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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高考文言文阅读【教考衔接】专题

关联教材专练 01——统编版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

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

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

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

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

渑池。

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

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

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层阿颇。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

“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

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

奔魏之大梁。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

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

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

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

于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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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

号涂黑。（3 分）

赵军固壁 A 不战 B 秦 C 数挑战 D 廉颇 E 不肯 F 赵王信 G 秦 H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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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夺取，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势拔五岳掩赤城”的“拔”意义不同。

B．间，间谍，与《曹刿论战》中“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间”意义相同。

C．信用，意为信任重用，与现代汉语中“讲信用”的“信用”一词意义不同。

D．被，通“披”，穿，与《陈涉世家》“将军身被坚执锐”的“被”意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秦国攻打赵国，原本畏惧秦国的赵王经过廉颇、蔺相如的一番劝谏后，决定

与秦王相会于渑池，主动表达示好的态度。

B．渑池之会前，廉颇与赵王诀别时做的后续安排，体现他对局势的清醒认识；

长平之战的坚守不出体现了他的军事谋略。

C．赵悼襄王即位后，让乐乘取代廉颇，廉颇怒而攻打乐乘，乐乘逃跑，后廉颇

自己也逃到魏国，却一直没有被魏王信任。

D．因赵国多次受秦兵侵扰，赵王想重新起用廉颇，但由于奸人作梗而放弃；后

来廉颇被楚王接到楚国，也没有立下战功。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

（2）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

14．长平之战时，与秦军对峙的廉颇为何被免职？（3 分）

【答案】

10．BDF    11．B   12．A    

13．（1）天下的人都用商人逐利的法则来结交朋友，当您有权势的时候，我们就追

随您；当您失去权势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您。

（2）廉颇的仇人郭开送给使者丰厚的钱财，让他诋毁廉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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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因为赵王听信秦军畏惧赵括的谣言，让赵括取代了廉颇。

【解析】

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赵军坚守营垒不与秦军交战，秦军多次向赵军挑衅，廉颇不肯出兵交战，赵

王听信了秦国的间谍。

“秦”是“挑战”的主语，“廉颇”是下一句的主语，“秦数挑战”句意、结构完整，前后都

应断开，故 BD 处断开；

“廉颇”是“不肯”的主语，“赵王”是“信”的主语，故 F 处断开；

故选 BDF。

1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正确。夺取。/超过。句意：夺取石城。/山势高过五岳，遮掩了赤城。

B.错误。间谍。/参与。句意：秦国间谍说。/掌权的人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

呢？

C.正确。句意：魏国不能信任重用他。

D.正确。句意：穿上铠甲跳上马。/将军身穿铠甲手执武器。

故选 B。

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赵王经过……主动表达示好的态度”错误，原文“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

于西河外渑池”，说明是秦国主动向赵国示好；

故选 A。

1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以”，用；“市道”，商人逐利的法则；“势”，权势；“去”，离开。

（2）“与”，给；“金”，钱财；“毁”，诋毁，说人坏话。

14．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由原文“赵王信秦之间”和“秦之间言曰：‘秦……独畏……赵括为将耳’”，以及后文“赵王

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可知，廉颇被免职是因为赵王听信秦国间谍的谣言，让赵括取

代了廉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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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廉颇，是赵国的优秀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前 283年），廉颇作为赵国的主将

