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长郡中学高三停课不停学阶段性检测语文（二） 

(150分钟 1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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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

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哪一种界

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

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

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

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

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

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

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

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

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

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

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

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

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

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

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

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

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

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

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

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

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

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

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

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

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少数民族作家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因此他能够写出更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  

 B.为了能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  

 C.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资源，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一同前行，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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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即使社会的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主流文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开篇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其文化价值谈起，进而围绕如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展开论

述。   

 B.文章第二段以雷振邦为例，意在论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作家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

立场。   

 C.文章主体从作家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剖析优点和局限，重在论述如何处理好平衡点。   

 D.文章最后澄清了两个认识误区，指出民族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明确了主流与非主流的考量

标准。   

 

3.下列选项中，不能作为本文观点的论据的一项是（   ）（3 分）  

 A.汉族作家迟子建创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了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

沧桑，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   

 B.白族女作家景宜创作的《茶马古道》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茶马古道上的各族儿女在民族存

亡生死关头，化解民族恩怨，共同团结抗战的壮丽画卷，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C.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扛枪戍边的部队作家和地方的其他民族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云南边

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和各民族风土人情味的作品，为当时文坛瞩目。   

 D.藏族作家阿来 1994 年创作完成反映藏族地区文化风貌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直到 1997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这一优秀作品才得以出版，至今已累计销售达 100 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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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建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构建筑，一类是木构建筑。前者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我国

周边的东南亚和西亚诸国；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

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几千年而不灭。木构建筑

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它们辉煌的过去

越来越勾起人们的怀念，而它们的悲剧性遭遇也越来越唤起人们的叹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

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

“废墟文化”。 

（摘编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材料二： 

这是一座战争遣迹保留最多，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二战名城。1938年春的台儿庄大捷，

使台儿庄一战扬名天下，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作为世界著名的二战纪念城市，斯大林格勒

仅存 1 处蛋糕房遗迹，华沙仅保留 2 处战争遗迹，而台儿庄有 53 处战争遗迹保存完好。台儿庄通过古城

重建，在保护原有战争遗迹的基础上，按原样恢复受到损毁的战场遗址，建成了世界上二战遗迹最多、保

存最完好的纪念城市。 

（摘编自新浪山东《昔日抗战英雄城台儿庄，今日旅游度假天堂》） 

材料三： 

消失的古建筑是否可以重建，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1964年通过了《威尼斯宪章》。在世界文

化遗产的认定中，“真实性”这条核心原则就是来源于《威尼斯宪章》。因此，随着我国签署加入《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禁止重建”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文化多

样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的重建已成为国际热点话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司库及以色列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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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局原局长乔拉.索拉先生甚至提出他要发展一种新的关于重建的理论，以取代《威尼斯宪章》“只同

意原物原位归安”的原则。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已有的古建筑重建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保护、研究、展示三个

类型。 

基于保护进行的重建活动，其主要的保护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典型案例有丽江

古城震后、汶川“5·12"震后和尼泊尔地震后对文物建筑的恢复重建等。二是对文化本身的保护。最典型

的案例就是波兰的华沙历史中心重建。在“二战”中，纳粹德军摧毁了这座城市，全城 85%的地段被荡平。

此后，波兰人民拒绝了建设现代主义首都的规划建议，凭借着战前精确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资料，全面恢复

了华沙历史中心。华沙历史中心成为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三是对文化传承的保护。这类案例特别多，如

历史街区、民族村寨、历史村镇等。基于研究进行的古建筑重建大部分是针对考古所进行的复原。最有代

表性的案例是日本奈良平成宫太极殿和朱雀门的重建。日本严格按照相同材料、相同工艺重建了这两处建

筑，其中朱雀门的做法更为严格地遵照原有建筑形态和做法，而太极殿则在屋顶天花部分的彩绘、门窗的

做法上使用了一些当代的元素。我国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复原房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复原房址也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因保护还是研究所进行的重建行为，都可以进行展示。因此，重建不再被定义为

