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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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上册

 

第一单元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壁与屈产之乘，赂虞

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

骏马也。若受吾币不假之道，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若受

我，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

勿尤。”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

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辅依车，

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

许。”虞公弗听，逐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处三年，与兵伐虞，又克之。荀息

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矣。”故虞公之兵

殆而地削者，何也？

（节选自《韩非子·十过》）

材料二：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

贵。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若徇私贪浊，非

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

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

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

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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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

宜思此语为鉴诫。”

（节选自《贞观政要·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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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等若 A 能小心 B 奉法 C 常 D 如朕 E 畏天地 F 非但百姓安 G 宁 H 自身常Ⅰ得欢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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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公，与“系心怀王”一句中的“怀王”均为谥号，高度地概括了他们的一生。

B．币，与“厚币委质事楚”一句中“币”的意思不同，前者指礼物，后者指金币。

C．中心，指与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也可以指事物的主要部分，这里指人的内

心。

D．食，与“廪食不至”一句中“食”的意义不同，前者指享、享受，后者指粮食。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荀息建议晋献公以自己的骏马和祖先的珍宝为礼物向虞公行贿，果真从虞国

借来了道，这就帮助晋国灭掉了虢国。

B．宫之奇识破了晋国的图谋，用车的护木设譬陈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希望国

君引起高度警觉，不要答应晋的请求。

C．太宗以恳切的言辞告诫官吏以百姓为念才能拥有长久的富贵，倘若因为懈怠

而伤百姓，则常会恐惧甚至导致死亡。

D．既然身居高位，不管是公卿还是侍臣，都应当清廉无私。太宗运用了引证和

类比论证的方法，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若受我，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

（2）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

14．综合两则材料，概括贪图财利的危害。(3 分)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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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H    11． B    12． D    

13．（1）假如接受我们的礼物而借给我们道路，那么这块宝玉就相当于从内府取出

来然后把它藏到外府一样。

（2）这样的话，让自己犯法（以身犯法）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

鸟有什么不同呢？   

 14．①国家军危地削。②害了自己性命或富贵。③使子孙蒙受羞耻。

【解析】

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

己也可常得快乐。

“小心奉法”是偏正结构，“小心”修饰“奉法”，它们都是假设的内容，与“若”不能分

开，故在 C 处断句；

“常”“如朕”都作“畏”的状语，“畏天地”是动宾结构，中间不断开，F 处断句；

“安宁”是同义词构成的词语，中间不断开；“自身”作“乐”的主语，其前 H 处断句。

故选 CFH。

11．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及文言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

B.错误。都指礼物。句意：假如他接受我的礼物又不借给道路，怎么办？/拿着丰厚

的礼物作见面礼去侍奉楚国。

C.正确。句意：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

D.正确。享、享受；粮食。句意：享受优厚的俸禄。/不给他粮食。

故选 B。

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无类比论证，“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应为比喻论证。

故选 D。

1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若”，如果；“假”，借；“是”，这；“犹”，如同，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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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陷”，使……陷，让……犯法；“为”，因为；“贪冒”，贪图；“何以”，宾语前

置，以何。

14．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材料一中“虞公贪利其璧与马”，借道给晋国，结果“荀息伐虢克之，还反处三年，与

兵伐虞，又克之”，国家军危地削。

材料二唐太宗告诫群臣要长守富贵，“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

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

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如果太贪婪会害了自己性命或富贵，使子孙蒙受羞耻。

参考译文：

材料一：

过去晋献公想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荀息说：“您最好是用垂棘的宝玉和屈

产的良马贿赂虞国君主，向他要求借路，他定会把路借给我们。”晋献公说：“垂棘

宝玉是我祖先的珍宝，屈产良马是我的骏马。假如他接受我的礼物又不借给道路，

怎么办？”荀息说：“他不借给我们道路，必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假如接受我们

的礼物而借给我们道路，那么这块宝玉就相当于从内府取出来然后把它藏到外府一

样，骏马就像是从内厩牵出来拴到外厩一样。您别担心。”晋君说：“好吧。”就让荀

息用垂棘宝玉和屈产良马，去贿赂虞公，向他借路。虞公贪得宝玉和良马的小利而

打算答应借路。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有虢好比车两边有护木。护木依靠车

子，车子也依靠护木，虞虢两国的地理形势正是这样。假如借路给他们，那么虢国

早上灭亡，虞国晚上就要跟着灭亡了。不能借，希望您不要答应。”虞公不听，于是

借路给晋国。荀息讨伐虢国取得了胜利，回来后过了三年，发兵伐虞，又打败了虞

国。荀息牵着马拿着璧回来报告晋献公，献公高兴地说：“璧还和以前一样。虽说如

此，马却长几岁了。”那么，虞公军危地削的原因是什么呢？

材料二：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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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你们如果