带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国的军队打得大败，占领了阳晋城，被赵王任命为上卿，

以作战勇敢闻名于诸侯。

后来秦国出兵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秦国又一次进攻赵国，杀死了

赵国两万士卒。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说他想跟赵王在位于西河以外的渑池进行一

次友好会面。赵王畏惧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跟赵王商议说：“大王如果不去，

就显得赵国既软弱又胆小。”赵王于是起程赴会，蔺相如随行。廉颇把赵王送到赵国

的边境，与赵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算的行程以及会见礼节从开始到完毕的时间，

再加上返回的时间，不会超出三十天。如果过了三十天您没有回到赵国，就请拥立

太子为王，来断绝秦国用您来要挟赵国的想法。”赵王答应了，于是和秦王在渑池相

会。

赵孝成王七年，秦国军队和赵国军队在长平对峙，当时赵奢已经死去，而蔺相

如也得了重病，赵孝成王派廉颇率领赵军进攻秦军，秦军好几次打败赵军。赵军坚

守营垒不与秦军交战，秦军多次向赵军挑衅，廉颇不肯出兵交战，赵王听信了秦国

的间谍。秦国的间谍说：“秦国人所忌惮的，唯独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

军。”赵王因此任命赵括为将军，取代廉颇。

当廉颇在长平被免职回家，失去权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了他。等到他

再次被任命为大将，门客们又全都回来了。廉颇说：“客人们都请退回去吧！”门客

们说道：“哎呀！您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落后啊？天下的人都以商人逐利之道来结交

朋友，当您有权势的时候，我们就追随您；当您失去权势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您。

这本来就是很普遍的道理啊，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六年以后，赵王派遣廉颇率

领军队进攻魏国的繁阳，夺取了这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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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孝成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悼襄王继承王位，让乐乘取代廉颇。廉颇很生气，

于是攻打乐乘，乐乘逃走了。廉颇也逃到魏国的都城大梁。廉颇在魏国居住了很长

时间，但魏王对他并不信任和重用。赵国因为多次受到秦军的围困，赵王就想重新

起用廉颇，而廉颇也想再次被赵王重用。赵王于是派使者到大梁去探望廉颇，看他

是否可以重用。廉颇的仇人郭开送给使者丰厚的钱财，让他诋毁廉颇。赵王派来的

使者见到廉颇，廉颇故意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还穿着盔甲骑上马，来

表明自己还可以担当重任。赵王的使者回去后报告赵王说：“廉将军虽然已经很老了，

但是饭量却很好，只是跟我坐在一起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

颇已经老了，于是没有征召他。楚王听说廉颇在魏国居住，就偷偷地派使者把他接

到楚国。廉颇在做了楚国的将军之后，并没有立下什么战功，说：“我想指挥赵国的

士兵。”廉颇最终死在了楚国的寿春城。

                                                                               （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单元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

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先

王知其如此，而给民衣食。

雕文刻镂伤于农事，锦绣綦组害于女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

也。饥寒并至而欲禁人为盗，是扬火而欲无炎，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衣食足，

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故建国者必务田蚕之实，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

比珠玉于粪土。何者？珠玉止于虚玩，而谷帛有实用也。假使天下瓦砾悉化为和璞，

砂石皆变为隋珠，如值水旱之岁琼粒之年，则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饥也。虽

有夺日之鉴，代月之光，归于无用也。何异画为西施，美而不可悦，刻作桃李，似

而不可食也？衣之与食，唯生人之所由。

先王治国，有九年之储，可以备非常、救灾厄也。尧、汤之时，有十年之蓄，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6

及遭九年洪水、七载大旱，不闻饥馑相望、捐弃沟壑者，蓄积多故也。谷之所以不

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螣①秋生而秋死，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

食之人，减徭役之费，则仓廪充实，颂声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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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刘子·贵农》，有删改)

【注】①螟螣：蛀食禾苗的害虫。

材料二：

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

然，薄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

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

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

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

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

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

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

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选自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有删改)

10. 材料二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

案标号涂黑。（3分）

一夫之 A 力 B 督之 C 必尽其所 D 任 E 一日之 F 用 G 节之 H 必量其所 I 入

11.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比，指等同，与《过秦论》“度长絜大，比权量力”中的“比”词义不同。

B. 值，指遇到，与《出师表》“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中的“值”词义不同。

C. 饥馑，泛指饥荒，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因之以饥馑”中的“饥

馑”词义相同。

D. 捐，指抛弃、舍弃，与成语“捐躯赴难”“细大不捐”中的“捐”词义相同。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刘子认为雕琢刻镂妨碍农业生产，农事受损会使粮食歉收；绣彩织锦影响纺纱织

