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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

一、语言文字运用（本大题共6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2题。

以南昌为原点，无论朝哪个方向出发，都是好山好水。若是有剧组要拍摄
·
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源记》意境，① 直在江西地图上点一个目标前往取景，多半不会失望而归。江西境内，

到处山色苍翠，水意空蒙。乡人待客或腼腆或粗粝，皆怀善意；犬半卧于村口于街巷，恬淡看

人。我每回游乡村，都 ② 。

1.（2分）文中加点字注音和填入横线①处的字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A. shè 径 B. shē 经 C. niè 径 D. sè 经

2.（2分）填入文中横线②处的词语，恰当的一项是

A. 异想天开 B. 流连忘返 C. 花枝招展 D. 心不在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3~5题。

风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之一。地球表面被厚厚的大气层包裹，作为流体，大

气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它在水平方向的移动被称为风（ ）风拂过了沧海桑田，在文学作

品中留下了许多踪迹，它曾把细柳装扮成碧玉，让海棠“绿肥红瘦”，也曾无情地打在雪夜回家

之人的身上。 ，风既没那么自由自在，也不敢肆意妄为，而是经常被神魔们操控着。

3.（1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正确的一项是

A. 风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

B. 风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

C. 风是最常见的自然界中一种天气现象

D. 风是一种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天气现象之一

4.（1分）在文中括号内填入标点符号，正确的一项是

A. ? B. , C. ! D. 。
5.（2分）下列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语句，衔接恰当的一项是

A. 不过在小说《西游记》中 B. 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

C. 所以在小说《西游记》中 D. 以小说《西游记》为例

6.（2分）学校组织“孝亲敬老月”活动，邀请了一位校外专家做“中国孝文化”主题报告。听完报

告，同学们纷纷与专家交流。下列表达得体的一项是

A. 您讲得很有趣，态度也很和蔼，我们都觉得挺不错。期待您再次光临！

B. 您有今天的成就，定与家父家母当年的教导分不开。您一定要再来！

C. 您的讲座很精彩，让我们懂得了亲情的可贵。期待您再次光临！

D. 谢谢您聆听我们的心声，解答我们的疑惑。您一定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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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本大题共6小题，20分）
（一）阅读下面这首诗歌，完成7~8题。（每小题2分，共4分）

过彭泽
解 缙

青山围一县，隐隐见人家。
乱石江边出，孤帆带日斜。
翠添官舍柳，香泛驿楼花。
不见陶彭泽①，湓城②起暮鸦。

［注］①陶彭泽：晋陶渊明曾官彭泽令，故称。②湓城：指九江城。

7.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
···

的一项是
A. 前三联写诗人乘船看见的彭泽县城清晨之景，天然清丽。
B. 诗中先写县城环境，次写城边水涯景色，再写官舍驿楼之景，层次分明。
C. 本诗从视觉和嗅觉的角度描写景物，由大景渐写小景。
D. 尾联流露了诗人追慕陶渊明恨不能一见之情。

8. 补写出下面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颈联中“添”“泛”二字富有表现力，一个“添”字写出官舍之柳绿意更浓，一个“泛”字写出 。

（二）阅读下面两个文言语段，完成9~11题。（10分）
景公问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①？”晏子对曰:“衣冠

·
不中②,不敢以入朝;所言不义,不敢以要③

君;身行不顺,治事不公,不敢以莅众④。衣冠无不中,故
·
朝无奇僻之服;所言无不义,故下无伪上之

报;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⑤。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节选自《晏子春秋》）

晏平仲婴者，莱⑥之夷维⑦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⑧，食不
重肉，妾不衣

·
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⑨；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

命⑩。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节选自《史记˙管晏列传》）
［注］①曷若：何如。②中：适当。③要（yāo）：要挟。这里意为强谏，迫使对方听从。④莅众：统治、管理百姓。

⑤阿（ē）党之义：这里指偏私结党的私情私义。⑥莱：古国名。⑦夷维：地名。⑧相齐：任齐国相。⑨危言：慎言。
⑩衡命：违背命令。

9．（3分）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1）冠（ ） （2）故（ ） （3）衣（ ）

10.（4分）把文中画横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三者，君子之常行也。
（2）国有道，即顺命。

11.（3分）司马迁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请结合选文内容简要说说司马迁
崇敬晏子的原因。

