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文 试 卷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

清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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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

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3. 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满分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 ( 3 5 分)

(一)现代文阅读I (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

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

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

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

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

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

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

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 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

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

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

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

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

各样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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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 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

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 为什么

“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 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

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

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

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

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

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

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 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

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

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

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

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

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

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

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

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

“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

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

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

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吧。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现代人对时间逻辑的重视以及对空间逻辑的忽视，可能会导致“时间的暴政”。

B. 从个人小天地进入社会，并对未来发展做准备，能增强年轻人对生活的可控感。

C. 相比社区，“附近”边界更灵活，更强调个体经验，也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认识。

D. “附近”包含着细密而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我们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乡土社会的人们在熟人社群长大且不轻易流动，与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同，他们对“附近”的认

知比较具体清晰。

B. 画线句通过对被访者观点的引述拉近双方的距离，又为话题的自然过渡做好铺垫，体现提问者

对访谈较强的掌控力。

C. 项飚回答时经常用“ 一方面”“另一方面”和“可能”,作为人类学家的他思路很清晰，也比

较注重语言的严谨性。

D. 重新树立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需要减少对宏大叙事的关注，积极投入到对自己周边生活的

具体感知之中。

3. 下列选项中，与项飚“重建附近”的主张不相符的一项是(3分)

A. 和楼下商贩聊天

B. 去观音桥逛夜市

C. 在豆瓣APP参加读书小组

D. 到另一个城市参加马拉松比赛

4.请根据访谈内容，把表格补充完整。(4分)

时间的暴政
③

抽象的感知
特点

摆脱时间暴政
强调具体经验

重建理解方式

觉得生活失控的

年轻人

尤其重要

附近消失

必须

需要

需要
② ④

①

5.项飙在访谈中提到，他对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请结合访谈分析其表现及效

果。(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文本 一：

竹叶舟

川端康成

秋子把水桶放在蜀葵旁，从梅树下的一棵矮竹上摘了几片叶子，然后把叶子放到水桶里。

“船，你喜欢吗?”

小男孩出神地盯着水桶看。他抬起头看看秋子，咧着嘴微笑着。

“秋子给你做了多好玩的船，”小男孩的妈妈说，“因为你是好孩子。如果你听话，秋子就和你一

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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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子所以要跑到屋外的小院子里来，是因为感到小男孩的妈妈想同她的爸爸单独聊聊。这个孩子

很淘气，就把他领了出来，他是她未婚夫最小的一个弟弟。

他搅着叶子。“它们在打仗呢!”他高兴得什么似的。

她把洗净的单衣拧干，晾了起来。

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她的未婚夫还没有回来。

“打!”小男孩一边使劲地搅着水， 一边喊：“狠狠地打!”

“你把身体全搞湿了。”

“要不然它们不动呀!”确实，他把手一拿出来，竹叶就静止不动了。

“把竹叶放到河里去，那样就不会停了。”

小男孩把桶里的竹叶捞了起来，秋子把水浇到蜀葵上，然后把水桶拿回厨房。

她站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把竹叶一片一片地扔进河里。

小男孩乐得直拍手。“我的打赢了!你看，你看!”

他沿着河边，跟在竹叶后面跑。

秋子把最后的几片扔到河里，跟在小男孩的后面跑。

她费力地跑着，因为她的左脚有毛病。

她孩提时，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脚跟着不了地。这左脚狭小，柔软，脚面弯得拱了起来，她既不

能跳绳，也不能走稍远一点的路，她放弃婚嫁的希望，但不久却订婚了。毅力可以克服生理上的缺

陷。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地锻炼，使左脚跟能着地走路。脚跟很快地起了泡。但她坚持着。不久，

便失败了。随着放弃了锻炼，打泡后的伤疤仍留在左脚跟上，就像烂冻疮似的。

这男孩是他未婚夫的弟弟，所以这是她第一次用脚跟走那么多的路。

面前是一条小溪，上面浮动着杂草。两三竹叶被勾住了。

小男孩就在她面前约一步的地方看着竹叶， 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走过来。更没有留神她走路的

