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言文阅读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刘权，字世略，彭城丰人也。祖轨，齐罗州刺史。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

不敢过门。后更折节．．好学，动循法度。初为州主簿，仕齐，释褐奉朝请、行台郎中。及齐灭，

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后从晋王广平陈，以功进授开府仪

同三司，赐物三千缎。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开皇十二年，拜苏州刺史，赐爵宗城县公。于

时江南初平，物情尚扰，权抚以恩信，甚得民和。炀帝嗣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逐北至青海，虏获千余口，

乘胜至伏俟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

载，权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远

遁，道路无壅。征拜司农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寻为南海太守。行至鄱阳，会群盗起，不

得进，诏令权召募讨之。权率兵与贼相遇，不与战，先乘单舸诣贼营，说以利害。群贼感悦，

一时降附，帝闻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异政，修建城郭，绥集夷夏。数岁，遇盗贼群起，

数来攻郡，豪帅多愿推权为首，权竟尽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彻又密遣人赍书诣权，称四方扰

乱，英雄并起，时不可失，讽．令举兵。权召集佐僚，面斩其使，竟无异图，守之以死。卒官，

时年七十。 

世彻倜傥不羁，颇为时人所许。大业末，群雄并起，世彻所至之处，辄为所忌，多拘禁

之，后竟为兖州贼帅徐圆朗所杀。 

史臣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①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觎足为守

节之士矣。 

（选自《隋书·列传第二十八》，有删改） 

【注】①尉佗：原名赵佗，原为南海郡的龙川县令，秦末他兼并了桂林和象郡，立自己

为南越武王，文中指南越。 

10．下列对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 

A.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         假：代理 

B.时不可失，讽．令举兵           讽：讽刺 

C.后更折节．．好学       折节：指降低自己身份或改变平时的志趣行为。 

D.高祖受禅．．                     受禅：指王朝更迭，新皇帝承受旧帝让给的帝位。 

1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史臣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

觎／足为守节之士矣。 



B.史臣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拒子邪计／无所觊觎

／足为守节之士矣。 

C.史臣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觎

足为守节之士矣。 

D.史臣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觎／

足为守节之士矣。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刘权人生经历丰富，曾在北齐、北周、隋朝为官。尤其在隋朝为官之时，他秉公执法，造

福百姓，深受朝廷的器重和人民的喜爱。 

B.刘权是淮楚旧族，很早就英名显著，年少的时候有侠义之气，看重许诺的事。后来他改变

不好的习惯变得好学，一举一动都遵照法度。 

C.刘权的儿子刘世彻暗中派人联系他，让他乘着天下大乱之势起兵，刘权拒绝了儿子的建议，

一直到死都没有反叛，实在是守节之士。 

D.刘权在任南海太守之时，遇见盗贼多次前来攻打，当地的豪杰推举他为首领，让他率领大

家出城迎战，他竟然在城内固守。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4分） 

（2）既至南海，甚有异政，修建城郭，绥集夷夏。（4分） 

14．什么是“重然诺”？结合原文，分析文中哪些事件体现了刘权的“重然诺”的性格特点。

（3分）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

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

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

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

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倪，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

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

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

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

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



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

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

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

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

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 

（节选自《三国志·列传》，有删改）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B. 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C. 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D. 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宾客，古代有客人的总称、门客、别国来的使者、古代豪门所养的食客等意。现代汉语

只保留客人的意思。 

B. 侍中，古代官职名。秦汉之时，侍中为少府属下宫官群中直接供皇帝指派的散职。元以

后废止。 

C. 下车，有官吏到任、从车辆上下来等意，文中指官吏到任。 

D. “善属文”中的“属”意思是撰写，与《岳阳楼记》中“属予作文以记之”中的“属”

含义相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大将军何进因为王谦是公卿望族的后代，于是想要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王谦的儿子王

粲，但王谦没有答应。 

B. 蔡邕赞赏王粲有特异的才能，即使蔡邕的才学有很大名气，在朝廷中地位显贵，他还是

觉得自己比不上王粲。 

C. 刘表因为王粲相貌丑陋，身体瘦弱，行为不拘小节，不很器重他。刘表死后，王粲劝说

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太祖。 

D. 王粲学识广博，有问必答。当时旧的礼仪制度荒废破坏，恢复建立新的礼仪制度，都是

由王粲一直主持这件事。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 

（2）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 

14. 文章是如何体现王粲“富有才华”的形象的？ 



 