（三）默写（6分）
12.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每空1分）
（1）我们看到潮水涨满，两岸与江水齐平，江面开阔，风平浪静的景象，不禁会联想到王湾

《次北固山下》中的“ ， ”。
（2）王维《使至塞上》中“ ， ”两句，写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意境雄浑，被誉为“独绝千古”。
（3）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 ， ”，他以“古仁人”为榜样，否定了被个人得失和环境

变化所支配的情感。

三、现代文阅读（本大题共9小题，30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15题。（8分）

作家的劳动
路 遥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

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
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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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

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减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

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

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

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

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

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

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

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

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

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

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

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

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
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

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

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

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

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

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

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

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

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

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

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

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

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

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有删减）

13.（3分）下列对本文内容的理解和论证的分析，不正确
···

的一项是

A. 文章围绕“作家的劳动”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艰苦性和作家应具备的优良品质。

B. 对于作家而言，智慧、创作理论和技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毅力。

C. 对于作家而言，有时自我反省精神比进取精神更可贵。

D. 文章运用了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的方法论证观点。

14.（2分）下列选项，不适合
···

作为论据来支撑本文观点的一项是

A. 贾岛《题诗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B. 巴金认为，创作是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

C.《世说新语》记载，东晋袁宏随军出征，受命写紧急文书，他倚马而作，俄得七纸，殊可观。

D. 闻一多先生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15.（3分）试结合本文相关内容以及学习课文《谈创造性思维》《创造宣言》的体会，谈谈你对“创
造的重要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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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6~17题。（每小题3分，共6分）
材料一：

文物，指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物。中国的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
的重要标志，承载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传承着优秀的历史文化，讲述着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
创造的辉煌，维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的民族精神。

文物，尤其是国宝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永不磨灭的“金色名
片”。深藏在各大博物馆中的国宝级文物，犹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很难睹其风采，赏其神韵，更谈不上了解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智慧和精神。所以，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
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让文物说话”，简单的一句话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大博物馆陆续策划出形式多样、风格
各异的展览，一大批国宝文物走出库房，和普通大众亲切见面。电视、网络媒体也陆续推出《如
果文物会说话》《国家宝藏》等节目，以新颖的形式，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欣赏国
宝、品味文明的热潮。感悟国宝，离不开中华文明；讲述中华文明，离不开解读国宝。（摘编自佟
洵、王云松主编的《国家宝藏》）

材料二：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之相伴而生的“酒器艺术”更是异彩纷呈。早在殷商

时期，我国便已形成一套以酒器为核心的复杂的青铜礼器组合。从表面上看，这些器物是祭祀
祖先和神灵的礼器，实则是“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载体——礼法中对不同身份、地位的贵族，
允许使用青铜酒器的数量和种类有着严格的规定，且容不得丝毫僭越。

在我们能见到的所有先秦时期的酒器中，尊可谓最为独特的一类。那尊是什么呢？尊，原
本是成组礼器的共称。但到了宋代，尊开始专指一类酒器。这类酒器一般是侈口、长颈、或圆
腹或方腹，带有圈足，比较典型的器物有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和龙虎尊。此外，《礼记
˙明堂记》记载“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后世一些学者根据这样的记载，也将一些铸成动物形状
的酒器冠以尊名，如兔尊、鸟尊、豕（猪）尊、牛尊、羊尊之类，若将这些尊置于一处，活脱脱就是
一个小型动物园。

不过，这些仅是先秦时期的尊，如果算上后世被称为尊的酒器，那这类酒器的家族会更加
庞大，也会更加复杂，这里就不作赘述了。（摘选自李想《国宝小档案——象尊》）

材料三：
徜徉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能遇到许多与兔相关的文化符号。在这些符号中，文

物中的兔子无疑是最为形象的：无论是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魏晋时期的石
雕，还是隋唐时期的壁画、宋元时期的书画，抑或是明清时期的瓷器……栩栩如生的兔子跨越
千百年的时光，可爱灵动地呈现在今人面前，诉说着它们承载的历史。

我国现存最早的与兔相关的人类制品是一件新石器时期的玉兔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
这件玉兔饰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长6.8厘米，宽1.9厘米，厚0.2厘米。玉兔呈飞奔
状，头微微向上扬，两耳紧贴后背，短尾上翘，后腿抬起。它的下部有一条长方形凹边，凹边上
对钻4个大小不一的圆孔，表明这件玉兔饰可能与其他器物连缀在一起使用，或为冠饰，或为梳
背。工匠用寥寥数刀便将兔子的神韵展现出来，新石器时期长江中下游流域先民制玉技艺之
高超，着实令人惊叹。（摘选自李想、张劲硕《国宝小档案——玉兔饰》）
16.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