布，纺织业受害会使百姓受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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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认为不可御寒的和氏璧、不能充饥的隋珠，正如画中西施和雕刻的桃李一样，

只能用来把玩却无实际用途。

C. 欧阳修认为如今的为官者鄙夷谈农业，忽视农业发展，却把征收赋税当成重要的

事，这是错误的做法。

D. 材料二从“民无遗力”至“使不相困”一连五句，反复强调了“农业是天下的根

本,是施行王政的基础”这一观点。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 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食之人，减徭役之费。

（2）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14. 关于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两则材料的认识有何不同？（3分）

【答案】

10. BEG    11. B    12. D    

13. （1）因此先王将历法赋予百姓（翻译成“告诉百姓农时”视为正确），鼓励并

督促耕田与植桑，减少游荡求食的人，降低征发劳役对人力的耗费。

（2）懂得从事（重视）农业生产却不知道通过节约用度来爱惜农力，这也是没能

彻底落实重视农业生产的方略啊。    

14. 材料一：粮食短缺的原因是游荡求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多徭役之费。

材料二：粮食短缺的原因是农民不再被督责尽力耕种，统治者过度浪费，不再根据

收入确定支出。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一个农夫的力量，加以督责必定都能尽到所承担的责任；一天的用度，必定

量入而出地节俭安排。

“一夫之力”与“一日之用”结构相同，各自独立，其后停顿，故在 BG 处断开；

“督之必尽其所任”与“节之必量其所入”结构相同，各自独立，其后停顿，故在 E

处断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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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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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正确。等同/比量。句意：把珠宝和玉石等同于粪土。/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

权势力量。

B.错误。词义相同，均为“遇到”之意。句意：如果遇到水涝或者干旱的年份。/

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

C.正确。句意：也没有听说食物严重匮乏。/接着又遇上饥荒。

D.正确。句意：把人遗弃在沟渠中的情况。/舍弃生命，奔赴国难。/小的大的都不

抛弃，形容包罗一切，没有选择。

故选 B。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反复强调了‘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是施行王政的基础’这一观点”错，从“民

无遗力”至“使不相困”一连五句反复强调的是“国家与人民上下协调的重要性”。

故选 D。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是以”，因此；“劝”，鼓励；“课”，督促；“游食”，无业游民，不劳而食。

（2）“务”，致力于，从事；“节”，节约；“方”，方略；“是未尽务农之方也”，判断

句，“也”表判断。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根据材料一“谷之所以不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省游食之人，减徭役

之费，则仓廪充实”可得出材料一的观点：粮食短缺的原因是游荡求食的人多而务

农的人少，多徭役之费。

根据材料二“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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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材料二的观点：粮食短缺的原因是农民不再被督责尽力耕种，统治者过度浪

