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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方士郑安期为采仙草拯救被瘟疫困扰的民众，在白云山失足坠崖，驾鹤成仙。出于感激和敬

仰，人们建祠、登山拜祭，逐渐演化成“郑仙诞”这个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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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1）

（2） 非宁静无以致远1

政入万山围子里2

衣冠简朴古风存3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4

松柏有本性5

九万里风鹏正举6

（3） 1:此中有真意

2:欲辨已忘言

1

1:无可奈何花落去

2:似曾相识燕归来

2

8 改变（1）

点头（2）

通“缺”，缺口，空隙（3）

副词，将近（4）

一、积累与运用



9 D（1）

先前的霸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就像儿戏一样，匈奴是完全可以通过偷袭而俘虏那里

的将军。

（2）

B（3）

10 销：销蚀。将：拿，取。（1）

“东风”本指火烧赤壁事，对杜牧而言，可能意指契机、机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

春深锁二乔” 倘若当年东风不将周瑜助，那么铜雀高台春光深深锁住江东二乔，沦为曹

公妾。诗中蕴含机遇造人的哲理，隐含着诗人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慨叹之

情。

（2）

11 A（1）

时间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最基本的因素，而这个适应时间不是若干年，而是若干世代、

千百年的漫长时间，但人类总在不断制造新药物、新污染，人短暂的一生是不够的。

（2）

12 正门：甚为淡雅，近似江南建筑风格。

稻香村：田园风情，田舍家风。

（1）

丰富景观层次，以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还可做门内的影壁，

起阻挡视线的作用，使人无法开门见山窥视宅院内部的情况；同时提醒作好进入内院

的思想准备。

（2）

匾上题字，那么田舍景物就不单只是农家风景，更添了几分雅趣，变成一处雅景，脱

离俗尘之气，除此之外，众客也是对大观园美景的赞美，以及对贾政的恭维，所以

说“田舍家风一洗尽矣”。

（3）

不肯逢迎，不谙世故。从宝玉不顾清客们“更妙”，“妙极”的一致定评，提出截然不同的

看法看出；

桀骜不驯，个性自由。从“大家正想，宝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话，便说道”看

出；

知识丰富，才思敏捷。从宝玉对“天然”的理解和看法可以看出。（说话直率、乐于表

现，有叛逆精神、不落俗套、见解独到，极为害怕父亲，有软弱一面等）

（4）

略13

二、阅读与鉴赏



我家的节日

坦言，节日其实是一种形式。它即是一种文化，一种特殊意义的载体，就像DNA被染色体承

载着一样。节日也总会代表什么，譬如春节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藏匿着每家每户对新年的期许，譬

如端午的一只只惹人的粽子藏匿着万物生灵对古人的祈祷。我家的节日虽不如传统节日那样有内

涵，但是也足以表明我家独特的韵脚。

与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三人组成一个和谐融洽的家。我、妈妈和爸爸，是生活这部大

戏的主角。而我家的节日，即我的生日。我是妈妈爸爸的结合体。在我出生的那天，他们真正得

到了爱情的结晶。十四年前，他们望着我肥嘟嘟的小手，胖乎乎的小腿肚子，笑得如此绚烂。而

现在，抑是如此。

我很自豪在那月那日出生了，或许是命中注定日后每逢生辰之日必要大肆庆祝一番。我总会

要求大吃一通，然后再疯狂玩一时，总之我家的节日像是阳光下得泡沫，炫彩斑斓。

我爱吃。所以父母抛下铁链条带我去环游各色美食。有中规中矩的小炒，有偏淡口的粤菜，

有令人垂涎千尺的西式海鲜盛宴，有浓墨重彩的东北帮派。然而依据爸爸老家的陕味特色，颇具

土地气息的菜肴也是给我家节日的香气四溢镶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金边。在平淡朴实的生活中显

得格外耀眼。每逢我家的节日，三碗油泼辣子面似刚烧热的锅霎时被浇上几勺油，顿时让美味发

挥到极致。爸爸总要亲自下厨，用一块以爱铸成的砧板和一根用爱浇灌成的铁锅铲，做出了一顿

饱含节日气息的面食盛宴。

先是用老家寄来的面粉揉成面团。散落在别处的面粉像是被刷了白颜料的花粉，而爸爸像一

只辛勤的大蜜蜂不停地推拾然后制成面团。然后一根根宽似裤带的面条应运而生，白净白净的隐

含着无限的纯净无暇的爱。接着是炒制辣子，这是点睛之笔。肉丁，红椒段，青椒粒还有姜块葱

末儿，浇上锃亮的油，顿时在黑黑的锅中碰撞成一道闪电，让锅铲都蓬荜生辉。热能在空气中与

食料擦出带有触动味蕾的味道的火花，尚未走近厨房就感觉有什么让舌头变得如此活跃。我原本

饿得黯淡无光的瞳孔猛然射出一阵欣喜的光。加水加油再加上二荆条，火热的锅中就差没有升起

雄雄大火。沾满了红油的铲面不断接触着辣子，准备好碗的我在一旁差点儿忍不住要前去拿手指

蘸满，闻闻也罢。爸爸一操锅，激烈的辣子在空中，像一条火龙在翻腾。最刺激有趣的是泼辣

子。柔滑软韧的面条遇见?

