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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文本一：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成立的，任务

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

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

本来早就不该参加主要劳动了。大队成立了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

秉正老人退休入院。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

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

教练组长。  

    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他先做榜样，让徒

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

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规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

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

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

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也招呼相

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的副组长王新春。陈秉正一见王新春过来，

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

小十来岁，和陈秉正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像被钳

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

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

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

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他们父

子俩一头一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

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

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

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

再长成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

买了一双毛线手套，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

卸下来交给儿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说：“爹！你就

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

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

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

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儿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

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

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儿媳妇说：“这回可戴上您

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

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两年不见

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认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

买杈的人越来越多，老人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

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出了村，他

觉得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

半天只有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

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

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

才重新返回白云岗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

见他来找就还给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

出席劳模大会。他除了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结束后，吃过了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

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刚刚装修完，院子还



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走得不太顺当。

于是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

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不要找它了吧！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

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

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

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有删改)  

    文本二：  

    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

小说，我总能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

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

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

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

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得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连缀

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

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多少关于老农陈

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

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

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

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

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大题小做，篇幅不长，而意义

很大。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  

    1.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

是(   )  

    A.小说通过对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的手的真切描绘，刻画出一位

农业生产技术、思想觉悟都很高的农民形象。  

    B.小说的语言既质朴平易又生动幽默，如“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

耙子”，口语化很明显，达到了通俗化和艺术化的高度统一。  



    C.小说情节可分为两个部分：先集中刻画陈秉正的手的故事，再

集中讲述手套的故事。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入、延伸。  

    D.小说通过对陈秉正以及像他这样的劳动人民的赞美，讴歌了他

们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间接批判了当时社会上一些歧视劳动的现象。  

    2.下列与文本有关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赵树理在创作上特别注重从农村生活和劳作中选取题材，语言

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体现了他一贯的写作风

格。  

    B.老舍认为，《套不住的手》抓住了人物的典型特征，对陈秉正

老人的手进行特写，以小见大，比《老农陈秉正传》的艺术效果要好。  

    C.《套不住的手》构思巧妙，老舍赞其以“手套"串联情节，故

事有起有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双普通农民的手，也是一双不平凡

的手。  

    D.手套在文中有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陈秉正老人有手套而不戴，

是为了让双手更利落地劳作，体现出老人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  

    3.文章是如何塑造陈秉正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

析。  

    4.老舍读赵树理的小说，总能“学到一些窍门儿”。请结合文本

一，分析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窍门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濠梁之上  

    李海瑞  

    秋风送爽，大地一派灿烂，绿的绿，红的红，黄的黄。  

    庄子一身麻布衣裳，补了几个新补丁，葛布头巾缚着的稀疏头发，

被风吹得有些散乱，然而越发显得飘逸不拘了。他的好朋友惠子穿丝

戴冠，气宇轩昂，好有派头。  

    相约已久的出行一路顺风。一路游乐，就来到了濠水一带。  

    向来健谈的惠子又说了：“庄兄，万物从形式上去看，推求它们

的相同与差别很不究竟，这是小同异；若是从内容上去看，能推求到

它们的相同与差别，那才是大同异呢。”  

    一直不喜多言的庄子也打开了话匣子：“惠兄，前几日我做了一



个梦，梦到自己化成一只蝴蝶，飞越了高山，飞过了草地，飞入那春

光烂漫的油菜花丛里。翩翩起舞弄花影，郁郁袭人沁我心。可惜，美

梦总不长留！醒来后，我迷糊了，不知是蝴蝶托梦给我，还是我托梦

给蝴蝶？这是你所说的大同异呢，还是小同异呢？我庄周与蝴蝶本是

有差异的，可我们又能相互转化，二化而为一，这岂不是你说的大同

异？"  

    “知我者，真庄兄也！”惠子忽地两手一拍庄子双肩，喜道：“正

是此意！小同异是不可转化的，各有各的特别处，如人是人，花是花，

虫是虫，人又可分男人和女人，花又可分多个品种，虫也如此。大同

异是可以转化的，就像人、花、虫都是生命，而生命却是共同的。所

以你既是蝴蝶，蝴蝶又是你。嘻嘻！"  

