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积累应用 10 分

1.按要求填空。（5 分）

（1）士不可以不弘毅，______________。《〈论语〉七则》

（2）______________，尽西风，季鹰归未？（辛弃疾《水龙吟·________》
（3）《琵琶行》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形象地写出了琵琶声的轻

快与冷涩。

2.按要求选择。（5 分）

（1）学校举办诗词大赛，为激励选手，需张贴标语，以下内容合适的一项是（ ）。

A.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B.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C.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D.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任何一幅画，都有一个最佳的观赏距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距离太近，

美感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①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见着美

②距离本身能美化事物

③更为准确地说

A.③①② B.②①③ C.②③① D.①②③

二 阅读 70 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 3—7 题。（16 分）

记忆与写作

①我们一旦将“经验”区分为经历和对经历的体验，记忆在写作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就不

难理解了。经历是无法即时描述的，更无法使之客观化。我们所经历的事实，绝大部分转瞬

即逝。我们无法做到一边经历某件事，一边将它书写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作家所

描述的经历无一例外都是记忆中的经历。

②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经历与写作之间的“时间距离”，将这种距离的作用极端化和简单

化。看来也没什么道理。有一种说法，作家将个人的经历在记忆中保存得越久，写作将会越

客观，就如同封在坛子里的酒，时间越长，其味道越醇正。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每位作家想

必都应该在弥留之际才开始自己的创作。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提醒我们，将刚刚经历的事件立

刻表达出来，的确更容易受到社会意识以及作家个人的偏见、习惯、写作目的的影响。另外，

经历在记忆中的发酵，也可以使经历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距离确实起到了

某种作用。

③有人十分形象的将写作比喻为反刍：草料进入牛腹，只是储存，未及消化，营养尚未被吸

收，而写作则是对记忆中的经历进行反刍。当然，反刍并不是一次性的，可以一而再，再而

三地发生。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不同时段，只要愿意，作家随时可以对记忆中的任何一种储

存物进行反刍，从而完成对材料的多次使用。

④你和父亲去钓鱼，河边开满了金银花，你们在烈日下坐了三个小时，最后在日落时分钓到

了一条大鱼。第二天，你去上学，把这件事告诉同学的时候，由于钓到大鱼并享用美食的骄

傲尚未消退，你讲述的重心也许会集中于那条鱼的大小重量，而那三个小时的完整信息自然

会被简化。我们知道，讲述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性行为。关注“儒愿学堂”获取更多资料，儒

愿学堂专注语文培优。通过选择，这个故事中有太多的内容被忽略掉了。记忆中的大部分元

素仍然在酣睡，但这不能说明这些元素不存在，只是经历在记忆中尚未充分发酵，假设二十

年后，当你再次来到这条河边，你发现河流的原址上矗立着厂房，如果你猛然回忆起当初跟



随父亲去河边钓鱼的情形，你是否会想起清澈的河水，天空中的白云在水面上投下的斑驳阴

影？是否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

⑤经历在记忆中的灵光重现虽然依赖于时间距离，但我要说的是，时间距离却并非是真正关

键的因素。哪些记忆内容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渣泛起，取决于作家的召唤。这种召唤的契机多

种多样，但经历的“重复”也许最为常见。“重复”所引发的回忆究竟要将我们的意识导向

何方，我们事先并不知晓。

⑥促使你回忆起与父亲去河边钓鱼情形的契机，也许是你再次回到那条河边，也许是你再次

见到一朵金银花或闻到一缕花香。此时，关注“儒愿学堂”获取更多资料，儒愿学堂专注语

文培优。你是否会回忆起二十年前河边的金银花丛那醉人的幽香？回忆起温暖的阳光下植物

卷曲的叶子？在这里，现实境遇的真实感让位于回忆中感觉的真实感。这些被感觉所唤起的

内容，可能是已经被我们“遗忘”的记忆，这些内容其实仍然存在，只不过暂时沉睡在记忆

之中，因此有人称之为“非意愿性记忆”。

⑦我们的理智总是希望将记忆简化成可以把握的内容加以储存、识别和归类，可实际上，写

作有时就是要敞开一个理性无能为力的世界，呈现那些曾被省略的非意愿性记忆。构成文学

作品真正质地的，也许不是可以被理智归类的现实“经验”，而是有待完成的诸多可能性。

（节选自《文学的邀约》，有删改）

3.第②段加点词“发酵”在文中具体是指______________。（2 分）

4.为第⑥段画线句找一个例证，以下诗句合适的一项是（ ）。（3 分）

A.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B.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C.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D.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5.以下对“非意愿性记忆”这一概念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非意愿性记忆难以被理性驾驭。