费，不再根据收入确定支出。

参考译文：

材料一：

衣食，是人民（生存）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依赖衣服和食物，

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国家依赖人民，就像人依靠脚一样。鱼没有水，就不能生存；

人失去脚，就无法行走；国家失去人民，也就无法安定太平。先王明白这样的道理，

就使人民衣食丰足。

男子都去精雕细刻奢侈品，就会妨碍农业生产；女子都去编织华美高贵的丝织

品，就会妨碍织布缝纫等事。农事受损是饥饿产生的根本，纺织受害是受冻产生的

根源。挨饿和受冻同时到来却想要禁止人们偷窃，这就像煽动火却不想让它燃烧，

搅动水却希望它还平静，这都是不可能的。吃饱穿暖，才能懂得荣耀和耻辱；粮仓

殷实,才能顾及礼仪和规矩。所以施政者一定要重视耕种蚕桑这些实在的事物，而抛

弃华而不实的事物。把粮食与布帛当作珍宝，把珠宝和玉石等同于粪土。为什么呢？

珠宝玉石仅可用来把玩观赏，而粮食和布帛却有实际的用途，就算让天下的瓦砾都

变成和氏璧，砂石都变成隋侯珠，如果遇到水涝或者干旱的年份，米粒贵如珠玉的

时候，那么和氏璧也无法用来御寒，隋侯珠也不可用来充饥。它们即使有能胜过太

阳的光亮，有能取代月亮的光芒，终归也是没有用处的。这与画出的西施，美丽却

无法使人高兴，雕刻的桃李，形似却不可食用又有什么区别呢？穿衣与吃饭，是人

们生存所依赖的。

先王治理国家，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可以防备意外情况，摆脱灾难和困苦。尧、

汤时代有十年的粮食储备，等到遭遇九年的洪水、七年的干旱，也没有听说食物严

重匮乏、把人遗弃在沟渠中的情况，这正是积蓄充足的缘故。粮食之所以没有储备，

是因为游荡求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蛀食禾苗的螟、螣秋天生而秋天死，一时成

为灾患会使很多年都粮食匮乏。如果现在一人耕种供百人享用，这就像蛀食禾苗的

害虫螟、螣，也很严重啊！因此先王将历法赋予百姓，鼓励并督促耕田与植桑，减

少游荡求食的人，降低征发劳役对人力的耗费，那么粮仓就会充实，赞颂之声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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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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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刘子·贵农》，有删改)

材料二：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是施行王政的基础。古代治国者不敢忽视，但是如今当

官的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处理公文听取陈述作出裁断罢了。他们听说谈论农业方面

的事，就一起取笑说：真是见识短浅。他们只知道征收赋税是紧要公务，不懂得把

务农之事放在首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分清处理政事的本末轻重啊。懂得务农之道

却不知道通过节约用度来爱惜农力，这也是没能彻底落实务农的方略啊。

古代施政的人，上上下下讲求互相帮扶，互相补充。下面的民众劳作得非常勤

苦，上面的统治者使用财物非常节俭。民众不遗余力，国家也不过度浪费，上面爱

惜下面的民力，下面的民众供给上面的统治者，双方都不使对方陷于困境，一个农

夫的力量，加以督责必定都能尽到所承担的责任；一天的用度，必定量入而出地节

俭安排。一年的耕作，交公或自用，都可从田地中产出并常有结余，因此三年里经

常有一年的结余用来备用，如今却不是这样，耕种的人不再被督责尽力耕种，消费

的人不再根据收入确定支出，一年的耕种仅够充公，可农民自己够吃的粮食不超过

几个月。更有甚者，庄稼刚打完场，用簸箕去除糠皮麦麸，吃不饱满的秕谷稗子，

有的还采集橡子果、贮存菜根来准备度过冬春两季。一旦不幸赶上水灾旱灾就会有

许多饿死的人，尸体横七竖八地压着。这真是令人哀叹啊!

（选自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有删改）

第三单元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①束手。今治水军八

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时周瑜受使至番阳肃劝权召

瑜还。瑜至，谓权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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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

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

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

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

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

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

与此案同！”乃罢会。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材料二：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

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②，而谓汉高之不己若

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

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

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

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

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

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燕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

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

知此，而兵之所忌与敌之足畏与否也，皆可预料而定也。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注】①刘琮：荆州牧刘表次子，刘琦异母弟。后继任荆州牧，曹操大军南下，

他不战而降。②自诧：自夸。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

标号涂黑。（3 分）

权以示 A 臣下 B 莫不响震 C 失色 D 时周瑜受使 E 至番阳 F 肃劝权召 G 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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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遗，寄、送，与《出师表》“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遗”意思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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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平，平定，文中是被动用法，与《屈原列传》“兵挫地削”的“挫”用法相同。

C．“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与《劝学》“蚓无爪牙之利”的“之”用法相同。

D．举，拿、用，与《六国论》“举以予人，如弃草芥”的“举”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曹操占领荆州后，准备趁机消灭割据江东的孙权势力。周瑜认为江东面积广