···
的一项是

A. 上述材料围绕文物进行阐释和介绍，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文物保护观和开放的心态，展现
了中国文物的独特价值和不朽魅力。

B. 材料一主要阐释中国文物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介绍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说话”指示
的落实情况。

C. 材料二主要介绍殷商时期酒器作为礼器的载体功能、先秦时期最为独特的酒器——尊的
形态和后世学者根据记载铸成的一系列动物形状的尊。

D. 材料三主要介绍兔子形象在不同时期文物上的广泛运用，以及玉兔饰的尺寸、形态、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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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
···

的一项是
A. 我国的国宝级文物承载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
B. 各大博物馆策划形式多样的展览，让大众走进库房，感悟国宝，品味文明。
C. 尊，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始专指一类酒器。其家族庞大，比较典型的器物有四羊方尊

和龙虎尊。
D. 玉兔饰上的兔子身形可爱，富有神韵，体现了先民高超的制玉技艺。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8~21题。（16分）
守 望
原上秋

他经常来这里，不论雨天，还是晴天。这里松柏苍翠，雨天苍翠，晴天也苍翠。松柏在雨天
里有雨水滑落，像流下的泪。

不下雨的时候，这个区域一半严肃，一半活泼。三十多年前，这是一个整体。记不清哪一
天，一分为二了。外面沿马路的一半划出来，供居民使用：唱歌、跳舞、打牌、弈棋，老人们静坐，
孩子们追逐打闹。另一半，一千多人躺在那里，很安静。哄闹声随风能进去，人不能进去。当
中隔着一道门。是那种透视的铁艺门，彼此都能窥见，两边的人如相会，能拉手，不能拥抱。

他经常坐在那里，看着人聚人散。
起先没有划开的时候，他也时常过来。那时候有高墙和密不透风的大铁门。马路的对面

是一幢小楼，四层，现在还在，显得破了，像一个老人一样安静而慈祥地坐在那里。他就在那栋
楼里住着。那时候他的双腿还有充沛的力量支撑躯体，经常绕着高墙行走。回到家里，透过斑
驳的玻璃窗子，能轻而易举地看到这里。

现在，景色不一样了。对面已换成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四个大字：烈士陵园。字是金色的，
底是一种浅浅的蓝，透着淡淡的忧伤。

有一年，他看到对面的高墙被人推倒，听说是要建市民公园，他义愤填膺。他找到主管部
门，亮出军功章，诉说了反对的理由。

负责人看到那些有岁月积淀、仿佛血染过的立功证书和奖章，一脸崇敬地接待了他。
工作人员一直与他沟通，公园还是建成了，或者说，陵园地块一分为二了。他接受了现实，

他感觉到，实际上这样也不错：战友们在里面，依然有一份安宁，依然有苍松翠柏相拥。后来，
孙子说了一句话，让他释然。孙子说，先烈打江山，不是为了后代幸福吗？

后来,他看到那些在公园里休闲的人,脸上都挂着幸福。这时候，他会想起孙子的那句话。
他比任何人在公园待的时间都久，他坐在已成隔挡的大门一边，左耳和右耳处在分裂的状

态。左耳是欢闹，右耳是寂静。有时候反过来。他的情绪也分裂。右边是伤痛，左边是欢笑。
有时候反过来。

他孙子也来过，孙子用一种凝重的表情看着里面。里面被苍松翠柏包围。大石碑后面，是
一排排六十厘米高的墓碑。从门口看不到。

孙子回过头，变成一脸的欢喜，跑开了。孩子这个年纪不会装，高兴就是高兴。
看到孙子笑着跑开，他也涌动一份幸福。
他的痛只在下雨的时候隐隐发作。这个时候，公园里的欢笑被雨水冲散，剩下一片空旷和

四处飘逸的寂寥。他打着雨伞蹲下来，挨个给墓碑擦洗，像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洗澡。这里的一
千六百五十八个战友，他一个也不认识，却又都熟悉。无论是与日本鬼子搏斗牺牲的，在解放
战争中倒下的，还是抗美援朝魂归故里的，他怎么会不熟悉呢。他们在战场上冲锋的姿态，他
们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的壮烈，他永不能忘。