    “世人看问题的角度总是不能突破自身，太僵化，束人又缚己，

哪里能够逍遥？”庄子有些愤愤了。  

    二人边说边走，清澈的濠水缓缓向他们身后流去，伴着西斜的秋

日。  

    惠子迈着新学来的邯郸步，缓急有度，轻重得宜，腰间还吊着几

串玉佩。随着自己稳健的步伐，玉佩碰击出阵阵叮当声，既清脆悦耳，

还婉转动听，荡人心神。看来，惠子近几年越来越秋风得意、风度翩

翩了！庄子麻布衣鞋，新补丁盖压旧补丁，在惠子跟前更显寒酸。可

庄子依旧神态自若，一直如姑射山上的那个神人一样，虽槁项黄馘，

却始终能游目八荒，睥睨万物。  

    呼吸着浓浓秋日气息，两人并肩来到濠水一处桥梁上。木桥已有

些年头，发黑的颜色表明木桥是经历过风吹日晒雨淋的，可依然倔强

地横跨在濠水之上，静静地注视着濠水缓缓向北流去。  

    惠子踱着邯郸步抢先上了桥，感慨道：“庄兄，请看，这桥流水

未流啊！"  

    “惠兄，此言差矣！孔夫子不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吗？

你如何说这水未流呢？”  

    “庄兄，你还不知道孔夫子执着于现世有为，不能从往、今与来

三世看问题吗？你说是水流之久，还是桥驻之久呢？"  

    “呵呵，又是惠兄古与今同的道理了。其实从万事万物之合理来



看，天地就是‘一指’，万物就是‘一马’。何必分是桥流还是水流呢？”  

    一缕秋风吹过，两人一阵沉默，河水依旧缓缓北流。这时，水中

游来一群灰白色的鲦鱼。鲦鱼游姿清晰可见，似乎在凭虚御空，一会

儿静静呆住不动，一会儿忽然向远处游去，既轻快又敏捷。  

    庄子赞叹道：“鲦鱼游得这样自由自在，多么快乐！"  

    “庄兄，何以见得？你不是鱼，你怎么断定鱼是快乐的？鲦鱼有

可能是在觅食，也有可能是在躲避凶险。人不也经常这样吗？表面看

起来很是潇洒，很不可一世，可内心惶恐得很哩！”  

    “惠兄，此言差矣！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

的？"  

    “庄兄，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了。可是，你也不是鱼哦，你

凭什么就说鱼是快乐的？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惠子有些红脸了。  

    迎着斜日余晖，庄子捻了捻稀疏的胡须说：“惠兄，刚才你说啥，

你记不得么？你说，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就冲这点，可见你是知

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你既然能知道我，那我也能知道鱼呵。我就是

在这濠水桥上知道鱼是快乐的，呵呵！"  

    “惠兄，你还执着在小同异的境界而未能上升到大同异的境界，

从而不能通达鱼之乐啊！天地为一，鱼我为一。我快乐，所以鱼快乐

呵！”  

    向来健谈的惠子此时竟语塞了，半晌不说话。  

    庄子冲惠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希望这鱼今晚也能游入自己的

梦中，就像几日前蝴蝶飞入自己梦中一样。  

    斜日更向西，眼看就要落山了。二人此刻都有些肚饿，谁也没有

再言语，这无声仿佛把时间凝住。  

    这时，从水面传来洪亮的声音：“不对，不对，你们咋能一看到

鱼，就断定它们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你们读书的圣人不是说，知我

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吗？看来关键就在于你知不知道，你

知道可我不知道，我知道可你不知道，咋能让别人都知道呢？哈哈！

来吧，两位，今天老夫请二位夫子吃烤鲦鱼，喝濠酒。吃过鱼，喝过

酒，可能啥都知道了！哈哈哈。"  

