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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城 区 高 三 统 一 测 试 

                语  文          2017.4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条形码贴在答题纸规定处．．．．．．．．．．．， 

并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一、 本大题共 7小题，共 27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

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

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

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

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

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

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

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

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

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

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

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

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

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

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1．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不偏不倚”中的“倚”，读音为 yǐ。 

B．“班姑蔡女”中的“班姑”，指《后汉书》作者班固。 

C．“戕害”中的“戕”，最后一笔是“丶”（点）。 

D．“不矜不伐”中的“矜”，意为“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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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红楼女子之美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各美其美                        B．美得适度 

C．都兼具任情之美与中和之美        D．体现了一些古已有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

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

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

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

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

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

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

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

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

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

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

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

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

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

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

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

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

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3.材料二中，胡菊人先生认为薛宝钗是大悲剧人物，下列说法不属于．．．其理由的一项是（3

分） 

A．内热外冷的分裂，使其世故      B．把生命激情视为疾病 

C．只能用假面对付虚假的世界      D．不曾像黛玉那样率性 

4. 根据材料二，下列与“冷香丸”有关的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曹雪芹创造出以“冷香丸”治疗宝钗的“热毒”，是一种精彩的写法 

B．“冷香丸”所解“热毒”，“病症”之一是追求功名，之二是为人端庄 

C．有人认为，“冷香丸”有治疗内热外冷分裂性格的意义，对宝钗有益  

D．有人认为，“冷香丸”是压制生命活力扭曲真实心性的，对宝钗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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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 20世纪 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

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

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

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

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

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

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

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

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

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

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

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

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

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

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

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

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

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

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

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

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5. 根据材料三，下列证明宝钗不“奸”的理由中，与文意不符．．的一项是（3 分） 

A．去潇湘馆寻黛玉，因见宝玉进去怕有不便，便没有前往，可见她不存妒忌 

B．担心红玉与坠儿怀疑自己，便假装是在追黛玉，这是情急之下的正常反应 

C．提出拿自己的新衣给金钏装裹，是为了给王夫人减压，不是为了贬损黛玉 

D．认为金钏死不足惜，是特定情境下的话语，目的是安慰人，而不是讨好人 

6. 对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说明造成对

宝钗的评价众说纷纭的原因。（6 分） 

7．人物的复杂性是指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形象有丰富的释读和评价的可能，上面材料中所

分析的宝钗就是一个复杂性人物。请从《红楼梦》《呐喊》《边城》《老人与海》《平凡的

世界》《红岩》这六部作品中任选一个人物（宝钗除外），结合作品中的相关内容，谈谈

你对该人物复杂性的理解。（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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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3题。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

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所听必

悖．矣。何以知其．然耶？ 

《吕氏春秋》云：邾
①
之故，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之君曰：“不若．以组。”邾君曰：

“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所以

欲用组者，其家为甲裳多以组也。”邾君不悦，于是乎止，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

故为甲以组而便也，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为组

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凡听言不可不察。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尽啜之。文侯曰：

“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师赞曰：“其子且食之，其．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

赏其功而疑其心。 

事之情一也，所以观者异耳。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

圆，于杯则．亏，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有所亏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

庸讵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择

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 

夫忘家殉国，则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卫公子开方、吴起、乐羊三人是也。

若．私其亲，则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则忘其身”。穰苴杀

庄贾是也。故《传》曰：“欲加之罪，能无辞乎？”审是非者，则事情得也。                               

                                                      （节选自《反经·忠疑》） 

【注】①邾，古国名。 

8.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毁．之则疏，誉之则亲        毁：破坏 

B．多有所尤，所听必悖．矣      悖：谬误 

C．人有伤．之者曰              伤：中伤 

   D．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      累：妨碍 

9.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A．何以知其．然耶            其．谁不食 

B．为甲裳以．帛              乐羊以．我故 

C．不若．以组                若．私其亲 

D．于杯则．亏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 

10.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令官为甲必以组 

（邾君）命有关的官吏制作甲裳一定要用丝带连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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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窥面于盘水则圆 