一种保护措施，而被视为一种展示行为归入新增加的“合理利用”。 

（选编自白海峰《遗产旅游中的古建筑重建：该不该》） 

4.下列不属于“古建筑重建”范围的一项是（    ）（3分） 

A.那些历历在目的石构建筑的残垣断壁。 

B.保留经过战火洗礼而留下的城市遗迹。 

C.由于现实发展需要而被搬迁建造的旅游资源。 

D.为保障建筑群的完整性对少量被毁的建筑进行恢复。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废墟只有具备了宏伟的外形显示昔日的辉煌，经历足够的损毁以表明辉煌已逝才能成为古建筑遗迹。 

B.台儿庄的重建和华沙的重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台儿庄也有望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C.尽管古建筑的重建饱受争议，但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需求的角度而言，大量事实说明了重建行为的

可行性。 

D.基于研究的古建筑修复强调了保持原有状态的本真性，尽量做到整旧如旧，可从客观上讲，这种修复

是很难百分之百做到的。 

 

6.这三则材料围绕的共同话题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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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蛐蛐 

汪曾祺 

宣德年间，宫里兴起了斗蛐蛐。蛐蛐都是从民间征来的。这玩意陕西本不出。有那么一位华阴县令，

想拍拍上官的马屁，进了一只，供到了宫里。打这儿起，传下旨意，责令华阴县每年往宫里送，县令把这

项差事交给里正。里正哪里弄到蛐蛐？只有花钱买。上面要一只蛐蛐，常常害得几户人家弃家荡产。蛐蛐

难找里正难当。 

有个叫成名的，是个童生，多年没有考上秀才，为人很迂腐，不会讲话。衙役看他老实，就把他报充

了里正。成名托人情，也不得脱身。不到一年的功夫，成名的几亩薄产都赔尽去了。一出暑伏，按每年惯

例，该征蛐蛐了，成名不敢摊派，自己又实在变卖不出这笔钱。每天烦闷忧愁，只得听从老伴的话，提了

竹筒，拿着蛐蛐罩，到处翻找。清早出门，半夜回家，都无济于事。县令追逼，交不上蛐蛐，二十个板子。

十多天下来，成名挨了百十板，两条腿脓血淋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除了自尽，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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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座庙，庙后小山上怪石乱卧，有一只“青麻头”伏着。醒来想想：这是

什么地方？猛然醒悟：这不是村东头的大佛阁么？于是挣扎着起来，拄着拐杖，往村东去。到了大佛阁一

看，就跟梦里所见的一样。于是在蒿菜草莽之间，轻手轻脚，拨开草丛，发现一只蛐蛐在刺棘丛里伏着，

快扑！蛐蛐蹦，成名追，罩住了，细看看：个头大，尾巴长，青脖子，金翅膀。一阵狂欢喜，提着蛐蛐笼，

快步回家，举家欢庆。静等期限，好见官交差。 

成名有个儿子，小名黑子，九岁了，非常淘气，上树掏鸟蛋，下河捉水蛇，飞砖打恶狗，爱捅马蜂窝。

性子倔，爱打架，打起架来像拼命一样。三天两头，有街坊邻居来告状。成名得了个这只救命蛐蛐， 再

三告诫黑子：“不许看，千万！千万！” 

不说还好，说了，黑子还非看看不可，他瞅着父亲不在家，偷偷揭开蛐蛐罐。腾！一蛐蛐蹦出罐外，

黑子伸手一扑，用力过猛，蛐蛐大腿折了，肚子破了——死了 ，黑子知道闯了大祸，哭着告诉妈妈，妈

妈一听，脸色煞白：“你个孽障！你甭想活了，你爹回来，看他怎么跟你算账！”黑子哭着走了。成名回

来，老伴把事情一说，成名掉在冰窟窿里了。半天，说：“他在哪儿？”找。到处找遍了，没有。做妈的

忽然心里一震：莫非是跳了井？扶着井栏一看，有个孩子，请街坊邻居帮忙，把黑子捞上来，已经死了，

这时候顾不上生气，只觉得悲痛。夫妻二人，傻了一样，傻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一句话。