    两人这才发现桥后泊着一只乌篷小船，船头屹立一位发须皆白的



渔夫，正朗声高笑地撑着篙……  

    夜里，庄子果真做了一个梦，不知是自己化作了一尾鲦鱼，还是

一尾鲦鱼化作了自己，正优哉游哉于清澈的濠水中。突然，在水曲的

一片芦苇丛里，自己却一个劲儿地逃，既要躲避渔夫的大网，又要躲

避鸥鹭的利喙，紧张得整夜不能安稳，补丁修饰过的睡衣也被汗水浸

了个湿透。  

    （有删改）  

    5.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小说开篇描绘“一派灿烂”的秋景，以斑斓色彩显示秋天的盎

然生机，为庄子与惠子及渔夫的出场做了铺垫。  

    B.庄子的“麻布衣鞋，新补丁盖压旧补丁"与惠子的“穿丝戴冠，

气宇轩昂”形成对比，暗示了庄子内在气质不凡。  

    C.在庄子看来，世人看问题往往拘泥于外在形式，不能突破自身，

太僵化，这样是无法真正体会到自由与逍遥的。  

    D.渔夫请庄子和惠子“吃烤鲦鱼，喝濠酒"，既解决了两个读书

人的“肚饿”问题，又解决了他们的思想问题。  

    6.下列关于庄子与惠子就“梦蝶"展开的论说，分析不正确的一

项是(   )  

    A.庄子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反映出其内心世界对自由的追求。  

    B.庄子为不能在梦中长留而倍感可惜，因为他无法体会蝴蝶的快

乐。  

    C.从内容上看，庄子与蝴蝶都是生命，而生命又是共同的。  

    D.惠子为庄子推求到了“梦蝶”的“小同异"和“大同异”而高

兴。  

    7.“濠梁之辩"过程中，惠子的情绪随辩论内容推进而起起伏伏。

请结合文中相关部分简要分析。  

    8.“濠梁之上”这一故事是《庄子·秋水》中的一篇语录体议论文，

记叙了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游玩时进行的一场辩论。作者在二人辩

论后加上了“庄子梦鱼"的故事，结合全文分析这样写的艺术效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在五面包围中（节选）  

    魏巍  

    坚守坑道第 15 天，又有了新的困难：坑道里的存水用完了。人

们把那几个存水的大汽油桶，翻来覆去磕打，再也倒不出一滴水来。  

    团指挥所几次派运输队送水，伤亡很大，水却很有限。  

    由于缺水，大家眼瞅着饼干硬是咽不下去，有时候饼干的碎末被

呛得从鼻孔里喷出来。  

    坚守坑道第 18 天，有人偷偷喝尿。战士们脱光了膀子，抱着手

榴弹，紧紧贴着潮湿的石壁，人们仿佛第一次认识到：水，是何等的

珍品！  

    这时候，在精神上负担最重的，除了郭祥，恐怕就是卫生员小徐

了。这个十六七岁说话还有些童声童气的孩子，虽然同别人一样渴得

嗓子冒烟，但他更难受的却不是这个，而是伤员们极力抑制着的低声

呻唤。他觉得伤员们喝不上水，全是他的过错。  

    卫生员小徐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察看石壁，终于发现一条细细

的石缝，不时渗出一两滴水珠。他就撕了缕棉花，把水珠蘸起来，拧

到小碗里。尽管石缝是那样的吝啬，总算有了一丝希望。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耐心工作，居然拧了大半碗水。然后，他就把小搪瓷碗架在小

油灯上烧起来。  

    小小一点灯头火，总算把水弄热了。他立刻把小碗端到几个重伤

员跟前：  

    “同志们！醒醒，喝水啦！”  

    “你端给参谋长喝吧！他哑得快说不出话了，这样下去怎么指挥

呢？反正我们……"  

    “对！对！快给参谋长端去吧！”大家异口同声。  

    小徐把小碗放在桌上：“参谋长！喝点水吧！"  

    “小徐！你怎么不端给伤员喝呀？”  

    “他们都不肯喝，说你还要指挥打仗呢！"  

    “傻孩子，光凭一个人能打仗吗？快端给伤员喝吧！”  