在盘子里放上水，看自己的面影，（面部）就是圆形完整的 

C．所自窥之异也 

自己能看出水中面影的区别罢了 

D．临军约束则忘其亲 

指挥军队时就该忘掉自己的父母 

11.下列诗句阐释的哲理和作者的观点“事之情一也，所以观者异耳”接近的一项是（3

分） 

A．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B．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C．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D．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6分） 

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  ②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13．本文对“听言”有怎样的看法？请结合文本，选择其中的一点谈谈给你的启示。（6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4－17题。 

桃源行   王安石 

望夷宫
①
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
②
，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
③
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注】①望夷宫：秦国宫名。②商山翁：指“商山四皓”，秦末汉初隐居于商山的四个隐士。    

     ③重华：指传说中上古时代最英明的三大部落首领之一的舜，他姓姚，名重华。 

14.下面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诗歌首句化用“指鹿为马”了这一典故，此句写出了统治者的荒谬无道。  

B.诗中五六两句描述了桃源中人的生活状态，表现了隐居生活的艰苦和辛酸。 

C.“春风”一句表达了桃源中人听闻外界战乱不断，不胜悲慨，泪落沾巾。 

D.本诗是从桃源中人的角度叙述的，而《桃花源记》是从渔人角度叙述的。  

15.下列各项诗句不属于．．．对桃花源中的景色进行直接描写的一项是（3分） 

A.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陶渊明《桃花源诗》） 

B. 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韩愈《桃源图》） 

C. 鸡声犬声遥相闻，晓色葱茏开五云。（刘禹锡《桃源行》） 

D．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王安石《桃源行》） 

16.本诗最后两句“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意蕴深远。请结合诗中相关内容，

分析诗人在这两句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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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6分） 

化用，即将他人作品中的文字化解开来，根据表达需要重新组合，灵活运用。王安

石《桃源行》中“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这两句，实际是化用了《桃花源

记》中的“(1)_____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2）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化用了北宋刘攽《九日》中的“可怜西北望，白日远长

安”。王勃《滕王阁序》中的“（3）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化用了庾信《马射

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1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1题。 

圣彼得堡的留恋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我更倾向选择后者。我觉得圣彼得堡更加宁静，更有历史底

蕴。傍晚走在最笔直的涅瓦大街上，那些看上去已经非常老旧的灰色建筑，在灯光下似乎

成为一件古老的工艺品。“旧”，让悠远的彼得堡更加真切，似乎有一种抚摸天鹅绒般的质

感。 

冬宫像一个沉默的 300 岁的老迈巨人，坐落在涅瓦河边上，一切都是那样安静。它的

墙壁那样厚实，仿佛一千发子弹都不能将它射穿。我站在冬宫入口处，眺望着涅瓦河，想

要寻找当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心中聆听那著名的炮声，可惜缘悭一面。 

走进冬宫，满眼皆是高耸、巨大，无论是穹顶还是廊柱，都是那样饱满，仿佛不是人

类建造的，似乎像大地、天空一样早已存在，让你觉得它能万年不败。冬宫里面有上千座

大小不一的大厅，每一个大厅里面，墙壁上都悬挂着世界名画。达·芬奇、拉斐尔、毕加

索的巨型原作，不可思议地呈现在眼前，让你总是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至于高更、凡•

高、马蒂斯的画作，那更是比比皆是，已经让你觉得毫不稀奇了。冬宫里面的画作和艺术

品，是需要穷尽一生欣赏的，因为每一个大厅的每一幅画作，都足能让你为之驻足一生。

可是人的生命太短暂了，怎么可能？半天的时间，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 

我走出冬宫时，心中有赞叹．．，也有伤感。 

在圣彼得堡，还应该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亲近像陀

氏这样文学大师的故居，哪怕在里面站一站，嗅一嗅故居里面的空气，都是一种幸福，也

能汲取一些力量。 

陀氏的故居在一条老旧狭窄的街道上，正门极小，而且比大街低矮了许多，与旁边街

道上的房屋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有些寒酸。要是没有人指点，我根本不会注意这幢陈旧