姿势。

小男孩颈子上的凹处使她想起了她的未婚夫。她很想把孩子抱在怀里。

小男孩的妈妈走了出来，对她说了声“再见”便挽着孩子走了。

“再见!”小男孩平静地说。

不是她未婚夫死了，就是婚约被取消了。

大概是战争时的阴郁气氛才使他想同一个跛得厉害的姑娘订婚的。

她没有进屋去，而是走到隔壁看人家造房子。这房子大概是郡里最大的一间，大家都站在那里

看。战时，建筑中断，野草丛生；现在一下子都改观了，门口还有两棵苍劲的松树。

在秋子看来，这是一种坚固结实的房屋，但是，却有许多窗户，走廊好像全部包在玻璃里。

大家猜测着搬进去住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但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

【注】1950年4月，川端康成赴广岛长崎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的遗迹，写下了《竹叶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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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二：

唐代陈季卿是江南人，到长安考进士，十年没有返家。 一天，他去青龙寺寻访僧人，不遇，便在

殿阁中等候，有一老翁也坐在此处等候僧人。陈季卿注意到墙壁上有地图，他找到通向江南的路线，

说：“如果能从此路回家，考不中也没有关系。”老翁说：“这有什么难的。”于是摘下台阶前的一片

竹叶，放在图中的渭水上，对陈季卿说：“你凝视此处，就会如愿以偿。”陈季卿目不转睛，忽见渭水

波涛汹涌，托来一只大船，他恍恍惚惚登上，船速极快， 一旬后到家，家人欣喜万分。

(“竹叶舟”出处)

元杂剧《竹叶舟》写陈季卿科考落第，于终南山青龙寺遇仙人吕洞宾。吕洞宾劝其出家，陈季卿

功名心未泯，尘缘未了，坚执不肯。吕洞宾用一片竹叶化为一只小船，送思亲心切的陈季卿归去。陈

季卿在睡梦中乘船回到家中，与家人相见后即刻赴京赶考，途中小船被大风浪掀翻，陈季卿落水后一

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他发现吕洞宾留下的荆篮和诗句，诗中讲出了自己在梦中的经历，于是知

其为异人，急忙赶去，拜求度脱。吕洞宾将陈季卿分别引见于八仙后，同赴蟠桃仙宴。从此，陈季卿

以悟道者形象走入了中国古典文学。

(元杂剧《竹叶舟》剧情简介)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小说开头虽然是秋子陪未婚夫的弟弟玩耍的温馨场景，但“她的未婚夫还没有回来”一句揭示

了秋子内心的沉重与忐忑。

B. 陪小男孩玩耍时，秋子首次用脚后跟走了很远的路，是因为小男孩是未婚夫的弟弟，这从侧面

表现了秋子对爱情的渴望。

C. 小说的女主人公名为秋子，“秋”关乎万物肃杀的秋天，作者从自然特征为主人公命名，奠定

了文章悲伤、落寞的基调。

D. 小说并未正面描写战争，却在人物身上体现了战争的影响，如秋子有了婚约又失去，小男孩嘴

里的“打仗”“打”等字眼。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小说以“竹叶舟”为题， 一则“竹叶舟”是小说的线索；二则结合文本二看，“竹叶舟”在作

者笔下又具有象征意义。

B. 小说起笔写秋子摘竹叶做竹叶舟，收笔写秋子看别人造房子，着意设置悬念，使小说笼罩上一

层悬疑色彩。

C. 文本一的小说在表达上用语简洁，平淡克制，但仔细品味，读者仍能读出其中蕴含的战争带给

人的深沉浓烈的感情。

D.《 竹叶舟》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场景中描写了秋子等几个人物，情节简单，体现了小小说“以小

见大、见微知著”的文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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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说对秋子婚事的叙写颇具匠心，请简要分析。(4分)

9. 不少研究者认为川端康成的小说《竹叶舟》源于中国“竹叶舟”故事，但主人公的思想倾向存在

差异。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0~14题。

材料一：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①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②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

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

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

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

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天播五行③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

废。 一 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

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节选自王安石《原过》)

材料二：

君子之过，值人事之变而无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观理而不审者，十之三。众人之过，无心而蹈

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胜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过，诚所谓过也，盖仁义之过中者尔。众人之