    小徐站在那里不动。  

    郭祥只好端起碗，递给步话机员小马，小马哽咽得很厉害。  



    “不行！我不能喝。"  

    望望桌上大半碗水，分毫不少，郭祥叹了口气，把小碗高高擎起，

说：  

    “同志们，我带头喝！你们也非喝不可！谁要是不喝，就是对我

们的胜利不关心！”郭祥装作一饮而尽的样子，却只抿了小小的一口，

递给小马。小马也只抿了一小口，又递给小徐。小徐只沾了沾唇，就

端给重伤员们。其他人也都抿了一点。  

    转到郭祥手里，居然还剩下小半碗，几粒明亮的泪珠，扑哒扑哒

掉到小瓷碗里……  

    坑道口传来刺耳的叫声：  

    “中国士兵们！我们断绝了你们的一切联系，你们已经完全陷入

绝境了。你们用 19 世纪的武器和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不过

是无效的抵抗和绝望的挣扎。还是快快投降吧！"  

    “中国士兵们！你们实在太可怜了。你们被上级骗出来，来到千

里迢迢的异国，住的是深山土洞，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吃不上饭，

喝不上水，眼看就要困死，饿死，干部却不闻不问，你们何苦还要为

他们卖命？还是到自由的世界来吧！……”  

    “参谋长！有人乘机说破坏话了！他说，如果上级还要我们，干

吗叫我们在这儿受罪？……"  

    “走！我们找他谈谈。”  

    坑道中部，战士们多半脱光膀子，靠着壁坐，有的擦枪，有的在

拧手榴弹盖；独有白鹤寿半躺半卧，眯细着眼在想什么，整个身躯就

像一尾鱼切掉头尾后的“中段"。  

    郭祥在他面前一站，严厉地问：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我告诉你，不管什么人，他

想借机挑拨离间，瓦解我们的士气，他就是瞎了眼了。上级为了给我

们送东西，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同志们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要凭空造谣？"  

    白鹤寿手指轻微战栗着，低下头去。  

    坚守坑道多日，总攻尚未开始，郭祥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句：  



    “我们坚守坑道，就是为了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把敌

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我们的反击就会一举成功！”  

    “同志们！我们在最前沿坚守坑道是非常光荣的。我打了这么多

年仗，受敌人五面包围，还是第一次，恐怕你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

回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为祖国和人民立功的好机会。虽然我们没吃的，

没喝的，但我们不是敌人手心上的可怜虫，我们是钻到牛魔王肚子里

的孙悟空。我们应该拽住牛魔王的心肝狠狠地打几个滴溜儿！谁滴溜

儿打得好，我就给他记功！"  

    ……  

    晚九时，疙瘩李带领两名战士去炸坑道前面的地堡，手里用麻绳

提溜着十几个空罐头盒，前后总共不过五分钟。  

    “好干脆呀！”  

    “全靠副连长的那几个破罐头盒子，他钻到东边那个炸弹坑里把

罐头盒子一摇，敌人机枪就冲着他打，我们从西边就上去了。"  

    郭祥正准备派第二个小组出发抢水，忽然听见一片声嚷：  

    “上级给我们送水来啦！”  

    “同志们送水来啦！"  

    坑道里战士们、轻伤员们全站起来，把进来的两个人团团围住，

有的抢上去握手，有的抱着他们的膀子，眼里流着涔涔的热泪。  

    乔大夯身上横七竖八挂满了军用水壶，背上一个沉重的麻袋；后

面的战士身上也背着二三十个水壶。  

    “俺们送来的东西不多，知道你们断水好几天了。大伙都觉着萝

卜这东西解渴又解饿，俺就背了点。”  

    话音未落，老模范背着一个大口袋进来。后边跟着四五个人，一

个个都背着口袋，满身灰黑色泥土，显然都是从焦黑的土地上爬过来

的。  

    郭祥指指那些大口袋：  

    “这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你猜猜看！”老模范笑着说，“这是祖国人民的慰问品哪！"  

    坑道里的气氛由欢欣、热烈、活跃，一下变得严肃、庄重和静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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