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

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

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

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

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

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原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享受优厚的俸

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

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让自己触犯法律（以身犯法）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

利，这与那些鱼鸟有甚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第二单元主题： 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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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

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

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

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

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

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虽

见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于其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

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身

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

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

有余，故曰：“修之家，其德有余。”治乡者行此节，则家之有余者益众，故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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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乡，其德乃长。”治邦者行此节，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

丰。”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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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是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

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

之然也？以此。”

（选自《韩非子·解老》，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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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 A 也 B 玩好 C 变之 D 外物 E 引之 F 引之 G 而往 H 故曰“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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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无论；与《屈原列传》中“人君无愚、智、贤、不肖”中的“无”字的词义、

词性都相同。

B. “所以然者”与“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两句中的“所以”含义不同。

C. 别，区别，区分，这一意义还保留在现代汉语“分门别类”“辨别”“鉴别”等词

语中。

D. 奚，什么，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奚惆怅而独悲”中 “奚”字的含义相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靠“无为”来聚集，靠“无欲”来成就，在使用中巩固。

B. 一个人如果“有为”“有欲”，那么他的“德”就没有归宿，也就不完美了。

C. 人们在清心寡欲、平淡安闲的时候，就会考虑祸福的来源，设立取舍的准则。

D. “以民为德”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重要原则，治乡、治邦、治天下的人都应

遵循。

13. 把原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

（2）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

14. 原文是如何看待“德”与人自身的关系的？请简要说明。（3分）

【答案】

10. DFH    11. D    12. A    

13. （l）做子孙的人，体察这一道理来守护宗庙，宗庙不灭，就叫作“祭祀不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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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了这一条，民众的生存无不受到他的恩惠。    

14. ①“德”来源于人的自身；②自身积累了精气就是“德”；③加强自身修养，他

的“德”就会“真”。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而现在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有外界的事物引诱他；一经引诱，他就跟着走，

所以(《老子》)就叫它“拔”。

“玩好变之”和“外物引之”句式对称，两个“之”后 DF 处断开；

“故”有承接之意，一般放在句首，其前 H 处断开。

故选 D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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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意：人们不论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

B.正确。……的原因；用来……的。句意：这样的原因。/是依靠他来传授道、教授

学业、解除疑惑的人。

C.正确。句意：修身的人用这项原则来区别君子与小人

D.错误。什么；为什么。句意：我凭什么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如此失意而

独自伤悲？

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在使用中巩固”与原文不符，原文表述为“以不用固”，意思是“以不使用来得

到巩固的”。

故选 A。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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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体察；“以”，连词，表目的，来；“谓”，叫做。

（2）“莅”，统治；“行”，实行；“泽”，恩惠。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由原文“德者，内也”可知，“德”来源于人的自身；

由原文“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可

知，自身积累了精气就是“德”；

由原文“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

也”可知，作者认为加强自身修养，他的“德”就会“真”。

参考译文：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获取的。(《老子》)“上德不德”(这句话)，

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外露。精神不外露，自身就能保全。自身能够保全，也

就叫作“德”。“德”即得到自身。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

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为、有欲，德就无所归宿；德

无所归宿，就不完整了。如果使用了，思虑了，德就不能牢固；不牢固，就没有功

效；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

了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有德。”

人们不论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没有不进行取舍的。人们在清心寡欲和平淡安

闲的时候，没有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的。为好恶感情所支配，为奢侈东西所诱惑，

然后才引起思想变化并发生混乱。这样的原因，是被外界事物所引诱，被珍贵玩物

所扰乱。清心寡欲就能设立取舍的准则，平淡安闲就懂得恰当地计虑祸福。而现在

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有外界的事物引诱他；一经引诱他就跟着走，所以(《老

子》)就叫它“拔”。至于圣人，就不是这样：圣人牢固地确立取舍的准则，虽然看

到爱好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作“不拔”；圣人的性情专一，虽然

存在着引起欲望的东西，精神却不为所动，精神不为所动就叫作“不脱”。做子孙的

人，体察这一道理来守护宗庙，宗庙不灭，就叫作“祭祀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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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德，家庭以积蓄财产为德，乡里国家、天下都以保养民众

