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二模语文试题及答案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4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8题。 	  
材料一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

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

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无疑受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

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杭州时期

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

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苏轼创作上的这些变化，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密州，北宋时属

京东路。《宋史·地理志》说京东路的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欧阳修也

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

多”。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围猎是密州人生活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

苏轼知密州后，便时常参与其中。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

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

会促使作者在词作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

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

悲歌的文学传统，更无疑会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而苏轼在密州这一时段的创作，正

体现出这一倾向。	  
可以说，是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促使苏轼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超越的意识

入词，最终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歌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诗体的转变，词体的疆

域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以，要清晰地认识词体的革新、转变，地域文化这一背景

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取材于吴德岗《地域文化与苏轼词的创作》）	  
1．下列各项中加点字的注音，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绮．罗	   qǐ	   B．	  脍．炙人口	   kuài	  

C．河朔．	   suò	   D．	  脂．粉气	   zhī	  

2．下列关于密州地域文化特点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当地儒学兴盛，传统深沉厚重。	  
B．密州一带百姓以强悍勇武闻名。	  
C．当地很多人都很看重围猎活动。	  
D．词风豪放能寄托人的政治怀抱。	  

材料二 	  
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

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

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

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



	  

	  

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

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

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

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

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

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

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

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

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

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

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

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

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

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

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

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3．下列与“材料一”和“材料二”相关的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2分）	  
A．宋词最初以“婉约”为正宗，此派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等。	  
B．“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苏轼《水调歌头》中的名句。	  
C．《边城》中的小城叫茶峒，小说中的人物有翠翠、天保和傩送。	  
D．作家沈从文的小说代表作有《边城》《长河》《四世同堂》等。	  
4．下列对“材料二”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沈从文对湘西的少数民族同胞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关注。	  
B．沈从文认为，湘西的古朴原始才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C．沈从文对湘西的热爱，使他热衷于表现湘西地域文化。	  
D．湘西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于它的顽强、质朴和积极。	  
5．为表现湘西地域文化，沈从文在文学创作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请根据“材料二”

的内容加以概括。答出两点即可。（4分）	  
	  
	  
	  
	  

材料三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

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

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

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

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

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



	  

	  

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

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

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

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

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

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

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

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

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

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

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

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

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

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	  
6．下列对“材料三”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诗经》和《楚辞》的最大差异在于南北方文化不同。	  
B．南北方的气候条件对人的性格形成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C．地域文化决定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作者的精神品格。	  
D．在今天，文学抗拒同质化要靠强调自身地域性来实现。	  
7．根据上述三个材料，简要说明“地域文化”这一概念中所包括的要素。（3分）	  
	  
	  
	  
8．材料三结尾处说：“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

域性灵魂。”你在哪位作家的作品中关注到了其中的“地域性”？请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

谈你的认识。（4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0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题。 	  
【材料一】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

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

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

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

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

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



	  

	  

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

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

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	  

	  （取材于《资治通鉴》）	  
【材料二】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

故人亲戚散施甚厚。	  
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

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

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

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	  

（取材于《明皇杂录》）	  
9．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须臾，裁决俱．尽	  俱：全都。	  

B．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	  顾：回头。	   	  

C．以济．明皇太平之政	  济：救济。	  

D．近者稍．倦于勤	  稍：渐渐。	  

10．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3分）	  
A．自以．才不及崇	   /	  皆以．美于徐公	  

B．爱身保禄而．从之	   /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C．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	   /	  犹且从．师而问焉	  

D．上览其．表，益加悼惜	   /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11．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	  委积：聚积，堆积。	  

B．夫不肖用事．．	  用事：执政，当权。	  

C．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	  相与：互相，交相。	  

D．公当出入．．为藩辅	  出入：指出将入相。	  

12．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以卿坐镇雅俗耳。	  
（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了。	  

B．崇曰：“然则竟如何？”	  
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	  

C．一遵其法，无所变更。	  
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没有变化或修改的内容。	  

D．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	  
没有顾及到国家的安全和危险，的确是有罪的行为。	  

13．请把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	  
	  
	  
14．当时有人称卢怀慎为“伴食宰相”，含有说他是“吃闲饭的宰相”的意思。司马光



	  

	  