过，非所谓过也，其恶之小者尔。

上乎君子而为圣人者，其得过也，必以人事之变，观理而不审者则鲜矣。 下乎众人而为小人者，

皆不胜其欲而动于恶，其无心而蹈之者亦鲜矣。众人之于大恶，常畏而不敢为，而小者则不胜其欲而

姑自恕焉。圣贤视过之小，犹众人视恶之大也，故凛然而不敢犯；小人视恶之大，犹众人视过之小

也，故悍然而不能顾。

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毁也。既污且毁，则不复惜之矣。苟以细过自恕而轻蹈之，则不至于

大恶不止。故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孔子以为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节选自方苞《原过》)

【注】①陵历斗蚀：指冲犯、遭遇、撞击、亏损，即日月星辰在运行中产生的各种天体现象。②崩弛竭塞：山陵崩塌、

河流干枯淤塞等现象。③五行：指仁、义、礼、智、信等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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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

对一处给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分)

人A 介乎天地之间日则固不能C 无过D 卒不害圣E 且贤者 何 G 亦善H 复常也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天地举有过”与《鸿门宴》“杀人如不能举”中的“举”意义不同。

B.“一日咎前之非”与《出师表》“以彰其咎”中的“咎”意义和用法皆不同。

C.“常恐其污且毁也”与《师说》“其出人也远矣”中的“其”用法相同。

D. “微矣哉”与成语“微言大义”的“微”意义和用法皆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王安石用类比手法阐释了“人难免有过”的观点，引入孔子、扬雄也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

B. 有形的财物与无形的人之本性有一定区别，但是王安石认为这二者都可失而复得。

C. 方苞认为，圣贤、普通人和小人对过错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有巨大差异。

D. 材料二结尾提出不可轻易自恕小过，否则会大恶不断，这与“不以恶小而为之”有共通之处。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4分)

(2)上乎君子而为圣人者，其得过也，必以人事之变，观理而不审者则鲜矣。(4分)

14.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过错”,王安石、方苞的主张有何不同?请结合材料分析。(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金诗，完成15~16题。

襄城道中①

路 铎

禾黍低风汝水长，迟迟驿骑困秋阳。

病躯官事交相碍，梦雨行云肯借凉?

尽说秋虫不伤稼，却愁苛政苦于蝗。

诗成应被西山②笑，已炙眉头尚否臧⑧。

【注】①写作此诗时，诗人作为监察御史在巡察途中。②西山：代指隐士。③否臧：褒贬人物，评论时政。

15.K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交代汝水两旁的庄稼在秋风中低垂而萎靡，自己也因公事迟缓被困在途中。

B. 颔联点明诗人在疾病与公务的双重压力之下，萌生了在梦中偷闲避世的想法。

C. 颈联运用对比点出百姓心声：秋虫其实不影响收成，苛政才令人愁苦。

D. 本诗前后照应严谨，如“官事”照应“驿骑”、“蝗”照应“秋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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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诗结尾采用了自嘲的语气，你如何理解这种自嘲?请结合诗歌内容简要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1小题，6分)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念奴娇 ·过洞庭》中“ 两句，描绘诗人外在形象，表现了

诗人平静豁达、超凡脱俗的气度。

(2)先贤在《礼运》中描绘的“大同”社会图景，到今天多已实现. 比如人们诚信友善、老弱

病残能得到社会关爱，这正如《礼运》所言“ 和“ "。

(3)“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意象，诗人常借这一意象寄托遁世情怀，如“ _,

"。

三、语言文字运用 (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I (本题共2小题，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8~19题。

皮肤“超载”,指皮肤表面或皮下组织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损伤，导致皮肤肿胀、疼痛、变色、功

能障碍等现象。皮肤“超载”时，冷热敷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方法。热敷可以扩张血管，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 ①冷敷则可以收缩血管，②减少细胞组织的代谢率，③缓解炎症引

起的疼痛和肿胀。④冷热敷的时间和方式很重要。⑤冷热敷的时间不宜过长，⑥每次敷的时间在15~

20分钟为宜。合理的冷热敷交替使用，可以有效地缓解皮肤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症状。 一般来说，对于