三大碗白面条刚从另一锅捞起放入，冒着呼呼的热气，一勺滚烫的辣子顺势从锅中捞起。勺

底还悬着一滴油，它尚未滴落便也与大部队融为一体了。一层层渗入面的纤维中，表面的还在起

着泡，底下的面条已经浸没在辣子中。再一次浇一勺，又开始新一轮的澎湃。最后撒上葱花姜

块，放两颗大蒜，一碗油泼辣子面在我家的节日里显得更美味。三人一人一碗，爸爸围裙未脱就

迫不及待的捧起碗’嗞溜溜’的吸着面条与汤汁。我和妈妈笑逐颜开，也享受着这我家节日特有的

味道。

我家的节日总会延续好几天，而油泼辣子面一年只有一回，或许是与什么不妥的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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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



纵使我的生日是喜气洋洋的，但又有谁知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一位新生儿的诞生后

的第一声哭泣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母亲的疼痛得到了宣泄。没有哪位母亲会抱怨，说孩子你

知道吗?你出生那会儿我已经痛得晕在一旁。她们会用似水柔情的声音告诉你，孩子你知道了吗?

你出生那会儿我开心得无法以言语描摹。生日不仅只有我一个主角，妈妈同样需要聚光灯的照

耀。这是我今年生日前夕悟出的真理。所以我家的节日要升格了，那碗油泼辣子面不应是只有父

亲的手艺，更要有我的参与。哪怕只是切切葱，哪怕只是洗洗锅。

节日固然重要，但在我家的节日中内涵更为重要。油泼辣子面固然重要，但在一碗油泼辣子

面中是否用心用真情去制作更为重要，赞颂母亲固然重要，但在赞颂母亲时我们是否仅是动动笔

头然后就忘了。

我家的节日不只是一种形式，不只是一种载体，它更是一口警钟，更是一面镜子。它能无拘

无束的在人性的森林里翱翔，更能在真善美之间自由自在的驰骋。然后拾获一粒微小的种子，在

充斥污秽的土地里生根、发芽。

我家的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又过年了……除夕之夜，好热闹啊!人们忙得不亦乐

乎，贴了对联又挂年画;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像在锅里炒芝麻似的接连不断;“啪啪啪”的焰火声就像

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似的。它们穿过了大街小巷，穿过了高楼大厦，把漆黑的夜晚照得如同白昼，

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景象。盼呀盼，重要把春节给盼到了。那么春节有什么习俗呢?赶紧去找

一找吧!    “哇，好香啊!”我刚想走出去，却被香味吸引了回来。一瞧，原来是奶奶在煮馄饨，我赶

紧跑进厨房，问道：“奶奶。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吃馄饨?”奶奶说：“在除夕夜10点的时候都要吃馄

饨，就叫“饺子”(交子)。庆祝新旧交替，子时来临!还有，就是馄饨和“馄囤”谐音。浴室五谷丰

登!”哦，我知道了，找到了一个习俗——“吃饺子”!    走出家门，我看见了一条金龙在不断翻滚，

原来是舞龙大拜年呀!瞧，金色的巨龙在舞龙队员手中不断变换造型：滚龙、盘龙，龙身随着龙头

起伏，摇头摆尾漂亮极了!呵呵，这么重要的习俗，怎么能忘记?又找到一个习俗——“舞龙”。捏

糖人儿是民间传统的绝技，已很少见了。这玩意儿不仅好看好玩，出国留学网玩完后还能吃，一

般小朋友见了都喜欢，因为平时见不到，一旦见着了就不肯走了，不是缠着大人买就是跑回去要

钱，实在没有钱了就眼巴巴的围在一边，手指含在嘴里，盯着这糖人是怎么变出来的。这时捏糖

人的师傅用一个小铲取出一点糖稀，放在沾满滑石粉的手上揉搓，迅速捏出要做的人物大体形

态，然后放在涂有滑石粉的木模里，再用力一吹，稍过一会儿打开木模，所要的糖人就出来

了。     晚上，原本寂静的天空一下子明亮热闹了起来。一道道托尾巴的火光冲上了天空，轰鸣的

响声中，一朵朵绚丽、迷人的花儿盛开在夜幕中。四下里鞭炮声此起彼伏、龙腾虎跃，令人兴

奋。一家人团聚在桌子旁吃着丰盛的晚餐。我们心中都荡出一份温暖、甜美。在这红红火火的大

年中，我们很开心的吃着、玩着、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