湖南省湖湘教育三新探索协作体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联考语文试卷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

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

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

矢非不钙，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舍人不休

传，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诉于魏。魏王身被甲

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

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

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

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

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

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

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

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

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

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

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 

（节选自《战国策·齐策》）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历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

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B．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历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

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C．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历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

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D．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历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

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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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 

A．齐闵王，“闵”是其谥号。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给予



谥号来褒贬善恶。 

B．北面，古时臣子面向北方朝见天子，故以北面代替臣子的地位，也可以指弟子行敬师之

礼。文中是指前者。 

C．邯郸，赵国都城。一直到汉代，都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与洛阳、临淄、成

都、宛齐享全国五大都会的盛名。 

D．伯，是古代帝王对贵戚功臣封赐的爵位，按等级高低排列，分别有公、侯、伯、子、男

五种爵位。文中引申为建立霸业。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中以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也要借助外力，坚硬的箭矢也要有弓弩加持为例，生动形

象地说明了借力借势的重要性。 

B．卫国国君在兵临城下、大厦将倾之际，光着脚逃到魏国求援，魏武侯亲自披甲上阵，替

卫国争取了宝贵时间。 

C．苏秦认为，卫国、赵国懂得利用时机、依时借势，从而在斗争中胜出，现在的执政者却

不是这样，以致犯下种种错误，离目标更远了。 

D．天下各国勾心斗角，利益纷争不断，但是齐国却成了众矢之的，这是因为它喜欢在缔约

时站在领袖位置，喜欢攻打比自己弱小的敌人。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 

（2）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 

14．诸葛亮说：“苏、张长于驰辞。”文中苏秦论证自己观点时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简要说

明。（3分） 

 

湖南省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御，且知兵。除德安推官。

岐王初就藩，从官骄，世宁裁之。迁广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数杀掠吏民，世宁密檄龙

英、知州赵元瑶擒之。思明叛族黄文昌四世杀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总兵康泰偕世宁入

思明，执其兄弟三人。而泰畏文昌夜遁，委世宁空城中，危甚。诸土酋德世宁，发兵援，乃

得还。文昌惧，归所侵地，降。母丧归。服阕赴京。道沧州，流寇攻城急，世宁即驰入城，

画防守计。贼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迁江西副使。当是时，宁王宸濠骄横有异志，莫敢

言，世宁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诸司

承奉太过。数假火灾夺民廛地，采办扰旁郡，蹂籍遍穷乡。臣恐良民不安，皆起为盗。臣下

畏祸，多怀二心，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矣。请于都御史俞谏、任汉中专委一人，或别选公