则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结合两则材料，简要谈谈你对卢怀慎为相的认识。（4分）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2分。 	  
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 15～19题。	  

渔翁
①	  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

②
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注】①此诗作于诗人被贬为永州司马时期。	  ②欸乃：指渔歌，一说指摇橹声。	  
15．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这首诗以时间为序，描述了渔翁的活动：夜宿晨起，汲水燃竹，日出打渔。	  
B．三四句的描写内容，既有自然景色，又有人物行踪：渔翁不知何时已离岸。	  
C．日出之后，“欸乃一声”打破了山水的宁静，诗歌的感情也由低沉转入昂扬。	  
D．苏轼说“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此诗与“采菊东篱下”一诗风格正相似。	  
16．下面诗句与“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中心境不相同的一项是（3分）	  
A．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	  
B．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孟浩然《万山潭作》）	  
C．渔翁持鱼扣舷卖，炯炯绿瞳双脸丹。（陆游《渔浦》）	  
D．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司空曙《江村即事》）	  
17．诗人借渔翁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结合诗句作简要分析。（4分）	  
	  
	  
	  
18．同样是写渔夫，明代的孙承宗有《渔家》诗写道：“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

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相较于柳宗元的《渔翁》，你更认同哪一种渔夫

形象？简要说说你的理由。（4分）	  
	  
	  
	  
19．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分）	  
化用前人诗文是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如《渔家》一诗中“好作寒江钓雪图”

就是化用了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而柳宗元的《渔翁》中“岩上无心云相

逐”句，也有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①“	   	   	   	   	   	   	   	   	   	   	  ，	   	   	   	   	   	   	   	   	   	  ”两句的痕迹。
再如王安石的《桂枝香》中“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化用了杜牧《泊秦淮》中的

两句诗：②“	   	   	   	   	   	   	   	   	   	  ，	   	   	   	   	   	   	   	   	   	   	  。”可谓：自古人入，又古人出，翻意出新，从而不
断有新境界。	  

既然渔夫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意象，伴随渔夫的“渔歌”也就常常为文人所青睐。比如

《岳阳楼记》中“浮光跃金，③	   	   	   	   	   	   	   	   	   	   	   	   	  ，	   	   	   	   	   	   	   	   	   	   	   	   	   	  ，此乐何极”，表达了面对
明丽之境的欢乐；而《滕王阁序》中④“	   	   	   	   	   	   	   	   	   	   	   	  ，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	   	   	   	   	   	   	   	   	   	   	  ”，
既传递出身临其境一般的深切感受，又仿佛状写出一种难以用文字刻画的情境，虚实结合，

妙不可言。	  
四、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分。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0～25题。 	  

迷失 	  



	  

	  

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

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

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

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

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

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

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

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

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

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

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

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

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

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

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衙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

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

永久的祭奠。	  
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

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

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

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

过来。	  
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

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

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

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

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

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

他也没离开。	  
“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

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

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幅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

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

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

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

是为前来厂里	   ① 	   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
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

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	   ② 	   ，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
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

光中。	  



	  

	  

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

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

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

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

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

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

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

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取材于梅坚《瓷器人物》）	  
20．将下列词语依次填入文中横线①、②处，最恰当的一组是（2分）	  
A．考查	  检查	   B．视察	  检查	  
C．视察	  检验	   D．考查	  检验	  
21．下列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丁老七”给作者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在作者看来他	  “一副基层领导派头”，官腔

十足，缺少工人的朴素与热忱。	  
B．“丁老七”并不是丁师傅的本名，人们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在表达对丁师傅高超的

“绞草”技艺的钦佩与赞许。	  
C．陶瓷厂用纸箱、泡沫代替禾秆，用打包机取代“绞草”工人纯手工劳作，这场包装

革新遭到了“丁老七”的抵触。	  
D．“丁老七”从受人尊重的绞草师傅变为一名环卫工人，对“丁老七”这一人生际遇，

作者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	  
22．“丁老七”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请结合作品内容简要分析。（4分）	  
	  
	  
	  
23．作品结尾处对“丁老七”的描写在内容上有什么作用？（5分）	  
	  
	  
	  
24．请结合作品内容谈谈题目“迷失”的含意。（4分）	  
	  
	  
	  