B.非意愿性记忆能被多种契机唤起。

C.非意愿性记忆是一种被遮蔽的记忆。

D.非意愿性记忆是一种未被储存的记忆。

6.能依据文意做出推断的一项是（ ）。（3 分）

A.记忆中的经历并不能保证是客观的。

B.写出好作品需要合适的“时间距离”。

C.作家对记忆的选择和召唤是无意识的。

D.被“遗忘”的记忆是文学的主要内容。

7.“河边钓鱼”的事例在文中重复出现，请对其在论述中的作用加以评析。（5 分）

（二）阅读下文，完成第 8—11 题。（15 分）

流沙中的弱水河

蒙语中的巴丹吉林，意为“绿色深渊”。这片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古称“流沙”。从史前

到不远的 17 世纪，这里一直草场茂密，风吹草低，牧人鞭梢儿撩起云彩。但是诗意的名字

阻挡不了沙漠的进攻，疯狂的沙漠风云怒卷，摧枯拉朽，聚起黄沙和硬石，日日推进，沙漠

强大的攻势使巴丹吉林所包含的绿洲逐渐缩小，绿洲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和无奈溃退，让我

感到了时间的强悍和傲慢，嗅到了与自然对抗的弥天血腥。

但是，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额济纳绿洲和北部边缘的鼎新绿洲并没有被流沙掩埋。弱水河自

始至终都在它的身体之内发出嘹亮的歌声，关注“儒愿学堂”获取更多资料，儒愿学堂专注

语文培优。以清洁的水质营养并支撑着巴丹吉林沙漠和它体内体外的两片绿洲。我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弱水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将会怎样，它的苍黄颜色、浩瀚凶猛的性格都不会被



我发现。

我甚至想，弱水河对巴丹吉林沙漠的光顾、滋润和穿越更像是上天的安排。我始终坚信，每

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藤萝和

水藻。因此，我总觉得巴丹吉林沙漠是幸运的，它的幸运当然就是弱水河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在干燥的沙漠，如果没有水，没有河流，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如此葱

茏浓郁呢？

弱水河就在身边。可是我最初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在近处或远处的苍

茫之中，总有什么在沉默，在隐藏，在呼吸和奔走。这也正是我所忽视了的弱水河，它不事

声张，自知自己的意义和方向。

当地人习惯将弱水河称作黑河。两者比较，我倾向于前者，古典，精美，悠远并张力四射。

“黑河”太俗了，坦白得让人掀不起一丝想象的波澜，轻率、功利、直奔主题、省略过程。

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长期伏案和单调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

是一部坏了多处的机器，少去了青草的茂绿和阳光的直射。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走了出来。

骑着单车，我行在满是粗大石粒的乡间公路上。夕阳在祁连雪山的头颅上耀着碎金，细微的

东风带着细微的黄尘，蛇一般急速游走。它们擦过了我的身体，进入到我的肠胃，但长久的

沙漠生活，已使我逐渐习惯了尘土满面和呼吸憋闷的感觉。公路两旁的白杨紧密相挨，一棵

接着一棵，它们的枝桠相互挽着。再庞大的树林，也是一棵一棵的树组合起来的，每一棵树

的生长就是树林的生长，一棵树的死亡也是一个生命的死亡。树还有我们身边更多的事物，

都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村庄的炊烟像蛇，流动着向更高处的云彩靠拢。炊烟的呛人气息令我咳嗽几声。田地边的水

渠里浊水涌动，咕咕的声音很是好听。河水原本是干净的，它的浑浊其实是携带了沿途太多

的浮尘。这渠水的响声其实也就是祁连山积雪融化和弱水河的响声。

我们都在水和泥土、空气中活着，河流存在，我们就存在，河流支撑并运载着我们的一切。

在鼎新绿洲，弱水河的流动舒展着人的生命，也舒展着树木、花草和鸟儿的生命。

村庄的远处，是泛着雪一样盐碱的草滩，数匹马儿、驴子和黄牛在上面脚步缓慢，它们落在

夕阳下面，低头吃着弱水河赐给他们的青草。再往远处就是戈壁滩了，稀疏的骆驼草摇着绿

色，它们带刺的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身体内那些来之不易的水分。它们比人更懂

得珍守自己。

戈壁是干燥的，它满身的沙砾像是巴丹吉林松动的皮肤，一波一波的流沙犹如大地的皱纹，

朝向天空张开巨大的喉咙——它在春秋季节连绵的风暴仿佛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嘶吼。上天和

