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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 2018 年高考一模考试

语文试卷

本试卷分为第 I卷和第Ⅱ卷两部分，总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答题时，将第 I

卷选择题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将第 I卷的 11题和第Ⅱ卷答案用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

填写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上的无效。

第 I 卷

注意事项：

1.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2.本试卷 12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6分。除 11题，其他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一、(12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A．睥睨．(nì) 懵．(měng)懂 闭门羹．(gēng ) 畏蒽．(sī)不前

B．冠．(guān)冕 忸怩．(niè) 杀手锏．(jiǎn) 虚无缥渺．(miǎo)

C．针灸．(jiǔ) 忖度．(duó) 吊．(diào)书袋 铤．(tǐng)而走险

D．摈．(bìn)弃 奔．(bèn)命 紧箍．(gū)咒 焚膏继晷．(guǐ)

2．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现代人______如陶渊明那般热爱阅读，但却继承了“不求甚解”的这个阅读习惯。这是个

标题党_______的年代，但在对标题党大肆批判之前，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网络新闻下面的

评论，你就会意识到，标题党的产生是因为有太多人阅读新闻时，只看到了标题。不求甚解，

_______的阅读，正在削弱我们的判断力。我们急着发表观点，却_______了事实本身。

A.未必 大行其道 囫囵吞枣 忽视

B.未免 自行其是 囫囵吞枣 忽略

C.未免 大行其道 得过且过 忽视

D.未必 自行其是 得过且过 忽略

3.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国家旅游局将针对春节前后的旅游市场秩序重点规范导游执业行为，严厉打击黑导非法执

业和强迫消费等各种严重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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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营改增”是我国近年来推出的一项重大税制改革措施，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完善

我国税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C.近日，我国国内首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的长度仅有

30厘米，相当于一个鞋盒的大小。

D.高速磁悬浮列车没有轮子和传动机构，运行时与轨道不接触，列车的悬浮、驱动、导向

和制动靠的都是利用电磁力来实现的。

4.下列古诗词中记载的中华传统节日，按照农历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北宋苏轼《水调歌头》)

②“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代韩翃《寒食》)

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④“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A.①③②④ B.①②③④ C.③④②① D.③②①④

二、(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5—7题。

当我们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接触到的是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作为构成

文学作品的一个层面，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媒介和工具。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选择、

运用和创造，表明了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的一种独特的评价。

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仅就其内向性的特点来讨论一下。

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审美。因此，文学的真不属于自然的真。文学从本来的意义上并不是

对一件真实事件或一个真实人物的真实叙述，它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用于人的知觉、情感和

想象的人类经验。“这种创造物从科学的立场和从生活实践的立场上看，完全是一种幻觉。

这种创造出来的幻象可以令人联想到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地方，就像历史性小说或是描写某

一地区风貌的小说可以令人回忆起往事一样。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创造出来的幻想却

是一种不受真实事件、地区、行为和人物的约束的自由创造物。”(苏珊·朗格《艺术问题》)

这样，普通生活中的客观世界和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世界是不同的。艺术世界尽管最终来源于

客观世界，但又完全不同于客观世界。艺术世界作为一种幻象，它的逻辑另是一样。在艺术

世界中说得通的东西，在客观世界未必说得通。反之，在客观世界说得通的东西，在艺术世

界未必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两个世界的叉道上，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也就分道扬镳了。普通

语言是“外指性”的，而文学语言是“内指性”的。普通语言指向语言符号以外的现实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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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必须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必须遵守各种形式逻辑的原则。

譬如，如果你的一个朋友见面时问你：“你现在住哪?”你必须回答说：“我住在北京西长安街

甲 40号”之类，你不能回答说：“我住在天堂”或“我住在地狱”。文学语言则是具有“内指性”

的语言，它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它不必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而只须与作品艺术世界相衔

接就可以了。例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里的花和鸟，不是指自然界中的花和鸟，

自然界中的花不会“溅泪”，鸟也不会“惊心”，这里的花和鸟属于杜甫的诗的世界，它在这诗

的世界中合乎情感逻辑就可以了，不必经过动物学家去检验。杜甫的名句“月是故乡明”，明

显地违反客观真实，但因为它不是“外指性”的，而是“内指性”的，因此在诗的世界里它不但

说得通，而且深刻地表现了思念故乡的真实感情。

概而言之，文学语言的“内指性”特征，只要求它符合作品的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而不