忠大臣镇抚。敕王止治其国，毋挠有司，以靖乱源，销意外变。”宸濠闻，大怒，列世宁罪，

遍赂权幸，必杀世宁。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

送江西鹏尽系世宁家人索之急。李承勋为按察使，保护之。世宁乃亡命抵京师，自投锦衣狱，

狱中三上书言宸濠逆状，卒不省。系岁余，言官程启充、徐文华、萧鸣风、邢寰等交章救，

乃谪戍沈阳。居四年，宸濠果反。世宁起戍中为湖广按察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

以父忧．．归。世宁风格峻整，居官廉。疾恶若仇，而荐达贤士如不及。都御史马昊、陈九畴坐

累废；副使施儒、杨必进考察被黜；御史李润、副使范辂为时所抑，连章荐之。与人语，讷

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会。与李承勋善，而持议不苟合。始以议礼与张璁、桂

萼等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宁不肯附会，论事多牴牾。诸大臣皆忌之。帝始终优

礼不替。九年秋卒。赠少保，谥．端敏。 

8.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项是（   ） 

A 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系

世宁家人/索之急/ 

B. 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系

世宁家人/索之急/ 

C. 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

系世宁家人/索之急/ 

D. 世宁已迁福建按察使/取道还里/宸濠遂诬世宁逃/驰使令浙江巡按潘鹏执送江西/鹏尽系

世宁/家人索之急/ 

9.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项是（   ） 

A. 弘治，是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年号，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用来纪

年的一种名号，始于汉武帝。 

B. 疏，又称“奏议”或“奏疏”，是臣僚向帝王进言使用文书的统称。疏的本义为“疏通”，

这里引申为分条说明的文字。 

C. 父忧，为“丁父忧”的省写。“丁忧”，古代官员父母亲去世后必须停职守制的制度，丁

忧期间，丁忧人不准为官。 

D. 谥，谥号，只用于古代君主、诸侯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给予的

一个寓含善意评价或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 

10.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项是（   ） 

A. 胡世宁通晓军事。他的军事才能在流寇攻打沧洲州时展现出来，流寇攻打沧州七天七夜，

沧州城还是没有被攻破，最后，流寇被迫撤离。 

B. 胡世宁疾恶如仇。任广西太平知府时，太平知州李濬几次三番杀害吏民，掠夺财产，胡

世宁率人逮捕了他。 

C. 胡世宁不畏权贵。他果断揭发宁王宸濠骄横不法和造反的意图，虽遭受迫害，并进了监



狱，也毫不屈服，他最后被谏官营救出狱。 

D. 胡世宁举贤荐才。即使他举荐的人被罢官，考评中被黜斥，被当时大臣压制，他还是连

上奏章推荐，唯恐被举荐的人仕途不通达。 

11.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道沧州，流寇攻城急，世宁即驰入城，画防守计。 

②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市第一中学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

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

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太子归，即位为

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群臣，皆令其献计。”上柱国．．．子良入见。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

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

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

地五百里，是去东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

昭常出，景鲤入见。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

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慎

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

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

秦。”王曰：“善。”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

死生。”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弊邑之王，

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

“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

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

敬献地五百里／ 

B．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

敬献地五百里／ 

C．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



敬献地五百里／ 

D．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

敬献地五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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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A．质，古代派往敌国或他国做人质，质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外交策略之一。 

B．薨，是古人对死的一种讳称，《礼记·曲礼》中记载：“天子死曰薨，诸侯死曰崩。” 

C．上柱国，保卫国都之官，自春秋起为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后引申为一种荣誉称号。 

D．万乘即一万辆兵车。乘，古时一车四马为乘。“千乘”“万乘”是军事实力的象征。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楚襄王欲返回楚国，齐王阻挠并且趁机索取楚国东部五百里土地。楚襄王向慎子问计，

慎子建议楚襄王割地回国，这也是无奈之下做出的暂时让步。 

B．齐国派兵车五十乘，来楚国索取五百里东地。子良认为楚襄王作为国君，说话一言九

鼎，割让承诺的土地是诚信，再攻打齐国体现楚国的不示弱。 

C．昭常不同意楚襄王割地与秦，他认为土地广大辽阔的国家才可以称得上万乘之国；景

鲤认为楚国力量过于单薄，需要借助秦国军事力量威胁齐国。 

D．子良向齐国表明楚国信守承诺的态度，而昭常假托王命守卫东地，加上秦军压境并指

责齐国行为不当，齐王心生畏惧，最终无功而返，楚国保全东地。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4分） 

                                                                             

（2）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4分） 

                                                                             

14．慎子建议楚襄王采用三子建议，请问子良、昭常和景鲤三人职责分别是什么？请简要概

括。（3分） 

         文学类文本阅读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二）现代文阅读 II （本题共 4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书房的窗子 