我们都看见了，可是上天睡着了，无动于衷。我们只能看着，听着并忍受着，我们的力量小

得出奇。

更远处就是黄沙涌动的沙漠了，一色金黄的沙漠，仿佛不确定的陷阱，一阵狂风就又是一副

模样，一阵风后，一座沙丘堆在这里，张开眼睛，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座沙丘了。沙漠的变

化如此迅速和隐秘。当沙漠战胜河流，风暴袭击我们，我们究竞会不会随着无力的河流走向

腐朽？

至少，现在是不会的，弱水河就在我们的左侧。它的影子在巴丹吉林的每寸肌肤上缭绕，河

流的影响其实就是生命的影响。河流和它运载的水滴，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两片绿洲的血

液与骨髓，生生不息，活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寸肌肤。它让我们心存感激。

（节选自《沙漠之书》，有删改）

8.有人认为第⑨段画线部分可以删去，你认同吗？请说说你的看法。（4 分）

9.从修辞的角度赏析第⒀段画线部分。（3 分）

10.第⑧段在全文的构思中有重要作用，请加以分析。（4 分）



11.评析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意义。（4 分）

（三）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2—14 题。（8 分）

和徐都曹

[南朝齐]谢眺

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结轸青郊路，回瞰苍江流。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桃李成蹊

径，桑榆萌道周。东都已俶载，言归望绿畴。

【注】徐都曹：徐勉。都曹，官名。宛洛：南阳和洛阳，这里指建康。皇州：帝都，指建康。

结轸：停车。俶载：指农事伊始。

12.出版社准备编辑一套古代文学作品选，可以收录本作品的一书是（ ）。（1 分）

A.《乐府诗选》

B.《古诗菁华》

C.《诗余选集》

D.《律诗集粹》

13.下列关于本作品写作特点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叙述与写景结合

B.寓情于景物之中

C.用典而不失自然

D.铺陈和比喻兼用

14.你认为本作品哪一联写景写得最好？请赏析其妙处所在。（5 分）

（四）阅读下文，完成第 15—20 题。（19 分）

项经传

公讳经，字诚之，号怡庵，襄毅公长子。成化丁未成进士，明年，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

简阅内库。内库向为豪贵人掌，公既至，循故实，稽录羨余，无敢冒利者。比又视南城，南

城肃然。为御史者七年，倔强有父风。

升太平府知府。至则叹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实国家股肱郡，然民贫矣，不宽不

可。”于是身抚循之，流亡来归者万计。

移治临江。临江与袁、筠诸郡接壤也，土寇剽逸，出没其间，民无休居。公至，悯然曰：“夫

临江与太平异也，寇勿击，民勿宁。”乃立捕诸豪贼百八十人置之法，一郡大治。

逾年，临江饥，有司方请赈，公曰：“民饥甚矣，必请而赈，是坐以待毙也；赈而勿请，罪

在太守。宁以一身活数万人。”于是发府库金五千有奇，建和籴之法，民赖以存治。而监司

督赋方急，公入争曰：“化理以民命为重，民惫矣，以杖驱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渊，直速

死耳。民尽死，赋从何出？”继而岁大稔，民感德报称，赋入为诸郡先。

时中官刘瑾用事，权擅天下，天下吏多赂瑾者。其有司以上赂各有等，公勿赂，瑾怒。或以

告公。公曰：“人各有志，彼乌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赂也。居无何瑾诛诸赂者皆败台

谏荐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遂具疏请老，以江西右参政致仕。

（节选自《槜李往哲列传》）

【注】羡余：赋税的盈余。

15.写出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2 分）

（1）循故实 （2）比又视南城

16.为下列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2 分）

（1）稽录羡余（ ）

A.登记 B.仔细 C.核查 D.延迟

（2）无敢冒利者（ ）

A.侵犯 B.贪占 C.冒充 D.盗窃



17.把第段画线句译成现代汉语。（5 分）

民饥甚矣，必请而赈，是坐以待毙也；赈而勿请，罪在太守。宁以一身活数万人。

18.用“/”为第段画线部分断句。（3 分）

19.第段分别写项经治理太平府和临江府，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请分析其原因。（3 分）