每当擦到一个叫李云峰的烈士的墓碑时，他会想到那时的通信员，一个叫李什么峰的年轻
战士。原谅他记不住战士的名字，因为这个李什么峰之前，已有两个通信员相继牺牲了。弹雨
里，他问，叫什么名字。枪炮声很重，新的通信员把手围个喇叭大声说，他叫李什么峰。

后来，这个叫李什么峰的通信员也牺牲了。
他深深内疚。
他就把这个李云峰当作那个李什么峰的对待，在他身上多擦几下，在他身边多停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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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完墓碑，他已经很累了。他坐在前面的大石碑台阶上，把雨伞扣在头顶。一下子，弹雨
似乎就起来了，啪啪，啪啪。这种氛围，不由他不想起那些枪林弹雨的故事。

坐久了，他会感觉到凉。由外到内的凉。四周的松柏都淌着雨水，他的眼睛和心也潮湿起来。
等云一片片散开，太阳光照在大地，公园的一侧开始欢闹起来，一张张笑脸又荡漾起来。
这是两个世界，彼此守望。（有删改）

18.（6分）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陵园地块由“整体”一分为二，引发了“他”心理的变化。小说围
绕“陵园地块的变动”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请根据提示完成下面表格。

地块变动情况

没有划开时

开始建公园时

公园建成后

“他”的行为和心理状态

行为：时常过来，绕墙走，从家中看 心理：平静

行为： ① 心理： ②
行为： ③ 心理： ④

19.（4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孙子”的言行对“他”有怎样的影响？
20.（3分）下列与小说主题相关的分析，不合理

···
的一项是

A. 小说反复写“他”的“来”与“坐”，体现了“他”执着守望战友们的深厚情感。
B. 小说写“他”把李云峰当作那个李什么峰对待，体现了“他”的内疚心理和“他”对战斗岁月

难以忘怀，点明了“他”守望的原因。
C. 结尾句的含义是：活着的人们在守望英烈；英烈在守望活着的人们，守望人们的幸福生活。
D. 标题“守望”点明了人物的行为特点，揭示了守望的痛苦和绝望。

21.（3分）结合小说内容，分析文中描写环境的画横线语句的作用。

四、名著阅读（本大题共3小题，10分）
22.（3分）某班为了分享名著阅读体验和探究成果，准备举办一次演讲比赛，四位同学按要求初步

确定了演讲稿的标题，其中内容有误
··

的一项是
A. 伟人和英雄都有可亲可爱的一面——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B. 散发着浓浓“京味儿”的语言——《骆驼祥子》语言特点探究
C. 鲁迅最富生活情趣的一组散文——读《朝花夕拾》有感
D. 博学多才、冲动鲁莽的尼摩船长——《海底两万里》人物形象探究

23.（3分）在看似子虚乌有的情节中曲折地揭示现实矛盾，是讽刺作品常见的一种手法。请以
《儒林外史》的某一情节为例，简要分析其所揭示的现实矛盾。
示例：《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病危之际因家中点着两根灯芯而迟迟不肯咽气的情节，揭示了

一个守财奴临终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讽刺了当时疯狂追逐金钱的社会现象。
24.（4分）下面文字选自《昆虫记》，请简要谈谈其中的理趣和情趣。

萤火虫可以说是一个双腿残疾者，它在自己的后腿上放上一朵漂亮的白色玫瑰花，一种没
有关节、可向四下里活动的有十二个趾肢节的爪子，而这种管状的趾肢节，并非抓住而是黏附
着物体。这个器官还有一个用途，它可以当作海绵和刷子来使用。

五、写作（50分）
25. 阅读下面的材料，选择一个题目写作。

湖水对青山说：“我给你照了一张相，不知你是否满意？”
“满意，很满意——”青山说，“谢谢你！还得谢谢白云，我从不知道，和白云在一起，我是如

此的美丽。我很喜欢这张合影。”
题目一：记忆中，你一定也有喜欢的合影，你的合影是否也如青山白云的合影一般美丽？

是否还藏着难忘的故事？请以《合影合影》为题，写一篇记叙性文章。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
露个人信息；不少于600字。

题目二：读完材料，你有哪些感悟？从中选择感触最深的一点，写一篇议论性文章。自拟
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