这天他们家烟筒没冒烟，哪有心思吃饭呢，天黑了，把儿子抱起来，准备用一张草席卷卷埋了。摸摸胸口，

还有点温和，探探鼻子，还有气。先放到床上再说吧，半夜里，黑子醒来了，睁开了眼，夫妻二人稍得安

慰，只是眼神发呆，睁眼片刻，又合上眼，昏昏沉沉地睡了。 

蛐蛐死了，儿子这样，成名瞪着眼睛到天亮。 

天亮了，忽然，听到门外蛐蛐叫，成名跳了起来，远远的一看，是一只蛐蛐，心里高兴，捉他！蛐蛐

叫了一声跳走了。追，用手掌一捂，好像什么也没有。四面看看，蛐蛐伏在墙上。成名看它小，瞧不上眼，

但墙上的小蛐蛐，忽然落在他袖口上。细看看，小虽小，好像不赖。带回家里，心想拿他去交差，又怕县

令看不中。村里有个小伙子，是个玩家、他养着一只蛐蛐，自命“蟹壳青”，每天找一些少年子弟斗，百

战百胜。他把这只“蟹壳青”居为奇货，索价很高，也没人能买得起。听说成名得了一只蛐蛐，这小子就

到成家拜访，一看，捂着嘴笑了：这也叫蛐蛐！于是打开自己的蛐蛐罐，把蛐蛐赶进“过笼”里，放进斗

盆。成名一看，这只蛐蛐大得像个油葫芦，就含糊了，不敢把自己的拿出来。小伙子存心看个笑话，再三

说：“玩玩嘛，咱又不赌输赢。”成名把黑蛐蛐放进斗盆。小蛐蛐趴着不动，蔫哩吧唧，小伙子又大笑。

使猪鬃撩它，再撩它！黑蛐蛐忽然暴怒，后腿一挺，直窜过来。俩蛐蛐这就斗开了，冲、撞、腾、击、劈

里啪啦直响。忽见小蛐蛐跳起来，伸开须须，跷起尾巴，张开大牙，一下子钳住大蛐蛐的脖子。大蛐蛐脖

子破了，直流水：小伙子赶紧把自己的蛐蛐装进过笼，说：“这小家伙真玩命呀！”成名也没想到。他和

小伙子正在端详这只黑红黑红的小蛐蛐，他们家一只大公鸡斜着眼睛过来，上去就是一嘴，蛐蛐蹦出了一

尺多远。公鸡一啄不中，撒腿紧追，眨眼之间，蛐蛐已经在鸡爪子底下了。成名急得不知怎么好，只是跺

脚，再一看，公鸡伸长了脖子乱甩。走近一看，只见蛐蛐叮在鸡冠上，死死叮着不放，公鸡羽毛扎散，双

脚挣蹦。成名惊喜，把蛐蛐捏起来，放进笼里。 

第二天，上堂交差。县太爷一看，大怒：“这么小，你不是糊弄我吗！”成名细说这只蛐蛐怎么怎么

好，县令不信，叫衙役弄几只蛐蛐来试试。果然都不是对手。又抱一只公鸡来，一斗，公鸡也败了。县令

吩咐，专人送到巡抚衙门。巡抚大为高兴，打了一只金笼子，又命师爷连夜写了一通奏折，详详细细表述

了蛐蛐的能耐，把蛐蛐献到宫中，宫里的蛐蛐都是各省进贡来的，黑蛐蛐跟这些“名将”斗了一圈，没有

一只能经得三个回合，全都不死即伤望风而逃。皇上龙颜大悦，下御诏，赐给巡抚名马衣缎。巡抚考核给

华阴县评了一个“卓异”，县令就免了成名里正的差役；又嘱咐县学的教谕，让成名进了学，成了秀才；

又赏了成名几十两银子，让他把赔累进去的薄产赎回来，成名夫妻，说不尽的欢喜。 

只是他们的几子一直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不死不活，这可怎么了呢？ 

树叶黄了，树叶落了，秋深了。 

一天夜里，成名夫妻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们的儿子黑子。黑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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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黑子。就是那只黑蛐蛐。蛐蛐就是我。我变的。 

“我拍死了‘青麻头’，闯了祸。我就想：不如我变一只蛐蛐吧。我就变成了一只蛐蛐。 

“我爱打架。打架总要打赢。打贏了，爹就可以不当里正，不挨板子了。我九岁了，懂事了。 

我跟别的蛐蛐打，我想：我一定要贏，为了我爹，我妈。我拼命。蛐蛐也怕蛐蛐拼命。 

它们就都怕。 

“我打败了所有的蛐蛐！我很厉害！ 

“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 

“那也好，我活了一秋。我贏了。 

“明天就是霜降，我的时候到了。 

“我走了，你们不要想我。——没用。” 

第二天一早，黑子死了。 

一个消息从宫里传到省里，省里传到县里，那只黑蛐蛐死了。 

（节选自汪曾祺《聊斋新义》，有删改）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行色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小说开头从宫廷好斗蛐蛐之乐写起，每年从民间征收一只蛐蛐常常害得几户人家弃家荡产，为人物

命运交代了社会背景。 

B． 小说以“蛐蛐”为线索，征虫--梦虫--觅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主人公的命运围

绕“虫”而展开，跌宕起伏，曲折有致。 

C．小说写到“墙上的小蛐蛐，忽然落在他袖口上”，黑蛐蛐对成名似乎有感情，表现了黑蛐蛐的异乎

寻常，暗示这是由黑子化成的蛐蛐。 