必经过客观生活的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自主符号”，是有一定道理的。

5.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原文不相符的一项是

A．文学的真不属于自然的真，是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的真实表现。

B．文学作品从科学的立场和从生活实践的立场来看，那完全是一种幻觉。

C．文学作品创造的幻象不受真实事件、地区、行为和人物的约束，又可以令人联想到真实

的事件和真实的地方，有的还可以令人回忆起往事。

D．自然的真实在文学的真实里不一定合乎逻辑。

6．下列对“外指性”“内指性”相关内容的理解，与原文观点一致的一项是

A．“外指性”语言必须遵守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形式逻辑的原则。

B．“外指性”语言强调语言的单纯媒介和工具作用，因为艺术世界来源于客观世界。

C．“内指性”的文学语言只表现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不表现客观世界。

D．“内指性”的文学语言，无须经得起客观生活的检验。它在艺术世界里未必合乎逻辑。

7．下列理解和推断，与原文内容不相符的一项是

A．“家住天堂”或“家住地狱”的表述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用于人的知觉、情感和想象的人类

经验。

B．“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花”和“鸟”是诗人的自我代入，“花”和“鸟”把客观世界

和艺术世界相衔接了。

C．“月是故乡明”表述的是诗人对事物的一种独特的评价。它不是指向实际的外部世界的。

D．文学语言是“自主符号”，作家运用它时，只要能符合文学作品自身的情感逻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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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2题。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

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

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

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

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

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①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

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

能间无疑之主哉?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

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则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

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

（苏轼《范增论》，有删节)

【注】①卿子冠军：即宋义，“卿子”为人们对他的尊称，“冠军”是他的称号。

8．对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间疏．楚君臣 疏：疏远

B．增之去善．矣 善：正确的，好的事

C．如彼雨．雪 雨：降下，落下

D．独恨．其不早耳 恨：遗憾

9．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增之．去善矣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B．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青，取之于．蓝

C．以．立楚怀王孙心 王好战，请以．战喻

D．增为．谋主矣 如今人方为．刀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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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最合理的一项是

A．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B．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C．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D．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11。文中哪些内容表露出范增不是一个“见微知著”的人?(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下列对原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宋义被杀，说明项羽已背叛了义帝，当然也不会相信主张立义帝的人

B．早在陈平使用离间计之前，项羽就已经怀疑范增了。

C．义帝的生死不但影响了楚国的兴衰，而且也对范增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

D．苏轼认为范增离开项羽是明智的选择，离开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项羽杀掉宋义的时候

第Ⅱ卷

注意事项：

1．用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上的无效

2．本试卷共 10小题，共 14分。

四、(21分)

13．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阅读下面两首诗，按要求作答。(8分)

送人之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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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立之①

秋风原头桐叶飞，幽篁翠冷山鬼啼。

海图②拆补儿女衣，轻衫笑指秦人溪

秦人得知晋以前，降唐臣宋谁为言。

忽逢桃花照溪源，请君停篱莫回船。

编蓬便结溪上宅，采桃为薪食桃实

山林黄尘三百尺，不用归来说消息。

【注】①萧立之(1203年~?)原名立等，字斯立，号冰崖，宁都(今属江西)人，宋理宗淳祐十

年(1250年)进士，南昌推官，通判辰州，南宋危急时期，参与保卫本朝的战争；南宋亡后，

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遂而归隐。

②海图就是绘有海水图案的绢幅。出自杜甫的诗《北征》“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

坼波涛，旧绣移曲折。”意思说穷得没有布替小孩子裁衣服，只好把绘画海水的绢幅也剪碎

了贴补进去。

(1)这首诗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请任选两种进行赏析。(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结合“请君停篙莫回船”“不用归来说消息”的诗意分析诗人所表达的情感。(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5分)

(1)无边落木萧萧下，__________________。(杜甫《登高》)

(2)昆山玉碎凤凰叫，__________________。(李贺《李凭箜筷引》)

(3)________________,徒以吾两人在也。(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

(4)________________，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5)想当年，金戈铁马，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五、(21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6-19题。

永远欠一顿饭

刘亮程

现在我还不知道那顿没吃饱的晚饭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人是不可以敷衍自己的。

尤其是吃饭，这顿没吃饱就是没吃饱，不可能下一顿多吃点就能补偿。没吃饱的这顿饭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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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欠缺存在一生里，命运迟早会抓住这个薄弱环节击败我。

那一天我忙了些什么现在一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天黑时又饥又累回到宿舍，胡乱地啃

