。其实,到了抗战

时期,叙事性已经成为新诗主要的美学追求。他认为新诗要向外国诗歌形式学习,新诗不必取法歌谣,但不妨取法于

歌谣。这种谨慎对待新诗向民间诗歌学习的态度,可以看出朱自清在新诗民族形式建设问题上开放而又犹豫的心态。

也就是说,朱自清没有因为新诗的现代化而去否弃新诗的大众化。同时,朱自清还从内容上肯定了格律诗派、象征诗

派和现代诗派为扩大诗的感觉天地所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朱自清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研究新诗现代化的。

把新诗大众化与新诗的西方文学资源结合起来探讨,这以李广田为代表。李广田的诗论属于印象主义式诗歌理

论批评。他最有名的诗论专著是《诗的艺术》。他声明自己的基本诗观——“我以为那最好的作品应当是内容与形

式的一致”。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的精髓,在承认新诗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突出了形式对新诗尤为重

要的地位。他所谓的新诗形式,指的是作品技巧,即章法、句法、声韵、格式、用字等。当然,这并非形式主义的纯

技巧论。他主张的是那种“有意味的形式”。他的观点也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的反拨与校正。正

是用这样的评价尺度,他充分肯定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在“格法与韵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也充分肯定

了冯至的《十四行集》,说冯至的十四行诗像一个水瓶,可以给那无形的水一个定形;像一面风旗,可以把住些把不住

的事体,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

(摘编自杨四平《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新诗评论与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论》以大众化、音乐性、抒情性为研究新诗的角度,对新诗的文体和美学建设意义重大。

B.针对新诗创作所出现的政治标语口号的倾向,朱光潜在《诗论》中进行了严肃批评。

C.“不必”又“不妨”取法歌谣,体现了朱自清在新诗民族形式建设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D.李广田认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是诗歌的精髓,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称为“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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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进行了严肃批评”于文无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为论据,阐述了他们研究新诗大众

化所体现出的各自的特点。

B.文章材料翔实,既有直接引用,如“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又有间接转述。

C.第一自然段以一些似政治标语口号的抗战类诗的缺点为例,论述了朱光潜从音乐性角度研究新诗的优点,使

论述更具说服力。

D.文章层次清晰:整体上运用递进式结构,同时每一段都运用“总一分---总”结构。

【答案】D

【解析】“每一段都运用‘总一分一总’结构”错,文章一、二两段运用了“总一分—总”结构,第三段是“总一

分”结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缺失了抒情性,朱光潜的研究对这一弊端起到了纠正的作用。

B.朱自清认为“说理——抒情——叙事”是新诗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走向。

C.李广田特别强调内容对新诗的重要性,这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的校正。

D.在卞之琳的眼里,冯至的十四行诗是诗人给自己的“思,想”所设的水瓶与风旗。

【答案】A

【解析】B 项,“说理一抒情—叙事”错,原文是说“从说理向抒情发展”;C 项,从原文可知,李广田强调形式对新

诗的重要性,且他的观点也是对当时诗歌过分注重内容而轻视形式的反拨与校正;D 项,“在卞之琳的眼里”错,对“十

四行诗”的点评是李广田的观点,而不是卞之琳的观点。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 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材料一： 

2018年 1月 2日，支付宝发布 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 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

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 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

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 12大类 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

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 19.6%，省会城市占比为 19.0%，农村地区占比为 17.0%。                                                             

（摘编自新华网 2018年 1月 3日报道）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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