急性皮肤软组织损伤，应先进行冷敷，然后在伤后48~72小时改为热敷；对于慢性皮肤软组织损伤，

则可以在损伤部位直接进行热敷或温热疗法。

V8. 下列词语与文中加点的“超载”构词方式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打破 B. 转折 C. 记忆 D. 合理

19. 文中标序号的句子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准确流畅，逻辑严密，不得

改变原意。(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3小题，1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20~22题。

从来文章家都提倡简练，而列繁冗拖沓为作文病忌。然而，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

论。言简意赅，是凝练、厚重；言简意少，却不过是平淡、单薄。“繁”呢，有时也自有它的好处：

描摹物态，求其穷形尽相；刻画心理，能使细致入微。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作者却并不滥用笔墨。有时用笔极为简省，譬如“武松打

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冈上的山神庙，着“破落”二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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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武松走上冈子时，又这样写道：“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难怪金

圣叹读到这里，不由得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

以上是说用简笔用得好。字面上的简不等于精练，艺术表现上的繁笔，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啰

唆。鲁迅是很讲究精练的，( 甲),甚而至于借重“啰唆”。《社戏》里写“我”早年看戏，感到

索然寡味，却又焦躁不安地等待那名角小叫天出场：“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

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

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谁像这样来说话、

作文，那真是啰唆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特定的环境、条件、气氛之下，鲁迅用它来表现一种复杂微

妙、难以言传的心理状态，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无论繁简，要是拿“无可削”“不得减”作标准，就都需要提炼。现今，创作上有一种长的趋

向：短篇向中篇靠拢，中篇向长篇靠拢，长篇呢， 一部、两部、三部……当然，也有长而优、非长不

可的，但大多数不必那么长。有的作品内容确实不错，(乙),读起来就像是背着一块石板在剧场

里看戏，使人感到吃力、头疼。而读大师们的名著呢，却有如顺风行船，轻松畅快。

(节选自周先慎《简笔与繁笔》)

20. 请在文中括号内补写恰当的语句，使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15个字。

(4分)

21. 请找出并赏析下面语段中的“繁笔”。(4分)

一出戏排成了， 一人传出，全村振奋，扳着指头盼那上演日期。 一年十二个月，正月元宵

日，二月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过端午，六月六日晒丝绸，七月过半，八月中秋，

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月月有节，三月一会，那戏必是上演

的。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业，宁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积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强的工匠来

修筑。村子富不富，就比这戏台阔不阔。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扛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戏开，台

下坐的、站的人头攒拥，台两边阶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顽童。那锣鼓就叮叮咣咣地闹台，似乎整个

世界要天翻地覆了。

(出自贾平凹《秦腔》)

22.下面是一位游客向旅行社工作人员咨询旅行信息的话语，表述啰唆，不够简明扼要，不利于与旅

行社进行沟通。请对这段自述进行缩写，请保留关键信息，不超过80字。(5分)

你好!我一直都特别想去云南旅游，云南的风土人情太有魅力啦，听说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

特别精美。我尤其向往苍山洱海、石林这些绝美的地方，就想去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城市好



好转转。我每年国庆都特别期待能出去好好玩一趟，之前去过不少地方，像海边城市青岛，还有

历史古都西安。今年呢，我国庆有7天假，不过头两天已经和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本地的文

化活动，已经买好票了，没办法更改，所以3号才能出发去云南。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那种包含

昆明、大理、丽江这几个热门景点的旅行套餐，酒店住宿条件怎么样，行程安排会不会特别紧

凑，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四 、写 作 (60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约6300米的珠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几厘米高的鼠曲雪兔子，将其

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鼠曲雪兔子并非青藏高原特有种群，还有分布于低海拔、环

境优越的种群。仅从生物学特性看，青藏高原种群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

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生物学的解释是：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

的植物就是靠这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承担着“先锋者”的任务，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

进。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

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钟扬《生命的高度》)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担当”为主题写一篇议

论文。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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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参考答案

1 . ( 3 分 )C 【解析】文中只说相较于“社区”,“附近”可能有其特别使用价值，并没有

对二者的重要性作比较。

2 . (3分)D 【 解析】文中并没有否定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只是说对周边认知模糊是有