的二层建筑。 

跟随着一位身材瘦高、面颊异常消瘦的中年女士在房间里慢慢走着，听着这位研究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博士专家讲解着陀氏的生活和他不朽的文学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冷酷地分析出人的精神的深层危

机。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说法：在陀氏那“残酷到了冷静”的笔下，能够“在骇人的卑污的

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因而往往能“显示着灵魂的深”。还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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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

都一定渗透着作家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从 9岁发作，一直伴随他终生。他 25岁的时候，就以书

信体短篇小说《穷人》一举成名。他被别林斯基称为“天才”，被涅克拉索夫称为“又一个

果戈理”。他是文学天才，但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还是一个逢赌必输的狂热赌徒。 

我端望着陀氏的肖像：阴沉的脸，深邃的目光，坚毅的下巴，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酒鬼

联系上，似乎也不像赌徒，可是现实……或许，这与他的终日酗酒、性格凶狠的父亲有些

关系。 

陀氏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他在写完《穷人》的第二年，参加了彼得堡的革命小组。

他尽管革命，但反对暴力，主张改良。后来，他因为牵涉一桩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

随后被执行死刑，却又在刑场上被临时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几年后，又被释放，但必

须在西伯利亚服役。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非凡的 10年。 

陀氏故居保存完好，打字机、礼帽、书桌、书柜、木床、孩子的木马，还有巴掌大小

的便笺，都是当年的原物。那时候穷困潦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搬家，这所故居是他在

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处居所。他一生执着于研究“天堂与地狱”和“人与信仰”的关系，所

以对自己居所的唯一要求，就是在屋子里的某一扇窗户望出去，一定要能够看见教堂的尖

顶。我站在故居进门处的一个狭长的玻璃窗前，毫不费力地看见了不远处一座教堂的尖顶。 

我没有嗅到故居中有丝毫的酒气，但却好像目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辉煌。在1866

年到 1880年的 14年间，他奇迹般地完成了《罪与罚》《赌徒》《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

弟》4 部巨著。其中，《赌徒》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的。如此高效，不能不提到他的第二任

妻子安娜。这位速记学校毕业的高材生，速记的速度，几乎超过了陀氏的口述。也正是在

妻子安娜的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在出版社规定日期内完成了《赌徒》的写作，才彻

底买下了这栋房产。从此，漂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在圣彼得堡安定了下来，有了一个

安定的家。 

陀氏每天晚上写作，上午睡觉，下午接待上门求教的读者。当他在书房睡觉时，他的

孩子们绝对不能打扰他。在故居，我见到了孩子们从书房门缝下塞进去的小纸条原件，上

面写着歪斜的俄文：爸爸，我想吃糖。 

就像陀氏作品里的人物自身都具有双重人格、自我对立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

个矛盾的共合体。他一方面严厉、阴郁，一方面又友好、温善，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矛

盾中艰难度过。最后，在一个冬季的夜晚，他因为挪动笨重的书架，导致脑血管破裂而死

去。为他送行的人们，默默无语地跟在他的灵柩后面，长长的队伍，不见尾端。 

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什么都没有拿，只带上了装满陀氏手稿的皮箱，离开了这幢能够

随时看得见教堂尖顶的居所。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见到那么多陀氏的著作，与这位贤良的

妻子有着重要的关系。当年托尔斯泰知道安娜的行为后，大加赞赏，称她是一个“伟大的

女性”。 

在陀氏故居，我足足待了两个小时。走出故居时，心中有赞叹．．，也有伤感。 

我望着那显得寒酸的大门，突然想起了陀氏的一句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

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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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苦难也是财富——对于作家来说，必须拥有经历。 

离开圣彼得堡，冬宫里的明亮辉煌和陀氏故居里的灰暗沉闷，总是在我的眼前交替浮

现。假如让我做一次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不用问我为什么。我的答案，只在我的心里。 

（取材自武歆同名散文） 

（重要提示：答题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陀氏”或“陀翁”称谓即可。） 

18.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作者更喜欢圣彼得堡的原因是这里很老旧的灰色建筑像古老的工艺品。 