阔，士兵精锐，英雄效力，正可为汉室铲除奸贼，绝不可向曹操投降。

B．孙权认为曹操早想称帝，只是顾忌二袁等几位豪杰而不敢实行，现在二袁等

人已被吞灭，周瑜的劝说让他认识到自己与曹操势不两立，因此下定决心抗击曹

军。

C．曹操通过坚固防守，使袁绍的军队疲惫不堪，然后趁机打败了袁军。用这一

计策对付吴军却行不通，因为吴军有地势、兵力和粮运等方面的优势。

D．荆州降兵被曹操用为水军，但其战斗意志并不坚定，希望回归故乡，而且感

怀先主、刘琦的恩德，当黄盖的火把刚一烧起，他们就抢先逃跑了。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2）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

14．曹操之“骄”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结合材料二简要分析。（3 分）

【答案】

10．BDF    11．C   12．B    

13．（1）这几点是用兵的大忌，而曹操都（置之不顾）贸然行事，将军生擒曹操的

时机，应该在今日。

（2）即便没有使用火攻之策，双方相持（坚持）几个月，曹操也就成为官渡之战

时的袁绍了。    

14．①舍长用短，不顾天时地利，贸然进攻东吴；

②错误认识战场形势，企图以胜袁绍之策击败孙权；

③忽视荆州新降士兵心理，自以为能使其为己所用。

【解析】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3

材料一和材料二从不同视角分析赤壁之战的背景和胜败原因。材料一通过周瑜的策

略和孙权的决心描绘吴军的信心和优势。材料二则从战略角度解析曹军的误判及水

土不服问题，强调吴军在地理、军心等方面的优势，指出曹操的轻敌和不利。两则

材料共同呈现了赤壁之战胜负的必然性。

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孙权把这封书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慌失色。当时周瑜奉命到番阳去，

鲁肃劝孙权把他召回来。

“权以示臣下”，“示”作谓语，“臣下”作宾语，句子结构完整，故在 B 处断开；

“莫不响震失色”，省略主语“臣下”，故在 D 处断开；

“肃劝权召瑜还”，是兼语句，句子结构完整，主语“肃”前 F 处断开。

故选 BDF。

1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虚词及一词多义现象的能力。

A.正确。寄、送/给予。句意：曹操写信给孙权说。/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

B.正确。都是被动用法，被平定/被挫败。句意：如今北方尚未被平定。/军队被挫败，

土地被分割。

C.错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定语后置句的标志。句意：而说汉高祖比不上

自己。/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

D.正确。句意：东吴方面尽全吴之力来支援周瑜一军。/拿它来送人，就像抛弃小草

一样。

故选 C。

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周瑜的劝说让他认识到自己与曹操势不两立”错误。孙权下定决心抗击曹军并非

仅仅因为周瑜的劝说，曹操的威胁信以及对局势的分析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使孙权

做出这一决定。

故选 B。

1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此数者用兵之患也”，判断句，“……也”表判断；“冒行”，贸然行事；“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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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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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即使）没有；“持”，僵持；“为”，成为。