杨振声 

①说也可怜，八年抗战归来，卧房都租不到一间，何言书房，更何从谈到书房的窗子！

正因为没得，才想得厉害，我不但想到书房，连书房里每一角落，我都布置好了，今天又想

到了我那书房的窗子。 

②说起窗子，那真是人类穴居之后一点灵机的闪耀才发明了它，它给你清风与明月，它



给你晴日与碧空，它给你山光与水色，它给你安安静静地坐窗前，欣赏着宇宙的一切，一句

话，它打通你与天然的界限。 

③但窗子的功用，虽是到处一样，而窗子的方向，却有各人的嗜好不同，陆放翁的“一

窗晴日写黄庭”，大概指的是南窗，我不反对南窗的光朗与健康，特别在北方的冬天，南窗

放进满屋的晴日，你随便拿一本书坐在窗下取暖，书页上的诗句全浸润在金色的光浪中，你

书桌旁若有一盆腊梅那就更好，腊梅在阳光的照耀下荡漾着芬芳，把几枝疏脱的影子漫画在

新洒扫的蓝砖地上，如漆墨画，天知道，那是一种清居的享受。④东窗的初红里迎着朝暾，

你起来开了格扇，放进一屋的清新，朝气洗涤了昨月梦的荒唐，使人精神清振，与宇宙万物

一体更新。假设你窗外有一株古梅或是海棠，你可以看“朝日红妆”；有海，你可以看“海

日生残夜”；一无所有，你还可以看朝霞的艳红；再不然，看想象中的邺宫，“晓日靓妆千骑

女，白樱桃下紫纶巾”。 

⑤“挂起西窗浪接天”这样的西窗，不独坡翁喜欢，我们谁都喜欢。然而西窗的风趣，

正不止此，压山的红日徘徊于西窗之际，照出书房里一种透明的宁静。苍蝇的搓脚，微尘的

轻游，都带些倦意了。人在一日的劳动后，带着微疲放下工作，舒适地坐下来吃一杯热茶，

开窗西望，太阳已隐到山后了。田间小径上疏落地走着荷锄归来的农夫，隐约听到母牛哞哞

的在唤着小犊同归。山色此时已由微红而深紫，而黝蓝。苍然暮色也渐渐笼上山脚的树林。

西天上独有一缕镶着黄边的白云冉冉而行。 

⑥然而我独喜欢北窗。那就全是光的问题了。 

⑦说到光，我有一种偏向，就是不喜欢强烈的光而喜欢清淡的光，不喜欢敞开的光而喜

欢隐约的光，不喜欢直接的光而喜欢反射的光，就拿日光来说罢，我不爱中午的骄阳，而爱

“晨光之熹微”与落日的古红。纵使光度一样，也觉得一片平原的光海，总不及山阴水曲间

光线的隐翳，或枝叶扶疏的树下光波的流动，至于反光更比直光来得委婉。“残夜水明楼”，

是那般的清虚可爱；而“明月照积雪”更使你感到满目清辉。至于拿月光与日光比，我当然

更喜欢月光，在月光下，人是那般隐藏，天宇是那般的素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比之“晴雪梅花”更为空灵，更为生动；“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比