20.第段写到“监司督赋方急”，项经与他论理，很有说服力，请加以分析。（4 分）

（五）阅读下文，完成第 21—24 题。（12 分）

爱山楼记

[宋]彭汝砺

人情得所乐则喜，然皆累于物。徇名者劳，徇利者忧，驰骋田猎者危，乐酒者荒，溺色者亡。

山水可以无累矣，好之者鲜，知所以好之者尤鲜。樵夫野老，出入耕息，日夕于是，乌知所

以好之？佛老之宫，深据险阻，得其形势，乌知所以好之？

屏山在饶州浮梁东南，其秀丽出数重，其广绵亘数百里。其洞出于郁者为集仙，入以烛，既

达，空洞深沉如大厦。溪横其前，其清若鉴，可见毫发，其音若佩玉，中律吕。

外舅甯公宅于是，始诛茅而为庵，凌空而为桥，日与佳客游。以为未足，乃面一山之胜而作

楼百尺。既成落之，四顾踌躇。山连如珠，或枯或菀，如云涌，如水波兴焉，如决聚讼而车

徒趣焉。日星风云，雾雨霜雪，关注“儒愿学堂”获取更多资料，儒愿学堂专注语文培优。

昼夜四时之气象消息合散于须臾。使绘画之工以微尘为墨，曾不得其仿佛，论说之士辨周万

物，亦不能道其绪余。公方玩千里于一席，揽胜概于樽俎，几尽之矣，不亦善乎！公曰：“吾

见其高明而有容，广大而无隅，登日出云，甘雨沾濡，草木润泽，遍覆昆虫。”予曰：“嗟

夫，是知所以好之者与！”

公名锡，字祐甫。子洵，今为靖安军节度推官。

21.可填入第段方框处的虚词是（ ）。（1 分）

A.因 B.而 C.则 D.且
22.对第段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第段交代了屏山的位置和环境特点。

B.葱茏的屏山上有一个名叫集仙的山洞。

C.屏山秀丽出众，占地广大，超出他山数倍。

D.小溪清澈得像镜子，流水声动听得像音乐。

23.第段画线的“玩千里于一席”一语很有表现力，请加以赏析。（4 分）

24.文章称颂甯公“知所以好之者”，全文围绕这一点展开，层层铺垫，笔法曲折，请加以

分析。（5 分）

三 写作 70 分

26.作文。

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更深

刻的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

这段话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去认识事物。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思考和感悟。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要点及评分标准

一、积累应用 10 分

1.（5 分）任重而道远 休说鲈鱼堪脍 登建康赏心亭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评分说明：答对一空给 1 分。

2.（5 分） （2 分） A （3 分）C
二、阅读 70 分

（一）（16 分）

3.（2 分）答案示例：记忆中的经历随时间流逝而改造、重组。

评分说明：“随时间流逝”“改造、重组”为 2 个点，1 点 1 分。

4.（3 分）D
评分说明：选 D给 3 分，选 C 给 1 分。

5.（3 分）D
6.（3 分）A
7.（5 分）答案示例：“河边钓鱼”事例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阐明了写作是一种选择性行

为、时间距离对经历的发酵有其作用等观点；用再次回到河边及与此相关的花香等，阐述了

经历的重复是作家召唤记忆的契机，被召唤的记忆包含着非意愿性记忆。这一事例与观点紧

密契合，多次使用使文章衔接自然。事例本身贴近生活，使说理易于理解，也增加了文章的

趣味性。这一事例的使用在论述中有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5 分为止。

（二）（15 分）

8. (4 分)答案示例一：第画线句部分通过对白杨树富有象征意味的描写，表达了生命既要相

互支撑又要有个性的体悟，承接上一段“我”对单调生活不满的感受，与下文的对生命的感

受也有内在联系，我觉得不必删去。

答案示例二：第画线句部分通过对白杨树富有象征意味的描写，表达了集体由个体组成、个

体要有自己个性的体悟，与下文所给的弱水河带给“我”生生不息的生命感受有一定隔阂，

后文仍然继续写“我”骑单车出来见到的景色，这部分文字放在这里显得突兀，我觉得可以

删去。

评分说明：是否可以删去的判断不给分，依据考生分析合理程度给分。

9.（3 分）答案示例：画线部分将沙砾比作皮肤，将流沙比作皱纹，将风暴比作张开喉咙向

上天发出的嘶吼，喻体选择贴切新颖又有视觉冲击力，与戈壁严酷（或强悍/充满自然的伟

力）的环境特点相契合，也形象地表达了作者悲怆的情感。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3 分为止。