B．作者在心中聆听“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更加感受到此刻冬宫的安静。 

C．时间仓促，不能充分欣赏冬宫里的艺术作品，作者因此觉得“伤感”。 

D．孩子们写的纸条，让作者感受到孩子们的顽皮和陀氏作为父亲的慈爱。 

19.作者在走出冬宫和陀氏故居时，两次都“心中有赞叹”，请根据文意分别说明这两次所

“赞叹”的内容。（4 分） 

20.请对文中画线句子加以赏析。（6分） 

21.离开圣彼得堡后，陀氏故居的“灰暗沉闷”还浮现在作者眼前。这里的“灰暗沉闷”有

哪些含义？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它的原因是什么？（8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22．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学校开展“走进西城”系列活动，请你写一段文字，向大家介绍某一名人故居、博

物馆或特色街道等。要求言之有物，条理清楚。150 字左右。 

②共享单车的出现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如乱停乱放、恶意破

坏、据为己有等不文明现象。请你写一段文字，倡议大家摒弃对共享单车的不文明行为。

要求语言精炼得体，理由充分，有号召力。150 字左右。 

③请以“那熟悉的声音”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不超过 150 字。 

23．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纸上。 

    ①《圣彼得堡的留恋》中有一句话：“对于作家来说，必须拥有经历。”其实何止作家， 

对于其他人或事物也一样：经历，可以是财富，也可能是负担；经历了，可以更加成熟，

也可能变得世故或麻木；那些经历，可以留在昨天，可以带到今天，也可以生成明天……

请以“‘经历’之我见”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不要局限于《圣彼得堡的留恋》的内容，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②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是个科技无所不在的世界。学生遇到了作文软件，棋手遇到了

对弈机器，医学遇到了克隆技术，太空遇到了载人飞船……科技令人惊叹，使人“任性”， 

也让人惶恐。面对科技，人类会自信，会自大，也会自卑…… 

    请展开联想或想象，以“与科技相遇”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立意自定；有细节，有描写。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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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高三统一测试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7.4 

一、（24分） 

1．（2分）B    2．（2分）C   3．（3分）A   4．（3 分）B    5．（3分）D    

6．（6分） 

要点一：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 

要点二：从读者角度看，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

钗的评价。 

要点三：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

使宝钗形象复杂化。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分，意思对即可。 

7．（8分） 

【答案示例】略 

【评分参考】对人物复杂性的理解 4分，联系作品内容 4分。 

二、（24分） 

8．（3分） A    9．（3分）D    10．（3分） C   11．（3分） A 

12．（6分） 

①当魏尚被绳之以法时，（他）便成为罪人；当（魏尚）被法外施恩时，（他）又成了

功臣。 

②世上的人（都各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符合自己标准的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自己标

准的就认为是不对的。 

【评分参考】每句各 3分。第①句“为罪”“施之以德”“为功”为赋分要点（“绳之以

法”可不译）；第②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为赋分要点，译出一点给

2 分，两点给 3分。 

13．（6分） 

   【答案示例】作者认为“听言不可不察”，听别人讲的话，要仔细思考辨别。邾国国君

听了别人中伤公息忌的一番话，不去思考公息忌的建议对国家是否有利，就下令废止，

这样盲目的“听言”只会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在聆听别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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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时一定要冷静分析，认真思考，汲取其中正确的、有益的部分，不要受其中错误的

部分影响。 

   【评分参考】本题 6分。本文对“听言”的看法 2 分，“启示”2分，结合文本分析 2

分。对“听言”的看法，能从文中找到依据即可。 

 

 

三、（18分） 

14．（3分）B     15.（3分）D 

16．（6分） 

要点一：对无道统治者的痛恨、批判。 

要点二：对贤明君王的渴望、期盼。 

要点三：对历代百姓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 

【评分参考】以上三点，每点 2分。意思对即可。 

17．（6分） 

（1）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2）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3）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评分参考】每空 1分。句中有错字、别字、多字、少字，则该句不得分。 