了几口干馕便躺下了，原想休息一会儿出去好好吃顿饭。谁知一躺下便睡了过去，醒来时已

经是第二天早晨。

我就这样给自己省了一顿饭钱。这又有亻什么用呢?即使今天早晨我突然暴富，腰缠千

万，我也只能为自己备一顿像样点的早餐。却永远无法回到昨天下午，为那个又饿又累的自

己买一盘菜一碗汤面。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这笔欠账却永远记在生命中。也许就因为这顿饭没吃饱，多少年

后的一次劫难逃生中，我差半步没有摆脱厄运。正因为这顿没吃饱的饭，以后多少年我心虚

腿软、步履艰难，因而失去许多机遇，许多好运气，让别人抢了先。

人们时常埋怨生活，埋怨社会，甚至时代，总认为是这些大环境造成了自己多外的命运

其实，生活中那些常被忽视的微小东西对人的作用才是最巨大的。也许正是它们影响了你，

造就或毁掉了你，而你却浑然不觉。

你若住在城市的楼群下面，每个早晨本该照在你身上的那束阳光，被高楼层层阻隔，你

在它的阴影中一个早晨个早晨地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你有一个要子，但她不漂亮：有一个

儿子，但你不喜欢他。你工作不顺，事业无成，甚至没有几个可以来往的朋友。你感觉你欠

缺得太多太多，但你从没有认真地去想想，也许你真正欠缺的，正是每个早晨的那一束阳光，

有了这束阳光，也许一切就都有了。

你的妻子因为每个早晨都能临窗晒会凡太阳，所以容颜光彩而亮丽，眉不萎，脸不皱目

光含情；你的儿子因为每个早晨都不在阴影里走动，所以性情晴朗可人，发育良好，没有怪

僻的毛病；而你，因为每个早晨都面对蓬勃日出，久而久之，心存大志，向上进取，宏图大

展，前途无量。

你若住在城市的高烟囱下面，那些细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烟灰煤粒常年累月侵蚀你，落

到皮肤上，吸进肺腑里，吃到肠胃中，于是你年纪不大就得了一种病，进而生出一种怪脾气

见谁都生气，看啥都不顺眼，干啥都不舒服。其实，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比别人多吃了许多

煤沫子，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怪领导给你穿小鞋，同事对你不尊敬，邻居对你冷眼相

看，说三道四。你把这一切最终归罪于社会，归罪于人心不古，怨自己生不逢时，却不知道

抬头骂一句：狗日的，烟尘。

人们总喜欢把自己依赖在强大的社会身上，耗费毕生精力向社会索取，而忘记了营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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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小世界，小环境。其实，得到幸福和满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你花一会儿时间，擦

净窗玻璃上的尘土，你就会得到一屋子的明媚阳光，享受很多天的心情舒畅：只要稍动点手

填平回家路上的那个小坑，整个一年甚至几年你都会平平安安到家，再不会栽跟头；走在路

上尽可以想些高兴的事情，想得入神，而不必担心路不平。

还有吃饭，许多人有这个条件，只要稍加操持便能美美款待自己一番。但许多人不这样

去做，他们用这段时间下馆子去找挨宰，找气受，找传染病，尔后又把牢骚和坏脾气带到生

活中，工作中。

但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懂得每顿饭对人生的重要性。他们把每顿饭都当一顿饭去吃，把

睡句话都当一句话去说，把每口气都当了只气去呼吸。他们过得一个比一个好。

我刚来乌市时，有一个月时间借住在同事的宿舍里，对门的两位女孩，也跟我一样，趁

朋友不在，借住几天。

每天下班后，我都看到她们买回好多新鲜蔬菜，有时还买一条鱼，我所见她们又说又笑

地做饭，禁不住凑过去和她们说笑几句。

她们从不请我吃她们做的饭，饭做好便自顾自地吃起来，连句“吃点饭吧”这样的客气话

也不说一句。她们生怕我吃掉一口，她们]就会少吃一口，少吸收一点营养，少增加一点热

量，第二天她们在生活和事业上与人竞争时就会少一点体力，缺一点智力。

她们生活的认真劲儿真让我感动。虽然只暂住几天，却几乎买齐了所有作料，瓶瓶罐罐

摆了一窗台；把房间和过道扫得干干净净，住到哪就把哪当成家。而我来乌市都几个月了，

还四处漂泊，活得潦倒又潦草。常常用一些简单的饭食糊弄自己，从不知道扫一扫地，把被

子叠得整整齐齐，总抱着一种临时的想法在生活：住几天就走，工作几年就离开，爱几个月

便分手……一直到生活几十年就离世。

我想，即使我不能把举目无亲的城市认作故土，也至少应该把借住的这间房子当成家，

生活再匆忙，工作再辛苦，一天也要挤出点时间来，不慌不忙地做顿饭，生活中也许有许多

不如意，但我可以做一顿如意的饭菜一一—为自已。也许我无法改变命运，但随时改善一下

生活，总是可以的，只要一顿好饭，一句好话，一个美好的想法，便可完全改变人的心情，

这件简单易做的事，唾手可得的幸福，我都不知道去做，还追求什冬大幸福呢?(有删改)

