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 2014 届高考模拟冲刺卷（提优卷）（二） 语文试

题

本试题卷分试题卷和答题卷两部分。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镇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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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语言文学运用（共 24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荷（hè）枪    煊（xuān）赫   曲（qū）笔    喁喁（yóng）私语

B．开涮（shuàn） 弱冠（guàn）   谂(shěn)知    一哄（hōng）而散

C．氛围（fēn）   压轴(zhòu)     忖度(cǔn)     心广体胖(pán)

D．尽（jǐn）管   卸载（zài）    臀（tún）围   雪泥鸿爪（zhuǎ）

2．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扛鼎之作，也是一部惊世骇俗、震聋发聩的中篇力作，它借

用小说的外形却以犀利的杂文笔法直刺国民的灵魂深处，催人反省。

B．2013年 9月 30日，今年第21号强台风“蝴蝶”以席卷一切之势横扫海南省三亚市，省委、

省政府领导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指导交通、电力、民政等部门，全力做好减灾、赈灾工作。

C．在那个直言贾祸的年代，真的是人心惟危，即便是底层百姓，如果在言语上稍有不慎，也

立即会招致灭顶之灾，言论自由在那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D．岁月蹉跎，时光荏苒，曾经的年少轻狂禁不起尘世的沧海桑田，多少美妙的青春梦想也一

一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再回首，多的只是镜花水月后的浩然长喟。

3．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正是鉴于这

样的校训，哈佛大学培养了大量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

B．去年10月 11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

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以他800万瑞典克朗的奖励。

C．为反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新年伊始，朝鲜不但高调宣布试射远程导弹，而且强硬中止

与韩国的相关协议；美国则拒绝与其单独会谈。美、朝双方僵持不下，局势间不容发。

D．鸟叔PSY的《江南 Style》1个月内就红透全球，他在 MV里的嘻哈风格，自创的马式舞步

和深具感染力的音乐节奏，让欧美人士也为之拍手称快。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针对日本右翼人员再次进入我国钓鱼岛领海的非法行为，由中国海监50、15、26、27船组成

的中国海监巡航编队 10月 3日继续进入我钓鱼岛领海内进行维权巡航。

B．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实行了 30多年，但作为一个经济转型大国，客观地看，中国还

有相当多的政策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居高不下。

C．穿行于浙江龙泉县城的大街小巷，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气派的青瓷文化元素，就连一家路

边小吃店天花板上垂吊着串串吊灯灯筒，也是雅致剔透的青花薄胎瓷。



D．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越来越难以得心应手地对付越来越多的挑战。，未来美国

的霸主地位是否会下降，关键在于美国应该调整自己的霸权模式。

5. 下列依次填入下面句子空格处，排序最恰当、语意最连贯的一项是（     ）

没有谁可以活在社会舆论的真空里，“贫二代”如此，“拼二代”亦如此，“富二代”

更不例外。  ▲  ，  ▲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误解与偏见。  ▲  ，  ▲  ，只是，“富二

代”的代言人在为这个群体正名的时候，  ▲  。“富二代”其实没那么脆弱，也不该如此敏

感。

①试图改变社会舆论对“富二代”的看法是必要的

②客观地为“富二代”正名也无可厚非

③只不过社会舆论给予前两者的多是支持和鼓励

④对于“富二代”多是批评与鞭策

⑤实在没必要把普通的社会舆论升级到“歧视”的地步

A.③①②⑤④    B.③④①②⑤    C.③④②①⑤    D.②③①⑤④

6．阅读以下材料，在（1）（2）处补写具有哲理意味的语句，要求简洁、通俗。（4分）

晚饭后，妈妈正在厨房里给妍妍剥柚子，看着妈妈费力的样子，妍妍问道：“妈妈，为什么

柚子不能拿来就吃，先要剥皮呢?” 

“孩子，那是柚子在告诉你：          （  1  ）            。” 

“妈妈，为什么柚子里的果肉是分成一瓣一瓣的，不是完整一个呢?” 

 “孩子，那是柚子在告诉你：          （  2  ）            。”

7．不同年度媒体流行语的变迁是一幅动态变化的历史画卷。2012年公布的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

分别是：十八大、钓鱼岛、美丽中国、伦敦奥运、学雷锋、神九、实体经济、大选年、叙利亚危机、正能

量。

请你任选其中三大流行语，扩展成一组语意连贯的句子，对 2012年的中国或世界风貌从某

些层面上进行作简要描述，要求至少运用一种修辞手法，不少于60字。（5分）

答：                                                                           。

二、现代文阅读（共 29 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8～10题。(9分)

①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试图对“时间的有限性”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阐释。中国人对