为德。现在勤于自身修养，外界事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老子》)说：“修养

施行到自己身上，他的德就会真。”所谓真，就是守护得很牢固。治理家庭，没有用

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就会资财有余，所以(《老子》)说：“修养贯彻到家庭，

他的德就有盈余。”治理乡里的人实行了这一条，那家庭有盈余的就会更多，所以

(《老子》)说：“修养贯彻到乡里，他的德就增长。”治理国家的人实行了这一条，

那么乡里有德的人就会更多，所以(《老子》)说：“修养贯彻到国家，他的德就丰

富。”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了这一条，民众的生存无不受到他的恩惠，所以(《老子》)

说：“修养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能得到广大普及。”修身的人用这项原则来区别君

子与小人，治乡、治国乃至统治天下的人各自用这一项目来对照观察兴衰，就能够

万无一失。所以(《老子》)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庭来观察家庭，用乡里来

观察乡里，用国家来观察国家，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凭什么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

就用的这个方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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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

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

井望见之，不悦，以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

节即何称于仁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饭

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

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

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

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节选自《孔子家语·在厄》）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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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已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

强者，失之弥远。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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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

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

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

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

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

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

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

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

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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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道 A 约 B 君 C 守近 D 太上反 E 诸己 F 其次 G 求 H 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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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饭，与《六国论》中“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的“所劫”用法相同。

B. 去，舍弃，与《孔雀东南飞》中“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去”意思不同。

C. 哀，使悲伤，与《阿房宫赋》中“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哀”意思不同。

D. 鄙，浅陋，与《曹判论战》中“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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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回的仁德虽一直被孔子信任，却也受到他人质疑，孔子用巧妙的方法证明了他

的清白。

B. 保持自己的天性就能够知道事物的精微，从而懂得事理的玄妙，这就是道家所说

的得道。

C. 人有智力和德行之别，但都会用花言巧语为自己辩护，因而君主被欺罔错不在己

而在臣下。

D. 材料二主要谈论的是君王之道，尤其是在“论人”这一问题上提出的测评方法颇

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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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2）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

14. 两则材料都提出了对于识人的看法，请简要概括其观点。（3分）

【答案】

10. BDF    11. A    12. C    

13. （1）子贡拿着携带的货物，偷偷跑出包围，向村民请求买些米，得到一石米。

（2）想要留在饭中，饭就不干净；想要扔掉弄脏的饭，又很可惜。我就把它吃了，

这饭不能用来祭祖了。    

14. ①材料一认为评价人不能只看一时的表现，而要根据其平时常态判断；

②材料二认为要在不同的境况下考察人，并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衡量人。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 能力。

句意：做君主的方法很简单，君主奉行的原则就在近旁。最上等的是反省于自身，

其次才是寻求于他人。

“主道”与“君守”、“约”与“近”结构对称，“主道约”“君守近”均为主谓结构，

语意独立完整，因此应在 B 处和 D 处断开；

根据后文中的“何谓反诸己也”“何谓求诸人”可知，应在“反诸己”后即 F 处断

开。

故选 BDF。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错误。所饭：名词性所字结构，相当于名词性短语，吃饭的事/所劫：“……

所……”表被动，被胁迫。句意：子贡把颜回吃饭的事告诉了孔子。/被积久而成的

威势胁迫。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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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去：舍弃/使动用法，使离开。句意：舍弃虚假伪诈/你就应该把兰芝赶快遣

走，把她赶走千万不要让她再停留。

C.正确。哀：使动用法，使……悲伤、哀伤/哀悼。句意：让他悲伤用来检验他的仁

爱之心。/也只会使更后的人又来哀悼这后人啊。。

D. 正确。两个“鄙”都是“浅陋”的意思。句意：人的真诚虚伪、贪婪浅陋、美好

丑恶就能全部知晓，没有遗漏。/那些拿着俸禄的官员们见识浅陋，没有长远的谋略。

故选 A。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因而君主被欺罔错不在己而在臣下”错，曲解文意，对应材料二中的“人同类

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此处强调的是君

主要有识人的能力，如果君主因没有能力识人而被蒙蔽就是不贤明。君主被欺罔，

自己并非无错。

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以”，拿；“赍”，携带；“犯围”，跑出包围；“籴”，买米。

（2）“欲”，想；“置”，留； “食”，吃；“即”，就。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题干要求概括两则材料对于“识人”的观点。

材料一重在叙事，讲述了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故事，孔子解除子贡对颜回的误会，

最后指出“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由此可知材料一认为评价人不能只看一时的

表现，而要根据其平时常态判断。

材料二主要论述的是君王之道，重点论述了“论人”的方法，根据“凡论人，通则

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

美恶，无所失矣”可知，材料二认为要在不同的境况下考察人，并指出内在要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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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四隐”、外在要用“八观六验”来衡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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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材料一：