之“枝头春意”更富深情与幽思；而“宿妆残粉未明天，每立昭阳花树边”也比“水晶帘下

看梳头”更动人怜惜之情。 

⑧这里不只是光度的问题，而是光度影响了态度。强烈的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不

必使我们想得明透；使我们有行动的愉悦，却不必使我们有沉思的因缘；使我们像春草一般

的向外发展，却不能使我们像夜合一般的向内收敛。强光太使我们与外物接近了，留不得一

分想象的距离。强烈的光与一切强有力的东西一样，它压迫我们的个性。 

⑨以此，我便爱上了北窗。南窗的光强，而不必说；就是东窗和西窗也不如北窗。北窗

放进的光是那般清淡而隐约，反射而不直接。说到反光，当然便到了“窗子以外”了，我不

敢想象窗外有什么明湖或青山的反光，那太奢望了，我只希望北窗外有一带古老的粉墙。最



假如可能，古墙上生几片青翠的石斑。这墙不要去窗太近，

太近则逼窄，使人心狭；也不要太远，太远便不成为窗子屏风；去窗一丈五尺左右便好。如

此古墙上的光辉反射在窗下的桌上，润泽而淡白，不带一分逼人的霸气。这种清光绝不会侵

凌你的幽静，也不会扰乱你的运思。它与清晨太阳未出以前的天光，及太阳初下、夕露未溢

时湖面上的水光同是一样的清幽。 

⑩假如，你嫌这样的光太朴素了些，那你就在墙边种上一行疏竹。有风，你可以欣赏它

婆娑的舞容；有月，你可以欣赏窗上迷离的竹影；有雨，它给你平添一番清凄；有雷，那素

洁，那清劲，确是你清寂中的佳友。即使无月无风，无雨无雪，红日半墙，竹荫微动，掩映

于你书桌上的清晖，泛出一片青翠，几纹波痕，那般的生动而空灵，你书桌上满写着清新的

诗句，你坐在那儿，纵使不读书也“要得”。 

（写于 1946年 9 月 15 日，有删改） 

6．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 

A.本文作者抗战归来，既无卧室，更无书房，实属遗憾，这却促使作者摆脱现实的束缚，展

开自由的联想和想象，谱写一支有关书房的畅想曲。 

B.本文写北窗之妙，将笔墨聚焦于一个特殊的角度-北窗的光影效应，营造了一种朦胧、清

淡、素雅、隽永的诗境，体现了东方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格调。 

C.作者在想象中把书房的每一个角落都布置好了，他在北窗外设置了一带古老的有石斑的粉

墙，粉墙距离窗子适中，墙边还种植了一行疏竹。 

D.本文借书房的窗子，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创作环境和清幽恬静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抒发了

作者对战争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的批判之情。 

7．下列对文章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文章以“说也可怜”开头引出全文的叙述，运用有限视角，“我”作为亲历者，又是叙述

者，使叙述真实可信。 

B.作者大量引用典故和古诗，扩大了文章的容量，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又使

文章典雅精致、文质兼美。 

C.本文的人称有点特别，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而第④⑩段则用第二人称，既使文章亲切自

然，又不受时空限制，灵活自由。 

D.本文以窗子为线索，作者开篇写窗子的功用，南、东、西窗方向各有优点，接着写“我”

喜欢北窗的理由，最后具体形象地描绘想象中北窗的景象，使全文浑然一体。 

8．中国古代造园理论中，有通过窗子“框景”之说。本文第⑤段，作者“开窗西望”，一幅

美丽的图画映入眼帘。画横线的句子是如何描绘这幅画面的？（4 分） 

9．本文信笔挥洒，姿态横生。文笔看似闲散，意脉却流畅完整。请结合全文分析。（6 分） 

6．D（“抒发了对战争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的批判之情”错误。） 

7．C（“不受时空限制，灵活自由”是第三人称的特点。） 



．作者描绘了一幅宁静和谐（1 分）的乡村暮归图（1 分）。描写手法：①视听结合。

荷锄归来的农夫和母牛哞哞的叫声。②动静合。农夫走着、白云冉冉而行是动，山、树是静。

③色彩搭配。山色的由微红到深紫到黝蓝到苍然，同白云搭配。④远近结合（答俯仰结合、

高低结合或者点面结合也可）。（评分标准：画面 2分，描写手法任意答对两点 2 分，其他答

案酌情计分） 

9．（1）文笔闲散：即散文的形散，表现在：①选材灵活广泛。本来要写书房的窗子，

却先从一般的窗子写起。本来重在表现北窗的光影之美，却先写南窗、东窗和西窗的审美效

应，层层铺垫。（2分）②笔法灵活。大量引用典故和古诗，信笔拈来。（2分） 

（2）意脉流畅完整，指散文神不散。本文自始至终围绕着书房的窗子选材，表达作者

对北窗光影的喜爱之情，文章始终服从主旨的需要。（2 分）其他答案酌情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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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棉衣 

孙博闻 

隆冬已至，惹得人频频打颤。 

这片老城区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些年头儿了。顺子一家就住在这儿，据街坊邻

居讲，顺子一家四口，除了顺子还有一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她患了耳疾，听不清人讲话；