四、（24分） 

18．（3分）C（选 A得 1分） 

19．（4分） 

要点一：赞叹冬宫的宏大、历时悠久，赞叹宫内名画的众多和精美。 

要点二：赞叹陀氏所取得的创作的辉煌，赞叹陀氏幸运地遇到一位贤良的妻子。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 分。 

20．（6分） 

要点一：“默默无语”写出人们的肃穆、悲哀，表明陀氏受人尊敬。 

要点二：“长长的队伍”写出来送葬的人数之多，表明陀氏影响广泛。 

要点三：从侧面写出陀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分。 

21．（8分） 

“灰暗沉闷”的含义： 

要点一：陀氏故居建筑的阴暗低矮寒酸。    要点二：陀氏人生历程充满苦难。  

要点三：陀氏性格中的严厉、阴郁。        要点四：陀氏作品对人性分析的冷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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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1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毫不犹豫地选择”它的原因： 

要点一：在了解陀氏的苦难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后深受震撼。 

要点二：对伟大作品产生于苦难经历这一道理的高度认同。 

要点三：以陀氏的历尽苦难终成大师自勉。 

【评分参考】要点一、要点三各 1分，要点二 2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五、（60分） 

22．（10分） 

（1）符合题目要求，以 7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2）第③题诗歌评分参考：有形象感（或哲理性）、节奏感和一定的抒情性，形式上

一般分行排列（也可以连写）。超过字数不扣分。 

 

23．（50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分以上。 

 
二类卷 

（33—41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分以上。 

 
四类卷 

（24—0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分。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

每少 50个字减 1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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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和赞誉，肯定与否定，不可能有一个固定标准。以汉高祖刘邦那样雄才大略，汉

丞相陈平那样足智多谋，当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陈平；而当有人赞誉陈平

时，汉高祖则又（重新）亲近了陈平。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魏尚那样的忠诚，当魏尚

被绳之以法时，（他）便成为罪人；当（魏尚）被法外施恩时，（他）又成了功臣。由此

可知，听别人汇报情况，往往会判断失误；判断多有失误，结论必然违背常理。怎么能

明白这一道理呢？ 

《吕氏春秋》中说：邾国的习俗，制作铠甲，使用丝帛连缀。公息忌对邾国国君说：

“不如改用丝带连缀。”国君说：“好！”于是下令，制作铠甲必须使用丝带连缀。公息忌

因此下令让自己家人都去织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之所以建议用丝带，

是因为他家编织丝带。”邾国国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就下令禁止，不再用丝带连缀铠甲。

邾国国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如果邾国过去制作铠甲用丝带连缀很方便，公息忌家即使

编织再多丝带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邾国用丝带制作铠甲不方便，公息忌家即使不编织

丝带又有什么好处呢？公息忌家编织丝带还是不编织丝带，都不足以妨碍对公息忌所提

出的建议的评价。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仔细思考辨别。 

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儿子

煮了做成羹汤送给乐羊，乐羊一口气把羹汤全喝光了。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

我的缘故，吃自己儿子的肉。”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

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却（从此）怀疑他心肠残忍。 

事情是一样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从城上往城下看，往往把牛

看成是羊，把羊看成是猪。这是由于所站的太高的缘故。在盘子里放上水，看自己的面

影，面部就是圆形完整的；拿一杯水当镜子照自己的脸，看到的脸可能就是不完整的。

脸形并没有变化，但照出来有时圆，有时又不完整的缘故，是照的工具不同。如今，我

想要端正自身来接人待物，可怎么能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我的呢？由此

可知，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上的人都各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符合自

己标准的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就认为是不对的。如今我想要选择正确的一

面来立身行事，摒弃错误的一面，可是不知道世人的是非标准和我的是非标准，到底哪

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如果忘记小家而不惜一切为国家，那么就会被认为“不能关心自己的亲人，还怎么能

爱国君呢?”卫国的公子开方、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假如不愿离开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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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会有人说：“大将从接受任命那天起，就应该忘记自己的亲人；从到军中担负指挥

责任那一天起，就该忘记自己的父母；从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那一天起，就要舍生忘死