1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信息，归纳要点的能力。

根据“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可知，曹操舍弃自己擅长的骑兵而选择在水上作

战，放弃了自身的长处而与东吴在水上争短，体现了他的冒进和决策失误，这种不

顾实际情况的行为表现出其骄纵。

根据“操乘破袁绍之势……又其一也”可知，曹操战胜袁绍是采用固守以拖垮袁绍军

队再乘其疲敝的策略，但他将此策略用在东吴身上就不合适了。他没有正确认识到

东吴凭借长江天险防守，矢石难以攻击，且粮草运输无忧的实际情况，盲目自信，

体现了他的骄满。

根据“北来之军二十万……此又其一也”可知，曹操带领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

之众几乎占一半，却想依靠这些新降士兵作为水军之用。新降士兵志不坚定，怀有

故土之思容易离散，而曹操对此没有充分考虑，体现了他的骄横自大。

参考译文：

材料一：

这时，曹操写信给孙权说：“近来我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军旗指向南方，

刘琮束手投降。如今，我统领水军八十万人，将与将军一道在吴地会战。”孙权把这

封书信给部属们看，(他们)无不惊慌失色。当时周瑜奉命到番阳去，鲁肃劝孙权把

他召回来。周瑜回来后，对孙权说：“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丞相，但实际上是汉朝

贼臣。将军英明勇武，雄才大略，又凭借父亲、兄长的基业，割据江东，统治的地

区方圆几千里，精兵足够使用，英雄乐于效力，应当横扫天下，为汉朝清除邪恶的

贼臣；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去迎降呢？请允许我为将军谋划：如今北

方尚未被平定，马超、韩遂还驻兵关西，是曹操的后患；而曹操舍弃鞍马，改用船

舰，与生长在水乡的吴、越人决一胜负；现在又正是严寒时节，战马缺乏草料；驱

使中原士兵远道跋涉来到江湖地区，水土不服，必然发生疾疫。这几点是用兵的大

忌，而曹操都（置之不顾）贸然行事，将军生擒曹操的时机，应该在今日。我请求

率领精兵数万人，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击败曹操！”孙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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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老贼早就想要废除汉朝皇帝，自己篡位，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

表与我罢了；现在那几位英雄已被消灭，只剩我还存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

张迎战曹军，正合我意，这是上天把你赐给了我。”于是拔出佩刀砍向面前批阅奏本

的几案，说：“文武众官有胆敢再说应当降曹的，就与这个几案一样！”于是散会。

材料二：

赤壁之战，曹操必定失败，周瑜必定取胜，并非只有一个原因。（曹军)舍弃战

马而乘坐船舰，是丢掉了自己的长处而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作战。曹操的士兵众多，

人多势众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周瑜的士兵数量少，数量少则容易奋起作战。所以

韩信以能多带兵自夸，而说汉高祖比不上自己，（最终却自取灭亡，)这是第一个原

因。曹操乘着击败袁绍的气势南下进攻荆州、江东，(但)曹操击破袁绍，并不是通

过战斗取胜的，而是凭借固守阵地以使袁军疲惫不堪，从而乘机袭击得手的，把这

一策略用到江东，那就错了；东吴军队凭借长江进行防守，(曹军的)武器难以伤害

到他们，而东吴方面尽全吴之力来支援周瑜一军，并且他们的粮食运输是在无须忧

虑的地方进行，越是防守，军队的数量越多、粮食越充足，而士气越高涨，想要使

东吴军队疲惫自己反倒先疲惫了，这是又一个原因。曹操南下的军队二十万，其中

新近投降的荆州士兵几乎占一半，(曹操)想将他们作为水军来使用，但新近归附的

士兵意志不坚定，怀念故土想要逃回附近的故乡是很容易的，刘表的军队又向来没

有远征的志向，加上他们感戴刘备的德行，怀念刘琦的恩情，所以黄盖的一把火刚

刚烧起，曹军都惊骇逃散，原属荆州想要回归故乡的士兵更是率先逃跑，这又是另

一个原因。（曹操）积累了以上几点致败的原因，而周瑜的才智足以看清曹操的必败

之势；即便没有使用火攻之策，双方相持(坚持）几个月，曹操也就成为官渡之战时

的袁绍了。知道了这些，而用兵的忌讳与敌军的是否值得畏惧，都是可以预先料定

的。

二、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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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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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

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

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

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

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

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

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

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

之间要之。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

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

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少年来好书，偶

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

上人。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节选自《宋书·陶潜传》）

材料二：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

（节选自萧统《陶渊明集序》）

10. 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

标号涂黑。（3分）

五六月 A 中 B 北窗 C 下 D 卧 E 遇凉风 F 暂至 G 自谓 H 是羲皇上人

11.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况，比，与《庖丁解牛》“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中“况”的意思不同。

B. 白，禀告，陈述，与《孔雀东南飞》“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中“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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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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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致，招请，与《兰亭集序》“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中“致”的意

思不同。

D. 适，享有，与苏轼《赤壁赋》“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中“适”的意思相同。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陶渊明少年时心怀高尚的情趣，曾经创作《五柳先生传》，描写了他的生存境况，