D．小说语言特色鲜明。如“成名掉在冰窟窿里了。半天，说：‘他在哪儿？’找。到处找遍了，没有。”

叙事干净利落，语言简洁精炼，多用口语，平淡无奇却又意境深远。 

 

8．小说细写小蛐蛐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的情节，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  

 

9．小说是从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促织》改编创作而成，情节大体相同，结局不同：原著的结尾是“儿

子从蛐蛐变回人、父亲被加官受爵”的大团圆结局，新作的结尾改成了“儿子变成蛐蛐，帮助父亲解脱困

境后最终死去”的悲剧性结局，你认为哪一个结局更好？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二  古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 10-13题。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

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

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

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

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等皆曰：“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

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

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

突厥。 

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命太原令温大有与之偕行，曰：“吾儿年少，

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

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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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

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

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遂定入关之计。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 

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渊引见康鞘利等，受

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

马而贪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

费。”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

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

之。” 

（节选自《资治通鉴·隋纪》）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B. 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C. 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D. 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突厥，是中国古代边疆游牧民族，隋、唐之际，与铁勒种族组成帝国，占有漠北之地。 

B. 和亲，在历史上专指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联姻。 

C. 柱国，国都，亦用作官名，战国设置，原为保卫国都之官，后来为最高武官或勋官。 

D. 互市，中国历史上指对外贸易或同边境民族间贸易，最早为汉初同南越和匈奴通商。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李渊做事沉稳，思虑周详。李渊致信可汗，辞卑礼厚，在得到突厥愿意支持自己的回复以后，依然