投入战斗。司马穰苴就是以这个理由杀掉庄贾的。所以《左传》称：“如果想要治罪，还

怕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吗?”要判断是与非，看看上面的这些事例就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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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高三统一测试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7.4 

一、（24分） 

1．（2分）B    2．（2分）C   3．（3分）A   4．（3 分）B    5．（3分）D    

6．（6分） 

要点一：从创作原则看，《红楼梦》是要塑造“真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再单一、单薄。 

要点二：从读者角度看，读者选取的立场及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先入为主，都会影响对宝

钗的评价。 

要点三：从写作手法看，《红楼梦》运用了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

使宝钗形象复杂化。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分，意思对即可。 

7．（8分） 

【答案示例】略 

【评分参考】对人物复杂性的理解 4分，联系作品内容 4分。 

二、（24分） 

8．（3分） A    9．（3分）D    10．（3分） C   11．（3分） A 

12．（6分） 

①当魏尚被绳之以法时，（他）便成为罪人；当（魏尚）被法外施恩时，（他）又成了

功臣。 

②世上的人（都各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符合自己标准的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自己标

准的就认为是不对的。 

【评分参考】每句各 3分。第①句“为罪”“施之以德”“为功”为赋分要点（“绳之以

法”可不译）；第②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为赋分要点，译出一点给

2 分，两点给 3分。 

13．（6分） 

   【答案示例】作者认为“听言不可不察”，听别人讲的话，要仔细思考辨别。邾国国君

听了别人中伤公息忌的一番话，不去思考公息忌的建议对国家是否有利，就下令废止，

这样盲目的“听言”只会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在聆听别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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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时一定要冷静分析，认真思考，汲取其中正确的、有益的部分，不要受其中错误的

部分影响。 

   【评分参考】本题 6分。本文对“听言”的看法 2 分，“启示”2分，结合文本分析 2

分。对“听言”的看法，能从文中找到依据即可。 

 

 

三、（18分） 

14．（3分）B     15.（3分）D 

16．（6分） 

要点一：对无道统治者的痛恨、批判。 

要点二：对贤明君王的渴望、期盼。 

要点三：对历代百姓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 

【评分参考】以上三点，每点 2分。意思对即可。 

17．（6分） 

（1）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2）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3）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评分参考】每空 1分。句中有错字、别字、多字、少字，则该句不得分。 

四、（24分） 

18．（3分）C（选 A得 1分） 

19．（4分） 

要点一：赞叹冬宫的宏大、历时悠久，赞叹宫内名画的众多和精美。 

要点二：赞叹陀氏所取得的创作的辉煌，赞叹陀氏幸运地遇到一位贤良的妻子。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 分。 

20．（6分） 

要点一：“默默无语”写出人们的肃穆、悲哀，表明陀氏受人尊敬。 

要点二：“长长的队伍”写出来送葬的人数之多，表明陀氏影响广泛。 

要点三：从侧面写出陀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2分。 

21．（8分） 

“灰暗沉闷”的含义： 

要点一：陀氏故居建筑的阴暗低矮寒酸。    要点二：陀氏人生历程充满苦难。  

要点三：陀氏性格中的严厉、阴郁。        要点四：陀氏作品对人性分析的冷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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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1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毫不犹豫地选择”它的原因： 

要点一：在了解陀氏的苦难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后深受震撼。 

要点二：对伟大作品产生于苦难经历这一道理的高度认同。 

要点三：以陀氏的历尽苦难终成大师自勉。 

【评分参考】要点一、要点三各 1分，要点二 2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五、（60分） 

22．（10分） 

（1）符合题目要求，以 7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2）第③题诗歌评分参考：有形象感（或哲理性）、节奏感和一定的抒情性，形式上

一般分行排列（也可以连写）。超过字数不扣分。 

 

23．（50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分以上。 

 
二类卷 

（33—41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分以上。 

 
四类卷 

（24—0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分。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

每少 50个字减 1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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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和赞誉，肯定与否定，不可能有一个固定标准。以汉高祖刘邦那样雄才大略，汉