25．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老行当”（即传统的手工技艺劳动）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请结合作品内容谈谈你对这些“老行当”生存发展的看法。（6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60分。 	  
26．微写作。（10分）	  
阅读下面材料，从后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字。	  



	  

	  

某市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在媒体开设“曝光台”栏目，以照片配文字的形式曝光了 12
位在交通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并将其正面头像放大。一时间舆论四起，民众议论纷纷。	  
①经过设置红绿灯的路口，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面对。你一定也有印象深刻的某一次，请

用一段文字描写当时的情境。	  
②写一段议论性文字，就上述某市交通违法整治行动中的这一举措发表自己的见解。	  
③针对上述材料，以“珍重”为题，自选角度，写一首小诗。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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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身在曹营，心在汉”“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人，诗意地栖居”……无论在身体上或

精神上，我们常有“不在此地”的际遇或憧憬。	  
请以“生活在别处”为题作文。可议论，可叙述，可抒情，文体不限。将题目抄写在答题卡

上。	  
②“众人皆醉我独醒”“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

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总有我们最后凝视到的人或事物。	  
请以“至少还有你”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将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北京市西城区 2016年高三二模试卷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参考 	   2016.5	  

一、（24分）	  
1．（2分）C	  2．（3分）D	  3．（2分）D	  4．（3分）B	  
5．（4分）参考答案：①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
的追求，并着重于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生命力、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②在散文

中以独特、全面、深入的视角，描述了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地人的生

存状态和古朴民风。③在小说中重视描写故事的地域背景，着重表现湘西地域文化特征以及

其中的精神内核。	  
评分标准：本题 4分。答出一点，给 2分；答出两点，给 4分。意思对即可。	  
6．（3分）D	  
7．（3 分）“地域文化”这一概念的要素包括：①当地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食物、土壤
和地形等；②当地的人文环境，包括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

语言乡音等；③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滋养出的当地民众的精神和品格。	  
评分标准：本题 3分。三个要点及简单说明，每条 1分。	  
8．（4分）答案示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作品，这些作品以作者的故乡——山东高密为
故事背景，这是一个土地广袤、饱经苦难的地方，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长满了红高粱，这块

土地上的人们过着贫苦艰难的日子，却又充满了原始的热情和生命力。因此才能在日寇的侵

略凌辱下演绎出最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将高密的地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也成为他红高粱系列作品的最大特色。	  



	  

	  

评分标准：本题 4分。作家作品举例合理，1分；作品地域性特色分析深入，3分。	  
二、（20分）	  
9．（3分）C	  10．（3分）B	  11．（3分）C	  12．（3分）D	  
13．（4分）参考译文：（鲍叔等人）能够了解他们（管仲等人）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国家
事务交给他们（处理），孔子赞美了这种作法。	  
评分标准：“下”“授以国政”“美”三点各 1分，大意 1分。	  
14．（4分）答案示例：	  
①卢怀慎是大度让贤、德高望重的贤相。姚崇是一代贤相，才能出众，娴于政务。材料一中

写卢怀慎“每事推之”，实际是避位让贤，充分调动贤明之士，这从材料二中卢怀慎举荐多

人也可以看出来。正是这样卢怀慎才能与姚崇戮力同心，成就唐王朝的开元盛世。这些都是

卢怀慎作为宰相胸怀大度、以国事为重的表现。	  
②卢怀慎是尸位素餐、有名无实的“伴食宰相”。材料一中写姚崇请假十余日，竟能导致政

事堆积，作为朝廷宰相的卢怀慎竟然束手无策，其理政才能可见一斑，因此材料一中说其“每

事推之”，实际上也就是指责他遇事无能，只能推诿。即便是在材料二中写到其为官清廉，

荐人有功，仍然不能遮盖卢怀慎作为宰相的无能。	  
评分标准：结合材料一二分析，不必面面俱到，能够言之成理即可。	  
三、（22分）	  
15．（3分）C	  16．（3分）C	  
17．（4分）《渔翁》诗刻画了一位自由闲适的渔人形象。他饮清湘，燃楚竹，伴山水，唱渔
歌，夜宿晨起，驾船打渔，悠闲淡然。诗人借此表达自己遭贬之后对恬淡安适生活和自由人