表达人生态度和志向追求。

B. 因为陶渊明的曾祖在晋朝担任大司马，陶渊明对官场黑暗了解颇多，所以他拒绝

接受江州刺史王弘的邀请。

C. 陶渊明在担任彭泽令时，因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而向权贵低头，遂归隐田园，

并创作了《归去来兮辞》。

D. 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自然真率，曾通过抚弄无弦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也

体现他对世俗礼节的超然。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

（2）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

14. 材料二中萧统称“尚想其德”，结合材料一分析陶渊明的“德”表现在哪些方面。

（3分）

【答案】

10. BEG    11. D    12. B    

13. （1）他喜欢读书，不追求深入理解，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悟时，就会高兴

得忘了吃饭。

（2）州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不去任职。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因此患上了瘦弱

的病。    

14. ①淡泊名利，不追求功名利禄。②热爱读书，追求知识和智慧。③真率自然，

不拘泥于世俗礼节。④清静寡欲，追求简朴的生活。⑤有高尚的情趣，通过创作表

达自己的情感和志向。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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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在五六月间，高卧在北窗之下，碰到清风突然扑面吹来，说自己像羲皇。

“五六月中”是时间状语，可单独断开，B 处断句；

“北窗下”是“卧”的地点状语，不断开；此句省略主语陶渊明，句意完整，E 处

断句；

“暂至”是说“凉风”突然到来，不能与之断开，“凉风暂至”是“遇”的宾语，G

处断句。

“自谓”的宾语是“是羲皇上人”，中间不断开。

故选 BEG。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言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动词，比/连词，何况。句意：曾经作《五柳先生传》来形容自己。/刀未

曾经过筋肉结合的地方，何况大骨头呢？

B.正确。均为禀告、陈述。句意：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现在

就可以去禀告婆婆，趁早把我遣送回娘家。

C.正确。动词，招请/名词，情致。句意：江州刺史王弘想要认识他，但是却不能叫

他来(指叫陶潜来他府上)。/纵使时代变了，事情不同了，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

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

D.错误。舒适、适意/享有。句意：每喝酒恰到好处时。/我和你可以共同享有。

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强加因果，文中没有直接说明陶渊明拒绝江州刺史的原因是不满官场的腐败；陶

渊明的曾祖官至大司马，与陶渊明对官场黑暗了解颇多，也没有关系。

故选 B。

【13 题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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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好”，喜欢；“不求甚解”，深入理解、过分解读；“会意”，领悟、理解；“欣

然”，高兴、愉快。

（2）“召”，征召、召唤”；“不就”，不去任职；“躬耕”，亲自耕种、自己种田；“自

资”，应为“资自”，自给自足、养活自己。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人物形象、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①根据“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郡遣督邮至……即日解

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可知，淡泊名利，不追求功名利禄。

②根据“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

有得，便欣然忘食”可知，热爱读书，追求知识和智慧。

③根据“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

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可知，真

率自然，不拘泥于世俗礼节。

④根据“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可知，清静寡欲，

追求简朴的生活。

⑤根据“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

来》”可知，有高尚的情趣，通过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志向。

参考译文：

材料一：

陶潜，字渊明，也有人说渊明字元亮，是浔阳柴桑人。他的曾祖陶侃是晋朝的

大司马。陶潜少年时心怀高雅的志趣，曾经作《五柳先生传》来形容自己，说：“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

先生不知道是哪里人，不知道姓名，房子旁边有五棵柳树，于是就用它作为自

己的号(或于是就以此为号)。他清闲安静很少说话，不爱慕功名利禄。他喜欢读书，

不追求深入理解，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悟时，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他生性爱

喝酒，可是家里穷不能一直得到。亲朋故旧知道他这样的境况，有时就置办酒席招

他过来，他去饮酒一定会喝完，希望是一定要醉。醉了以后就回去，从来没有留恋

不舍的样子。家里四壁空空，不能遮阳挡雨，旧衣衫十分破烂，盛饭的容器经常空

着，还是安然自若的样子。经常写文章来自娱自乐，很能显示自己的志向。他不计

较得失，用这来结束自己一生。”他的自序是这样，当世人说是实录。

因为他亲人年迈家里贫穷，任用他为州祭酒，但他不能忍受官吏的生活，没几

天就辞职，自己回家了。州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不去任职。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