10.（4 分）答案示例：全文围绕沙漠、弱水河、绿洲进行构思，第段承接上文对弱水河的描

写、思考及“我”的生活状态，转入“我”走入草滩、戈壁、沙漠的所见所思，将前五段中

的生命思考以“我”的体验加以具体化和深化。第段是从对沙漠、弱水河、绿洲的描写和思

考，转入“我”的感悟思考的关键节点，在全文构思上有重要作用。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4 分为止。

11.（4 分）答案示例：本文赞美了艰难无奈中坚持抗争、生生不息的生命，对我们理解生命

的意义很有启示作用。在生活的困境中，我们应当汲取力量、坚忍不拔，直面生活中的困难，

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

评分说明：评价对象的概括 2 分，具体的评析过程 2 分。

（三）（8 分）

12.B（1 分）



13.D（2 分）

14.（5 分）答案示例：我觉得“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一联写得最好。这一联写日光遍

布江上，青草沐浴着阳光，在微风中摆动。其中“动”“浮”二字，捕捉精准，感受细腻，

化虚为实，最有表现力。阳光本是最难以捉摸的，作者却能抓住阳光落于江上、波光粼粼的

画面，写出日光仿佛在江上跳跃的效果。日光又落在草叶上，风吹草动，仿佛风也有了光，

浮动在草际。这一联描绘的画面清新灵动，明丽旖旎，我们读诗时也能感受到作者赏景的喜

悦，很有感染力。

评分说明：选诗句和对诗句的赏析分别评分。

（四）（19 分）

15．（2 分）（1）遵循 （2）督查

16.（2 分）（1）C （2）B
17.（5 分）答案示例：百姓已经非常饥饿了，一定要请示后才能赈济，这就像坐着等死；赈

济百姓却不请示，罪责就在太守。我宁愿用一人性命救活数万百姓。

评分说明：“民饥甚矣”“必请而赈”“是坐以待毙也”“赈而勿请”“罪在太守”“宁以

一身活数万人”6 个点，1 点有错扣 1 分，扣到 0 分为止。

18.（3 分）答案示例：居无 何 / 瑾 诛 / 诸 赂 者 皆 败 / 台 谏 荐 公 抗 直 可 大 用

评分说明：考生断句错 1 点扣 1 分，扣到 0 分为止。

19.（3 分）答案示例：因为太平与临江两地有不同特点，所以策略不同。太平府是拱卫建康

的重要地点，百姓贫穷，不利于国家稳定，所以项经用宽政抚民；临江百姓不安定是由于土

寇肆虐，所以项经用严政击寇。宽严不同的背后，都是项经对百姓的爱护。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3 分为止。

20.（4 分）答案示例：这番话指出为政当以百姓的性命为重，而催赋会逼死百姓，违反了为

政宗旨。再指出“民尽死”的催赋结果违背了征税的目的，从现实利益看，催赋也是无益的。

另外，把羊绑上石头丢进水里的比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催赋的危害，也增强了说服力。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4 分为止。

（五）（12 分）

21.（1 分）B
22.（2 分）C
23.（4 分）答案示例：“一席”之小却能见“千里”之大，写出了爱山楼之高耸，视野之开

阔。“玩”是“玩赏”的意思，前文写山景难以把握，在爱山楼上寗公却能轻易把玩欣赏于

几席之上，闲适轻松。这句凝练地写出爱山楼上环顾四周、千里景色尽收眼底的情形，写出

寗公欣赏美景时踌躇得意的情态，很有表现力。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4 分为止。

24.（5 分）答案示例：文章由喜好外物的人多，写到喜好山水的人少，再写到喜好山水而“知

所以好之者尤鲜”这一关键句。然后由此宕开，铺写屏山及爱山楼景色之美丽奇特，再回到

寗公得到体悟，要有高明宽宏的胸怀和沾溉万物的追求，点出寗公爱山的原因。最后以作者

称颂寗公是“所知以好之者”作结，呼应开头。全文层层铺垫，曲折有致。

评分说明：1 点 1 分，给满 5 分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