保持清醒头脑，谨慎应对。 

B. 李渊大举义兵，名副其实。李渊之子建成、世民以仁行兵，不与百姓为难；攻克西河郡之后，只将

郡丞处死，余者不戮一人。 

C. 李渊开仓赈贫，深得人心。李渊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引来更多人士前来投奔，壮大了军事力量，

李渊将军队编为左右两路。 

D. 李渊乐于倾听，善纳嘉言。李渊悉数采纳刘文静的结交突厥、让突厥资助大量军马的策略，并面授

机宜、派其前往突厥请兵。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 

（2）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列小题。 

念奴娇•西湖和人韵 

辛弃疾 

晚风吹雨，战新荷、声乱明珠苍壁。谁把香奁收宝镜，云锦红涵湖碧。飞鸟翻空，游鱼吹浪，惯趁笙

歌席。坐中豪气，看公一饮千石。 

遥想处士
①
风流，鹤随人去，老作飞仙伯。茅舍疏篱今在否，松竹已非畴昔。欲说当年，望湖楼下，

水与云宽窄。醉中休问，断肠桃叶
②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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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指西湖处士林逋。他隐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②桃叶：东晋书法家王

献之的爱妾的名字。 

14. 下列对这首词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词开篇用“晚风”“新荷”点明了词人游西湖的时间是初夏的一个傍晚。 

B.“惯趁笙歌席”看似闲笔，其实非常重要，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C.词的下阙想象林逋梅妻鹤子的生活，表达出词人想去隐居而不得的无奈。 

D.尾句照应了“看公”二句，劝友人恣意游湖，尽情饮酒，不必挂怀桃叶。 

 

15. 本词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都使用了哪些手法来描写

西湖美景？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荀子在《劝学》中，用了两个比喻从正面论证坚持而不放弃的重要性，除“驽马”一喻外，另一

比喻的两个句子是               ,                 。 

（2）李白《蜀道难》中“                 ，                  ”两句，写出了即使是黄鹤和猿猱

也难于通过蜀道的原因。 

（3）柳宗元《小石潭记》中通过描写潭中小鱼的游动，从侧面表现了小石潭水澄澈透 

明的特点的两句是“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9 分）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      ）。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

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       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形成了特有的

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

地结合了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这是文人画家对书法的追求。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

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       ，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        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

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

华艳，唯取真淳，讲究       、大巧若拙等等。 

 

17．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

体现 

B.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

密切 

C.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

密切 

D.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

一体 

 

18．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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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独特 息息相关 表现 返璞归真 

B.独立 息息相通 再现 去伪存真 

C.独立 息息相关 再现 返璞归真 

D.独特 息息相通 表现 去伪存真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

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 

B.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

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C.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

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D.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

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 

 

 

20．在下面文字横线处补上恰当语句，使整段文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8 个字（6

分） 

当生态价值观浸润每个人心间，当全社会建构起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美丽家园就有了最深厚的推动力。

从现实推断人类史，相较数十万年的原始文明、一万年的农业文明，短短两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创造了前所

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短时间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从全球变暖到荒漠化侵袭、垃圾围城，人类生存

环境    ①    。现实强烈警醒世人，只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②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发展才有根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实现永续发展，    ③    是唯一的选择。 

 

21．请对下面这段新闻报道的文字内容进行压缩。要求保留关键信息，句子简洁流畅，不超过 60 个字。

（5分） 

2019年 12月 27日 20时 45分，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2000多秒

后，星箭分离，将实践二十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采用全新 5米芯

级直径箭体结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25吨级，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4吨级，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8吨级，

整体性能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次任务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具备发射更重航天器，或将航天器

送向更远深空的能力，是实现未来探月工程三期、首次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工程的重要基

础和前提保障。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60分) 

高三学生小李是同学眼中的学霸，身高 1 米 7 的他体重却只有 90 斤，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小李说，因为身体瘦弱和性格内向，不喜欢体育锻炼。同时，高三学业繁重，所以他更愿意待在教室看书。 

1917 年，年仅 24 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文章中“国

力苶（苶：nié，疲倦，精神不振）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育于

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两句令你深有感触。作为小李的同学，请

你给小李写一封信，劝他改变对体育锻炼的想法。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