1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4分)

A．文章第四节说也许因为这顿饭，多少年后“心虚、腿软、步履艰难”逃离劫难差半步，失

去许多机遇和好运气，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存在夸大的成分，稍稍影响了文章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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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中多处运用排比、对比修辞叙述议论，增强了文章的思辨性及说理效果，从而提升了

文章感染力。

C．文章用了三节讲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目的是强调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的东西对人生产

生的巨大作用。

D．这篇文章是一篇说理散文，叙议结合，语言朴实无华，行文缜密，紧紧围绕乐观向上，

笑对人生这一主旨选材，不蔓不枝。

E．文作者采取以小及大的手法，从生活中几个微小得甚至可忽略不计的元素谈起，最终涉

及家庭、事业、机遇、命运等人生的大事，引人深思，催人警醒。

17．文章题目“永远欠一顿饭”中“一顿饭”使用哪种修辞手法?在文中有何含义?(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8分)

(1)文中说同事宿舍对门的两位女孩做好饭便自顾自地吃起来，从不让一让作者。除作者认

定的理由外，还可能有哪些原因?(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诸多理由中，作者为什么认定这样一个理由?(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语言知识运用(12分)

20．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中国人过春节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

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和永远的精神支柱。关于春节的关键词有“守岁”“迎新”“团圆”“年夜

饭”“年味”“拜年”“红包”“春晚”“仪式感”“禁炮”“文明”“压岁钱”等。

请从中选择 2-3个关键词，写一写你的春节生活或者你倡导的春节形式。要求：至少使

用两种修辞，字数不少于 80字。(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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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阅读以下材料，提炼主要信息。(6分)

材料：亚马逊中国发布“2017全民阅读报告”。从阅读报告整体来看，全民阅读发展趋势良

好，受众的阅读热情不断高涨，阅读内容及形式也越来越多样。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年

度阅读数量超 10本，并且 85%的受访者同时使用纸、电子两种介质进行阅读。电子书作为

阅读的重要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读者接受，而年轻一代更成为了电子阅读的生力军。其

中,90后和 00后对于电子书的接受程度高于其他各年龄段，纸、电子“一起读”成为主流。同

时,78%的受访者选择通过社交平台分享阅读有关的内容，与网友“一起读”成为数字阅读时代

的独特行为。亚马逊中国的大数据显示，热门影视剧原著依然是畅销书榜的常客，《人民的

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持续畅销，诗词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带火诗词类图书。

从材料看，全民阅读发展趋势良好的原因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请根据下面的材料，写一篇文章。(60分)

22．作家马伯庸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它历经许

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岁月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地，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

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也有人说，优良的家风并不是“老古董”“旧风尚”，它背后恰恰是家族或者父母一代为人

处世的准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

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

从《颜氏家训》《朱子家训》到《曾国藩家书》《钱氏家训》这些优良家风的教诲，成就

的是我们熟知的大家。其实在一个共性家风文化的影响下，每个家族都有其鲜明的家风特征。

看了以上材料，你有怎样的体验?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以“家风”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①自拟标题；

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征鲜明；

③不少于 800字；

④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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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 2018 年高考一模

语文答案

一、(12分，每小题 3分)

1．D[解析]A项畏慈(xǐ)不前。B项忸怩(ní)虚无缥缈 C项掉书袋

2．A[解析]“未必”不一定，不见得。“未免”不免；“大行其道”原指某种学术、道术正在盛行、

流行。现指某种新潮事物流行、盛行，成为一种风尚。另指，对一些霸道事物的不满的形容

词。“自行其是”意思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囫囵吞枣”比喻读书等不加

分析地笼统接受。“得过且过”只要勉强过得去就这样过下去。也指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

事；“忽视”强调不重视。“忽略”强调疏忽。

3．C[解析]A项成分残缺，“权益”后应加上“的违法违规行为”。B项“扩大经济发展”搭配不

当，应该改为“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拉动经济发展”。D项句式杂，“靠的都是……”和“利用……

来实现的”杂糅使用，应去掉其

4．D[解祈]③元宵节②寒食节①中秋节④重阳节

二、(9分，每小题 3分)

5．D[解析]应为“文学的真实在自然的真实里不-定合乎逻辑”