孔子受困于陈、蔡之地，跟随的人七天吃不上饭。子贡拿着携带的货物，偷偷

跑出包围，向村民请求买些米，得到一石米。颜回、仲由在一间破屋下煮饭，有灰

土掉到饭中，颜回把弄脏的饭取出来吃了。子贡在井边望见了，很不高兴，以为颜

回在偷吃。他进屋问孔子：“仁人廉士，在穷困时会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改变

节操还称得上仁人廉士吗？”子贡问：“像颜回这样的人，他不会改变节操吧？”孔

子说：“是的。”子贡把颜回吃饭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德之人

已经很久了，即使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怀疑他，他那样做或者一定有原因吧？你待

在这里，我将要问问他。”孔子把颜回叫进来说：“前几天我梦见了祖先，这难道是

祖先在开导保佑我们吗？你做好饭赶快端上来，我要进献给祖先。”颜回回答说：“刚

才有灰土掉入饭中，想要留在饭中，饭就不干净；想要扔掉弄脏的饭，又很可惜。

我就把它吃了，这饭不能用来祭祖了。”孔子说：“这样的话，我也会吃掉。”颜回出

去后，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我不是等到今天才相信颜回。”弟子们因此才叹服颜

回。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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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君主的方法很简单，君主奉行的原则就在近旁。最上等的是反省于自身，其

次才是寻求于他人。越向远处寻求的，就把它推离得更远；越竭力寻求的，失去的

东西也就越多。什么叫反省于自身呢？视听之事要适度，节制自身嗜好欲望，放弃

才智谋略，舍弃虚假伪诈，从而让意识畅游于无限的空间，思想立于自然无为的境

界。像这样就没有办法损害自身天性了。没有办法损害自身天性就能知道事物的精

微，知道事物的精微就能懂得事理的玄妙，懂得事理的玄妙就叫作得道。什么叫寻

求于他人？人都是同类但智力不同，有贤能和不贤的差异，人们会用花言巧语辩解

来自身防范，这是不贤的君主被迷惑扰乱的原因。一般评定一个人，他显达时就观

察他所礼遇之人，他身份尊贵时就观察他所推举之人，他钱财富有时就观察他所供

养之人，他采纳意见时就观察他所采纳之事，他闲居时就观察他所喜好之物，他学

习时就观察他所说之言，他穷困时就观察他所不要之物，他地位卑贱时就观察他所

不做之事。让他高兴用来检验他的操守，让他快乐用来检验他的嗜好，让他动怒用

来检验他的气节，让他恐惧用来检验他卓越的品性，让他悲伤用来检验他的仁爱之

心，让他困苦用来检验他的志向。八种观察、六种检验，这都是贤明的君主用来评

定他人的方法。评定他人，还必须用他的六戚四隐来衡量。什么是六戚？就是父亲、

母亲、兄长、幼弟、妻子、儿女。什么是四隐？就是朋友、旧识、乡邻、亲信。内

在用六戚四隐(来评判)，外在用八观六验(来衡量)，人的真诚虚伪、贪婪浅陋、美

好丑恶就能全部知晓，没有遗漏。好比在雨中想避免雨水弄脏衣服，所往之处无一

不被雨水打湿。这就是先代圣明的君主用来了解他人的方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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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于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

天下之害、孰为大？ 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

寡，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

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

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是故别非也。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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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 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

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

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

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

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仁人之

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

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

其寿；幼园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

者，其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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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墨子·兼爱下》）

材料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

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节选自《孟子·尽心上》）

10. 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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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彼 A 犹为己也 B 然即 C 国都 D 不相攻 E 伐 F 人家 G 不相乱 H 贼 I 此天下之害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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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指“伤害”，与《孟子·公孙丑上》中“贼其君者也”的“贼”意思相同。

B. 易，指“替代”，与《老子》（第六十四章）中“其安易持”的“易”意思不同。

C. 而，表转折，与《论语·八佾》中“人而不仁，如礼何”的“而”意思相同。

D. 知，指“知道”，与《礼记·大学之道》中“致知在格物”的“知”意思不同。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墨子认为，仁人的事业应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些利是从关爱他人、

有益他人中产生的。

B. 墨子认为，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像治理自己的国家，就不会动用本国的力量，

用来攻伐别人的国家。

C. 墨子认为，兼爱可以使没有父母的幼弱孤童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然而天下的士

人对兼爱加以非议。

D. 孟子以尧舜为例，指出智者与仁者的区别在于智者更急于解决当前事务，而仁者

更急于亲近贤才。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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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

14. 墨子和孟子都主张“爱人”，各自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简要概括。（3分）