因此患上了瘦弱的病。他又做镇军、建威参军，对亲戚朋友说：“姑且想做个文官，

把这作为补贴家用的资本，可以吗？”管这些事的人听说了，任用他为彭泽令。在

县里，公田全部命令种秫谷(可酿酒)，妻子和儿子坚持请求种粳米，于是命令二顷

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米。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

正装)见督邮。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这些俸禄)弯腰(丧失尊严)，小心谨

慎地为乡下的小人做事啊！”当天将印绶交还辞职，于是作了《归去来兮辞》。义熙

末年，被征召为著作郎，不去就职。江州刺史王弘想要认识他，但是却不能叫他来(指

叫陶潜来他府上)。陶潜曾经去庐山，王弘命令陶潜的老熟人庞通之携带着酒食，在

半路的栗里迎候他。曾经九月九日走出宅边菊丛中坐着，很久，满手拿着菊花，忽

碰上王弘送酒来，马上就喝，喝醉酒就回去。陶潜不通晓音律，但是收藏了一张质

朴的琴，没有琴弦，每喝酒恰到好处时，就抚弄它以便寄托自己的情感。无论尊贵

和卑微的人来拜访他，有酒就设宴。陶潜如果先喝醉，就告诉客人说：“我喝醉了，

想去睡觉啦，你可以离开了。”他的真率性情就是这样。

郡将(官职名)看望陶潜时，正赶上他酿的酒熟了，(陶潜)就用头上葛布制的头

巾过滤酒液，过滤完了又把头巾戴在头上。(陶潜)从幼年起就喜爱读书，只喜欢清

静寡欲，读书有所获得就高兴得忘了吃饭。曾经说：在五六月间，高卧在北窗之下，

碰到清风突然扑面吹来，说自己像羲皇。(陶潜)在元嘉四年去世，时年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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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靖节先生。

材料二：

我一直喜欢陶渊明的文章，读起来总是爱不释手，非常向往他的品德，遗憾的

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搜集校正他的作品，粗略地分类编目(结了一个

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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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

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

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

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

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白居易《琵琶行·序》）

文本二：

白居易，字乐天，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

顾况。况能文，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贞元十四年，始以

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

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

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

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

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

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

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疏入，不报。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九

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

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

居易。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

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节选自《旧唐书·白居易传》）

10．下列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

标号涂黑。（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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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易自以逢 A 好文之主 B 非次拔擢 C 欲以生平所贮 D 仰酬恩造拜命之 E 日献疏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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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唐宪宗年号。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汉武帝首创

年号。

B．京都，指唐朝首都长安。古人也把首都称作京师，如《登泰山记》中“自京

师乘风雪”。

C．字，即表字，人的别名，古人有名有字，名常用于自称，称呼别人时，以称

字表示礼貌。

D．谪，有贬官降职之意，文段一中“左迁”与文段二中“贬为江表刺史”的“贬”并

不都有此意。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段一交代了《琵琶行》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概述了琵琶女的身

世。

B．顾况看到白居易的文章，不自觉地到门口迎接，以礼节对待他。

C．白居易与元稹交好，元稹被贬时他多次上疏极力劝谏，奏疏却未被上报给皇

上。

D．元和六年四月，其母陈夫人去世，白居易退职还居下邽。元和九年冬天，重

新进入朝廷。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

（2）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

14．白居易为什么能得到章武皇帝的重用，请结合文段二简要概括。（3 分）

【答案】

10. BCD    11.D  12.C

13. （1）她曾经跟随穆、曹两位技艺高超的乐师学弹琵琶，年纪渐大，容颜衰老，

嫁给商人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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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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100042063006136

https://d.book118.com/888100042063006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