问题的，关注“宏大叙事”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减少对宏大叙事的关注”于文无

据，也没道理。

3 . (3分)C 【解析】豆瓣 APP 读书小组属于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社群，与“重建附近”恢复

具身感受的主张不相符。

4. (4分)①导致；②重建附近；③以“附近”为抓手/立足点；④以个体为中心。(每点1分)

5. (6分)①描述性：用生活的例子具体描述“时间的暴政”“附近”等抽象概念。②针对性：

针对人们被时间逻辑统治、不再关注附近，年轻人感到生活失控等具体问题发表意见。③

效果：使学术观点更接地气、更通俗易懂，也更能激起人们的共鸣、引发人们的思考。(每

点 2分 )

6 . (3分)B 【解析】“从侧面表现”错误。该选项虽然点明了小男孩的身份，但重点是秋子

的表现，这是正面表现。

7 . (3分) B 【解析】摘竹叶做竹叶舟和看别人造房子都是作者以秋子的视角自然而然展开

的情节，只是引出了“竹叶舟”这一意象，并未刻意设置悬念，看别人造房子也只是小说

随着秋子的视角自然转移，隐约透露出秋子转而期待新生活的乐观心理，与设置悬念无关。

8. (4分)①将婚事情节打散，零星错乱地散现在陪小男孩玩竹叶舟的情节中。②借用作者不

连续的简短插叙和秋子片断回忆逐渐介绍婚事。③着力用婚事结局彰显悲剧力量。在秋子

感情达到高潮时，突然出现悲剧结局。用静默平静的气氛烘托婚事的悲伤结局。在结局后，

补叙婚事的起因，加大悲剧力量。④借“竹叶舟”隐喻秋子婚事的虚无缥缈，借“竹叶舟”

在河中消失隐喻她的婚事结束。(每点1分)

9. (6分)①《竹叶舟》源于中国“竹叶舟”故事：从文本二“竹叶舟”的出处可知，“竹叶

舟”故事比喻短暂的、梦幻般的境遇。战争中秋子订婚了，给了她未来生活希望，但战争

结束了，未婚夫却没有回来，让她失望。爱情、婚姻、生活如同梦幻。②陈季卿遁入空门，

消极避世，而秋子的表现恰好相反，她从感伤中摆脱出来，转入对身边事物的关注与鉴赏，

命运使秋子变得更加坚强与隐忍，这是积极的倾向。(每点3分)

10. (3分)B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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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3分)D 【解析】“微矣哉”的“微”意为“细小”,“微言大义”的“微”意为“精

妙，精深”。

12 . (3分)A 【解析】引入孔子、扬雄不是为了证明“人难免有过”。

13 . (8分)

(1)(4分)这个人先前是那样做事的。现在他做事与先前不一样，(这)不是他的本性，

(而是)粉饰外表来迷惑世人啊。

(2)(4分)上至君子到圣人，他们犯的错误， 一定是因为遇上世间事情的变化而犯的，

因为自己对事物的认识不周密而犯的却很少。

14. (3分)①材料一中，王安石认为人人都会犯错，只要知错能改就可使善性恢复。②材料

二中，方苞认为要以敬畏之心面对过错，克制自己的欲望，勿以错小而为之。(答出一点

给1分，答出两点给3分)

15 . (3分)B 【解析】“在梦中偷闲避世的想法”错，诗人并无避世之心。

16. (6分)①诗人以自嘲的语气，表达了对自己处境的无奈。自己身为监察御史，在巡察途

中，因公务缠身且身体有病，却还想着评论时政，可自身状况堪忧，“已炙眉头”写出

了自己的窘迫，这种自嘲中饱含无奈。②以“自嘲”体现出对时政的批判，和自己无法

解决问题的愧疚。诗人看到百姓苦于苛政，自己虽有心却无力改变，通过自嘲“诗成应

被西山笑”,委婉表达对当时苛政的批判，以及对自己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愧疚。(每点

3 分 )

17 . (6分)

(1)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

(2)讲信修睦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3)示例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示例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每空1分)