【答案】

10. BFI    11. C    12. D    

13. （1）强大者胁迫弱小者，人多者欺凌人少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

的祸害。

（2）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儿女的，有人奉养而终老天年。    

14. ①墨子主张“兼爱”，认为爱无亲疏厚薄的差别；

②孟子主张“仁爱”，认为爱有亲疏厚薄的差别。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城邑不相互攻伐，个人、家

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

“也”是句末语气助词，其后 B 处断开；

“人家”为后句主语，其前 F 处断开；

“此天下之害与”为一般疑问句，在主语“此”前 I 处断开。

综上应在 BFI 三处断开。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正确。句意：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是伤害君主的人。

B.正确。替代；容易。句意：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事物安然未生变的时

候容易持守。

C 错误。表转折，但，却；表假设，如果。句意：爱惜它，却不对它实行仁德。/一

个人如果没有仁德，那么遵守礼仪又有什么用呢？

D.正确。知道；知识。句意：智者没有不知道的。/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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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评价探究文中思想观点的能力。

D.“指出智者与仁者的区别在于智者更急于解决当前事务”有误，孟子以尧舜为例

并不是为了指出智者与仁者的区别，而是强调事有先后，爱有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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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胁迫；“敖”，通“傲”，傲世；“此天下之害也”，判断句。

（2）“是以”，因此；“妻子”，妻子儿女；“终其寿”，终老天年。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①墨子认为“兼以易别”，意思是“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还说到“藉为

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融

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他

认为爱无亲疏厚薄的差别；

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意是“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仁

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他主张“仁爱”。他还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

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

急亲贤也”。可见，孟子认为爱有亲疏厚薄的差别。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

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

小家族，强大者胁迫弱小者，人多者欺凌人少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

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关爱别人、

有利别人产生的吗？则必然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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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要

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

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像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

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对待别人的城邑，像治理自己的城邑，谁还会动用

自己城邑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城邑呢？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

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

此，那么国家、城邑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

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别人、

伤害别人产生的吗？则必然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关爱别人、有利别人产

生的。”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

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

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

就是出于这个启发。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因此年老而

没有妻室儿女的，有人奉养而终老天年；没有父母的幼弱孤童，有所依靠而长大成

人。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材料二：

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对它实行仁德；对于百姓，对他实行仁

德，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

孟子说：“智者没有不知道的，但是急于解决当前事务；仁者没有不爱人的，但

是急于爱亲人和贤者。尧舜的智慧也不能遍知一切，因为他们急于解决首要任务；

尧舜的仁德不能遍爱所有人，因为他们急于爱亲人和贤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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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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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

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

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

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

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

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

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

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

军北还。

(节选自《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有删改)

材料二：

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

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

抗御。

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

越,资刘表水战之具,借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

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

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

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

类也。

(节选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将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 分)

悉使羸兵负草 A 填之 B 骑 C 乃得 D 过 E 羸兵为人 F 马所蹈藉 G 陷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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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送、给,与“小学而大遗”(《师说》)中的“遗”词义不同。

B.引,指退避,与“下车引之”(《陈太丘与友期行》)中的“引”词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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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狼,指像狼一样,与“吾得兄事之”(《鸿门宴》)中的“兄”用法不同。

D.旋踵,指时间很短,与“遽”“食顷”“斯须”(《促织》)等词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在兵力悬殊之时,黄盖设计在装满干苇和枯柴的战船里灌油,船外围用帷帐包裹,树

起旗帜,掩人耳目。

B.曹军中黄盖之计,走出营帐,黄盖趁机离开曹军,并指挥点火,大火趁着风势越烧越旺,

并蔓延至军营。

C.荆州是孙刘必争之地,荆州百姓顺服刘备、畏惧孙权已久,这一分析指出了曹军失败

的地缘、历史原因。

D.在蜀地发生数十次动乱的情形下,曹操没有采取刘晔的计策,对局势估算错误,失去

了席卷蜀地的良机。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

(2)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

14.两则材料都涉及了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请分析败因的异同。(3 分)

【答案】

10.BEG　  11.C　12.B  

13.(1)黄盖把十只战船排在最前头,在江中挂起船帆,其余船只都依次前进。

(2)这实在是震慑扫荡敌人的大好机会、廓清平定南方的关键时机。不乘此机会夺取

东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14.同:曹军感染疫病,战斗力削弱。

异:①材料一倾向于人为:火烧赤壁的计策;②材料二倾向于天意:曹军流行疫病,风势

助长了火势。

【解析】

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填之”的主语是“羸兵”,“之”作“填”的宾语,宾语后断句,所以B处断开;

从固定句式看,“为……所……”是被动句的标志,“羸兵”作“为人马所蹈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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