有一位骨瘦如柴的老父亲，他常年都抽着散花牌的烟；还有一个已经远嫁他乡的姐姐，好几

年都没联系了。这一家的生活过得清苦贫寒，顺子在家附近给人打零工，卖过报纸、洗过鞋、

修过自行车，最近又换了份差事——在巷子口给过路的人发单子。老父亲愈加年迈，身体不

吃力了，帮街坊邻居收收废塑料瓶，也赚不了几个钱。老母亲更不中用了，半聋的她整天呆

滞地望着窗外，盼着儿子回来，偶尔蹬蹬那个一碰就“吱扭”响的老缝纫机，做几个简单的

手工。 

冬天的早晨，天色亮得特别晚。顺子还没等天亮就摸索着出门了，留了几个昨夜的馒头

在小方桌上，好让父母起床后垫垫肚子。顺子一如往日地来到巷口发单子，他琢磨着等干完

今天这份工，就去集市里给父母添件棉衣。今年的冬，实在是冷得让人受不住。寒冷好似把

老城区的人们紧紧地锁在了屋里，一上午过去了，顺子也没发出去几单。顺子有些着急了，

不断搓着那双紧握着单子的被冻得通红的手，跺着穿了好几个年头儿都有些开胶了的鞋子，

神情无助又局促。冬日里的一整天实在是溜得飞快，眼看夜色将至，顺子一咬牙，急急忙忙

收起没发完的单子，骑着那辆旧得不能再旧的自行车向集市驶去。看着五花八门的开襟棉衣，

顺子露出了辛苦一天后久违的笑容，而后紧接着脸色就黯淡下来了。他与卖衣服的女人不断

交谈着，问来问去要几个钱，声音有点儿颤抖，语气里夹杂着哀求。那个女人似乎可怜他，



顺子把选好的棉衣挂在车把上，随即将口袋里被捏得皱皱

巴巴的钱递给了那个女人。夜色越来越暗了，看不清顺子的表情，无法辨别是难堪还是满足。

随后，他一转身，骑上车子，飞快地向家的方向驶去了。 

昏黄的路灯在漆黑的夜晚显得格外温暖澄亮，树上本已没剩多少的叶子还在不断被风吹

散，最后被行走在寒冬里的人们踩在脚下。顺子一如既往地将自行车倚靠在楼道，然后进了

屋。屋中的父母早已准备好几碟咸菜和一碗粥，静默着等儿子归来。“爹，娘，我回来了。”

顺子的语气故作轻松。“快坐下吃吧，在外受冻了吧。”父亲一边拾掇着塑料瓶子一边说着，

声音有些哑。顺子摇头道：“不冷！今儿生意特别好！”边说边将买来的棉衣递给老母亲，比

划着让母亲套上。父亲缓缓抬起佝偻着的背，嘬了口烟，皱了皱眉头，然后问：“几个钱？”

顺子咬了口馍，笑着说：“不值钱。”父亲低下头继续拾掇起塑料瓶，没再吭声。母亲坐在床

边反复端详着新衣服，神情有些欣喜，又似乎溢着心疼。 

再过半个月就是新年了，近些日子又飘起了雪。顺子熟练地操起火炉生起了火，木柴在

火焰里噼里啪啦地响，泛起点点火星。母亲躺在床上一阵一阵咳喘，父亲叹道：“一入冬啊，

你就受不住，年年都这样，拗着不去看病，谁劝都不肯呐。”顺子挠了挠头，有些用力，而

后透着燃燃的火光痴痴地望着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除夕前夜，她走了，静悄悄的。外面还飘着雪，父亲神情哀伤，

在一旁默默地整理着母亲的遗物，安静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顺儿。”父亲叫道，“这是

你娘留给你的，她让我撇下的。”顺子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棉衣，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悲恸起

来。听父亲讲，母亲早一个年头就开始为顺子做棉衣了，她身体不好，老了眼也花，一天做

不了多少，但她每天都会坚持做点儿，一来二去，就做成了。顺子紧紧地抱着怀里的棉衣，

似有难言之隐，站在门槛边久久不能回神。 

新年的炮声放得响亮，黑白电视机里的春晚节目热闹非凡。父子俩待在空荡的房间里，

感受置身于时间里的沉寂，若有所思。父亲无神地看向电视，嘬着烟，发出浅浅的哀叹。一

旁的顺子静静地望向窗外，漫天飘散的雪花与散落在地面的红色炮纸碰撞，静谧与热闹在此

刻相交。恍惚间，顺子似乎看到了孱弱的母亲坐在昏暗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制棉衣的模样，她

佝偻着背，戴着一副老花镜，手指套上了顶针，脚踩得那缝纫机吱吱作响。那一刻，她安静

无声，却又好似热情恣肆。 

这个大雪夜晚即将过去，似乎将失去一切与它连接的线索，只有记忆，将会以一种深刻

的不可触及的形式，存留在顺子的心里。 

往后的每一年春节，顺子都会照旧穿起母亲为他亲手缝制的棉衣，这件满溢着无声母爱

与火热温度的棉衣，成了他今生最珍视的礼物。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顺子坐在窗前静静地写下：冬去春来，爱无声，却常在……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多处可以感受到顺子一家的清苦贫寒，如没有多少收入、年老体弱的父母，顺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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