生的向往之情。	  
评分标准：本题 4分。答出形象特点，2分；答出感情，2分。	  
18．（4 分）【参考】《渔家》一诗中的渔翁形象：孙承宗的《渔家》一诗刻画了一位迫于生
计艰辛付出的渔人形象。在寒冷的冬夜，渔人呵着冻僵的手拿起凝结冰雪的竹篙，费力撑船

打渔，无比艰辛。	  
评分标准：本题 4 分。结合诗句明确所认同的特征，2 分；结合认识谈自己认同的理由，2
分。言之成理即可。	  
19．（8分）①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②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③静影沉璧	  渔歌互答	  ④渔舟唱晚	  声断衡阳之浦	  
评分标准：每空 1分。句中有错别字、多字、少字，则该句不得分。	  
四、（24分）	  
20．（2分）C	  21．（3分）A	  
22．（4分）参考答案：“丁老七”绞草技艺高超，深受大家的敬重；他重情重义，对师父始
终怀有感恩之心，有着传统手工艺人的美好品质；他极重视名誉，把奖章、奖状等都随身携

带；他注重仪表，活得自信而有尊严；他思想保守，只求守成，不求突破，在时代的变革面

前无能为力；等等。	  
评分标准：本题 4分。答出一点给 2分，答出两点给 3分，答出三点给 4分。若有其它答案，
言之成理即可。	  
23．（5 分）参考答案：反映出“丁老七”人生经历的变化，从人人尊重的绞草师傅到一名
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表现出“丁老七”被迫失去他引以为傲的绞草工作后的痛苦茫然，和

小说开篇活得自信而有尊严的“丁老七”形成鲜明对比；暗含了作者对时代发展中传统手工

艺人命运的思考。	  
评分标准：本题 5分。答出一点给 2分，二点给 4分，三点给 5分。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
即可。	  



	  

	  

24．（4分）参考答案：“丁老七”固守绞草的传统手工技艺，拒绝接受技术革新，在迅猛发
展的时代中被淘汰。“丁老七”在新时代失去了曾经的价值，他痛苦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面对时代发展的冲击，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手工艺人该如何生存发展，作者也感到困惑，难

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评分标准：本题 4分。答出一点给 2分，答出两点即给满分。	  
25．言之成理即可	  
评分标准：本题 6分。看法明确合理，2分；结合内容分析 4分。	  
五、（60分）	  
26．（10分）	  
（1）符合题目要求，内容充实，以 7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2）超过字数不扣分。	  
27．（50分）	  
评分标准参考 2015年北京高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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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材料一译文】 	  
姚崇曾有一次为儿子办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从而使得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

慎无法决断，感到十分惶恐，入朝向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之事委托给姚崇，

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了。”姚崇假满复出之后，很快便将未决之事处

理完毕，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道：“我作宰相，可以与历史上哪些宰相

相提并论？”齐浣没有回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相比，谁更好些？”齐浣回

答说：“管仲、晏婴所奉行的法度虽然未能传之后世，起码也做到终身实施。您所制定的法

度则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齐浣回

答说：“您可以说是一位救时之相。”姚崇听后十分高兴，将手中的笔扔在桌案上说：“一位

救时宰相，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呀！”	  
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遇到一件事，都会推让给姚

崇来处理，当时的人将他称为“伴食宰相”。	  



	  

	  

臣司马光评论说：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

位在后者之上，（鲍叔等人）能够了解他们（管仲等人）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国家事务交

给他们（处理），孔子赞美了这种作法。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

萧何制定的法度，没有变化或修改的内容，汉家的功业即因此而得以成就。如果不贤的人当

权，作为他的僚属，为了苟全性命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

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家的罪人。如果贤良明智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用欺诈蛊惑来扰

乱他的布署，用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用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取

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齐心协力，为的就是成

就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	  
【文言材料二译文】 	  
唐朝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谋求钱产资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

当官身份高贵以后，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对待亲戚朋友，卢怀慎的帮助

和接济非常大方。	  
后来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一起去探望他。

卢怀慎一直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

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

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出将入相，作国家的藩篱、皇帝的辅臣，

皇帝寻求天下大治的心思很急切，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近些时候对政务渐渐有所懈怠，这

时候往往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在意）。”过了没几天，卢

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就亲手写了一封奏章，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

朝隐。皇帝看了奏章，对他的离世越发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