丞相陈平那样足智多谋，当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陈平；而当有人赞誉陈平

时，汉高祖则又（重新）亲近了陈平。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魏尚那样的忠诚，当魏尚

被绳之以法时，（他）便成为罪人；当（魏尚）被法外施恩时，（他）又成了功臣。由此

可知，听别人汇报情况，往往会判断失误；判断多有失误，结论必然违背常理。怎么能

明白这一道理呢？ 

《吕氏春秋》中说：邾国的习俗，制作铠甲，使用丝帛连缀。公息忌对邾国国君说：

“不如改用丝带连缀。”国君说：“好！”于是下令，制作铠甲必须使用丝带连缀。公息忌

因此下令让自己家人都去织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之所以建议用丝带，

是因为他家编织丝带。”邾国国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就下令禁止，不再用丝带连缀铠甲。

邾国国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如果邾国过去制作铠甲用丝带连缀很方便，公息忌家即使

编织再多丝带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邾国用丝带制作铠甲不方便，公息忌家即使不编织

丝带又有什么好处呢？公息忌家编织丝带还是不编织丝带，都不足以妨碍对公息忌所提

出的建议的评价。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仔细思考辨别。 

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儿子

煮了做成羹汤送给乐羊，乐羊一口气把羹汤全喝光了。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

我的缘故，吃自己儿子的肉。”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

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却（从此）怀疑他心肠残忍。 

事情是一样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从城上往城下看，往往把牛

看成是羊，把羊看成是猪。这是由于所站的太高的缘故。在盘子里放上水，看自己的面

影，面部就是圆形完整的；拿一杯水当镜子照自己的脸，看到的脸可能就是不完整的。

脸形并没有变化，但照出来有时圆，有时又不完整的缘故，是照的工具不同。如今，我

想要端正自身来接人待物，可怎么能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我的呢？由此

可知，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上的人都各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符合自

己标准的就认为是对的，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就认为是不对的。如今我想要选择正确的一

面来立身行事，摒弃错误的一面，可是不知道世人的是非标准和我的是非标准，到底哪

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如果忘记小家而不惜一切为国家，那么就会被认为“不能关心自己的亲人，还怎么能

爱国君呢?”卫国的公子开方、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假如不愿离开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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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会有人说：“大将从接受任命那天起，就应该忘记自己的亲人；从到军中担负指挥

责任那一天起，就该忘记自己的父母；从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那一天起，就要舍生忘死

投入战斗。司马穰苴就是以这个理由杀掉庄贾的。所以《左传》称：“如果想要治罪，还

怕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吗?”要判断是与非，看看上面的这些事例就全明白了。 

 

 

 

 

 

 



 

 

爱智康是好未来（前学而思教育）旗下高端品牌，从 2007 年开始探究 K12 有效的 1 对 1 教

学模式，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成都、西安、南京、武汉、苏州、

郑州，十二个城市地成立分支机构。目前已开设 1 对 1、5-7 人小组学习和在线学习等多种

授课模式。爱智康在全国已有近 100 所辅导中心，数千名教职员工，成为美誉度颇高的 K12

辅导品牌之一。 

 

 

 

二模 1 对 1 短期冲刺课 

 

课程亮点 

二模 1 对 1 短期冲刺课的内容安排可以 

有效的帮助同学高效复习。以专题模块 

形式呈现重难点。有针对性的对试卷中 

40%-50%的基础题、20%-30%的中档题、 

20%-30%的难题，分配对应的学习时间 

和强度。每个专题都是为了解决考生在 

冲刺阶段最急切的重难点问题，命中考 

生急需提升的薄弱环节，帮助考生高效 

备考。 

 

 

 

 

 

 

 

 

北京高考指南 

 

第一时间获取高考咨询、 

备考资料、干货讲座的平台 

         

        课程安排 

        二模 1 对 1 短期冲刺课 

        课次：4 次课 

        开课时间：二模考试前 

        开课校区：所有学习中心 

        报课热线：4000-121-121 

 

 

 

 

 

 

 

 

扫码了解课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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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深度、有高度、更有温度的 

家长福利组织 

微信资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