6．A[解析]B项强加因果关系；C项绝对化了；D项应为它在客观世界里未必合乎逻辑”

7．B[解析]“把客观世界和艺术世界相衔接了”与原文不符。

三、(15分，每小题 3分)

8．A[解析]使……疏远

9．D[解析]D项部是动词，是 A项主谓间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译宾语前置标志 B项

介词，在介词，从 C项连词，因为介词，用

10.C

11．①文中指出范增在项羽刚有不信任自己的苗头时就应该离开项羽。②文中引用《易》、

《诗》的句子说明寡物的发生是有征兆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暗示范曾不能见微知著，

选择良机。

12.C

四、(21分)

1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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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为”处理，“骸骨”

退休，各 1分；句子翻译通顺 1分，共 3分。)

(2)陈平虽说智意过人，又怎么能够成功离间对下属没有疑心的君主呢?(“虽”虽然，“安”怎么，

各 1分，共 2分。)

(3)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举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比肩”并

肩，“分”身份，各 1分；句子翻译通顺 H分，共 3分。)

14.(8分)

（1）①借景抒情。诗的前两句通过描写秋风、叶飞、翠冷、鬼啼等意象借景抒情，渲染了

分别境况的阴郁凄冷，表现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厌恶之情。

②用典。用了杜甫《北征》诗的典故，表现了诗人生活的穷困。用了桃花源的典故表现了诗

人对现实的厌恶和避世的心态

③虚实结合。前四句实写眼前与友人分别之景，后八句虚写，想象希望友人能找到桃花源一

般的避世之所，远离肮脏秽乱的尘世，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厌恶和避世的心态。

④对比。前四句写眼前与友人分别之景，凄凉蓑败，后八句写恬静安逸的桃花源，通过对比，

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厌恶和对平静、美好生活的向往。(答对一种艺术手法得 1分，分析合

理得 1分。答对两种手法并分析得当得 4分。)

（2）“请君停篙莫回船”，作者劝告友人如果找到了桃花源后一定要留在那里，不要回到现

世去；“不用归来说消息”是说桃花源外的尘世肮脏无比，你到了桃花源就住下来，不要像那

个渔夫一样回来告诉我发现桃花源的消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江山沦陷的愤懑，对现世的厌

恶和无奈以及向往這世归隐的心理。(4分)

15．(5分)

(1)不尽长江滚滚来(2)英蓉江露香兰笑(3)强崇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4)落霞与孤齐飞(5)气吞万里如虎

五、(21分)

16．AD[解析]A项“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存在夸大的成分，稍稍影响了文章的认同度”说法不

正确。符合“蝴蝶效应冖理论，即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

锁反应。D项“乐观向上，笑对人生”并非此文的主旨。

17．“永运欠一顿饭”中“一顿饭”在文中是借代修辞的代体，(2分)代指生活中的一切“常被忽

视的微小东西”，并非只指一顿饭。(2分)(共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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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画线句子中的“当一顿饭”“当一句话”“当了口气”本身就含有对“一顿饭”“一句话”“一口气”

的意视，强调应把“每顿饭”、“每句话”、“每口气”当回事，表达既简练又新奇。(2分)画线

句子使用排比修辞，扩展了语意涵盖面：(1分)“每顿饭”、“每句话”、“每口气”由大到小(由

繁到简)呈递进排列，充分说明生活中即使细微到诸如“喘气”之类的事，也不得数衍。(2分)(共

5分)

19．(1)也许她们压根就没把我当外人，对我无需客套；也许她们抠门，不愿让我揩油；也

许她们厨艺不精，怕我笑话：也许她们腼腆，不愿和不太熟的人共餐。(言之成理，答出三

点即可，共 4分)

(2)女孩不让饭的真正理由已无从考证，作者认定的理由系作者的主观猜想，乍一看有些另

类，但结合下文“她们生活的认真劲儿”可确定，作者认定的理由在情理中。(2分)文章选取

的材料要为文章主服务，作者之所以认定她们不让饭是缘于对每口饭的重视，就是为了更有

力地表现文章主旨。(2分)(共 4分)

六、(12分)

20.略(6分)

21参考答案：阅读形式多样，“一起读”带动阅读热情，影视节目推动相关书籍畅销(意思

对即可,6分)。

七、(60分)

22.(60分)

【文言参考译文】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

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大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

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土痈疸发作而死。

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如果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

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事件发生时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

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问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贵；

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

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5《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

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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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

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

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

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

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在项羽杀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泰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

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

龄己经七士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分寸，

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即使这样，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

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