18 . (3分)D 【解析】A“打破”是动补式；B“转折”是并列式；C“记忆”是并列式；D

选项“合理”是动宾式。文中“超载”是动宾式，故选D。

19. (4分)②处搭配不当，“减少细胞组织的代谢率”改为“降低细胞组织的代谢率”;⑥

处句式杂糅，“在15～20分钟为宜”改为“以15～20分钟为宜”。(每点2分)

20. (4分)甲：但他有时却有意采用繁笔(转折给1分，繁笔1分) 乙：却写得拖沓累赘

(每点2分)

21. (4分)①村民对一年内秦腔上演节日的历数运用了繁笔(1分),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全村



人对秦腔的热爱与热切期盼(1 分)。②摹写秦腔开演前台下观众的状态运用了繁笔(1

分),“坐的”“站的”“立的”“卧的”,写出了秦腔观众数量之多，现场的热闹。(1分)

22 . (5分)你好!我想国庆假期去云南旅游(1分), 3号出发(1分),想了解是否有包含昆

明、大理、丽江热门景点的旅行套餐(1 分),酒店住宿条件、行程紧凑度以及价格情况

(2分)。

23 . (60分)略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材料一：

天犯过错误吗?犯过，日食、月食等就是天犯下的错误。地犯过错误吗?犯过，山崩地

裂、江河枯竭等就是地犯下的错误。天和地都犯过错误，但为什么最终没有连累到天覆盖大

地、地承载万物呢?(因为天和地都)善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人生活在天与地之间，那么

本来就不可能不犯错误，但为什么最终不妨害人成为圣人贤人呢?(这是因为圣人贤人)也

善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太甲改正了错误，孔子说不要怕改正错误，扬雄崇尚改过向善，

(这些圣贤)都是善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

我有一位朋友犯了错误之后又能悔悟，悔悟之后又能改正，别人却说：“这个人先前是那

样做事的。现在他做事与先前不一样，(这)不是他的本性，(而是)粉饰外表来迷惑世人啊。”

这难道是有见识的话吗?上天播撒仁、义、礼、智、信给所有生灵，人生来都具备、拥有。

拥有而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而不践行就会废弃。 一旦某天责备之前犯的错误，迅速行动，反

思、改正错误，这就表明丢失的(五德)又重新获得，荒废的(五德)又重新兴起。(对于我朋

友改正错误的举动)却说什么“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这是带领天下人残害与生俱来的善性。

况且，就像一个人拥有财物，先是被盗贼抢走，不久这个人又夺回了这些财物，(别人)

却说：“这不是他的财物，这是他刚才从盗贼手里抢来的。”可以这么说吗?当然不可以。有

形的财物为自己拥有，本来就不像无形的本性为自己拥有。财物失而复得，却说“不是他的

财物”,尚且不可以，本性失而复得，却说“不是他的本性”,就可以吗?

材料二：

君子所犯的错误中，遇上世间事情的变化无法自我解脱避免而犯的，占十分之七；对事

物的认识不周密而犯的，占十分之三。普通人所犯的错误中，不是故意却犯错的占十分之三；

自己明白却不能承受欲望而犯的，占十分之七。因此，君子犯的错误，确实是人们所说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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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大概是超过了仁义的适当限度罢了。普通人犯的错误，就不是人们所说的错误了，那只

是小的恶行罢了。

上至君子到圣人，他们犯的错误， 一定是因为遇上世间事情的变化而犯的，因为自己对

事物的认识不周密而犯的却很少。下至普通人到小人，(他们犯的错误)都是因为承受不住欲

望动了恶念而犯的，不是故意却犯错的也很少。普通人对于大的恶行，通常因为害怕而不敢

做，可是对于小的恶行却由于承受不住欲望而又姑且自我原谅于是犯下了恶行。圣贤看待小

的错误，就像普通人看待大的恶行，因此心怀敬畏不敢触犯；小人看待大的恶行，就像普通

人看待小的错误，因此无所顾忌胆大妄为。

衣服首饰刚刚穿戴时，(人们)常常担心弄脏弄坏， 一旦脏了坏了，就不再珍惜。如果

因为是小错误就自我原谅轻易触犯，那么,不发展到做出大的恶行都不会停下。所以砍伐一

棵树，杀死一头兽，不按照它的时令规律，孔子把这种行为都看作是不孝顺。小错误啊!也

很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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