时间有限性的处理，既不是通过建立一个“超时间”或“彼岸时间”来消除我们对时间终止的

恐惧，也不是像佛教教义那样，通过否定生命意志和欲望情感，让时间停止下来，达于无生无

死的涅槃之境，而是将时间的“矢量”转化为“能量”，将物理的线性时间改造为“道德时

间”，来化解世俗时间的最终限制。

    ②那么，具体的个体生命为何要经历时间？他的目的如何？有什么意义？如果将一个人的

一生描述为享受生命，那么时间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每过一天时间就减少一天，等到死亡来

临，及时行乐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依照儒家的概念，这样的生命无异于酒囊饭袋，虚生浪死。死

亡或时间终结确实是无法超越的，它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所以儒家思想从来拒绝

这样来描述时间过程。儒家思想实际上将“死”这样一个概念，进行了悄悄的改造，让“死”变

成了“终”。对君子而言，人的一生并非是享乐的过程，而是一个成就“德”的过程。“成德”

是人生最重要的使命，能否“成德”是个体生命成败的关键。至于实际生命时间的长短，自然可

以不必考量。这样一来，时间的长度量变成了道德的强度量。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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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既是对“闻道”的要求，也有对生命无常的慰藉。所谓的“终”既是生命过程的“了”，

也暗示着生命圆融的“成”。因此，中国人将人的生命过程视为价值实现过程，是发展、延伸、成

就“德性”的过程。

    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古人为何重然诺、轻生死，为何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其中也非仅仅只有“愚忠”，因为既然君命臣死在当时被视为

一种德，那么这种“愚忠”也含有强烈的“成德”意味和精神的超越意识。伍子胥过韶关，程婴

献子救孤，这些道德说教故事虽然有夸饰成分，于正史未必有据，然而在民间流传甚广，足以

说明这样一种观念深入人心的程度。中国人对时间限制性的思考，不是朝向物理线性时间的方向

发展，而是朝向道德时间的方向发展。

    ④那么对于死后世界也就是说世俗时间之外的那个“超时间”，中国人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个世界既不是如世俗世界一般的实在，亦非绝对的“无”，而只是“幽

明”。也就是说，它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重合的另一个世界。所以说儒者不讲生死，讲的是幽明：

幽是死，明是生；生和死是交错在一起的。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说：“佛教也好，基督

教也好，都讲生死。儒家不讲生死，讲终始问题，讲幽明问题。……张载说生死是大来大往，根

本无所谓死。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是《易经》的智慧。”（格非《文学的邀约·幽明》，有删改）

8. 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中国传统儒家巧妙地将物理的线性时间改造为“道德时间”。

B．儒家从自身的时间观出发，拒绝对个体生命的时间过程作出描述。 

C．以“终”的概念变时间长度量为道德强度量，这是儒家的聪明之处。

D．在儒家看来，生命的价值在于在生命过程中成就“德性”。

9. 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符合儒家时间观的一项是  （    ）

A．君子曰终，小人曰死

B．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C．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D．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不生不灭

10.请根据本文内容简要概括中国人的生死观。（3分）

答：                                                                           。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5题。（20 分）

不一样的城        文/李萦枝

（1）接触地面的瞬间，我有一种绵软的匍匐下去的感觉。青藏高原的空阔闪电般迅速展开，

耀眼的明亮强大得使我近似胆怯地半眯着眼睛。这明亮像一面奇异的镜子，照见了我自身。我看

见自己在拉萨的天空下通体发亮。

    （2）我以几近膜拜的心迎着高原之上的日光。阳光是稠密、坚韧、油性而片状的。它肆意倾覆，

在道路、旷野、河流和群山之上流泻，以交响乐般的恢弘拍打着高原的寂静。万物发疯了似的在质

感的丰厚中高亢地敞开自己。当它涂抹着我的身体，我感到一种饱满的幸福，类似果实看见了自

己甜美、殷实的肉体的光泽。

    （3）我的眼睛向上，眩目的光芒后面是蓝得不含一丝杂质的天空。蓝，近似执著的澄净，

使天空无比高远。当我的目光拂过天空，像一滴水融进湛蓝的海，我忽然获得释放自己的快乐。

我在天空中看见了尘世之上的道路通往四面八方。心飞奔而出，鸟儿一样展开翅膀，以自由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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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抵达深处的蓝。

    （4）天空有着宁静与热烈的两重世界。蓝之于阳光如同冰之于火，火并不融化冰，而是彼

此映照。拉萨的天空是极端的阳光和极端的蓝的统一，它因而是强烈的。

    （5）当我的目光从天空折回大地，我最先注意到的是藏民的身影。略显笨重的藏袍，领子、

袖口、袍的边缘用各种亮色镶边，在阳光下变得绚烂。黑而非光滑的发辫，因为不经常梳理显得

毛茸茸的，就像毛线被反复磨擦后的样子。脸黑得发红，瘦削，粗糙而结实，留着日照和风的痕

迹。我看着他们的眼睛，看到了隐忍，平静，甚至淡淡的迷茫。

    （6）他们在拉萨的大街移动脚步，身上散发出混合的气息。这气息经过我，在我的视野里

带出了旷野的苍茫，风的刀刃，帐篷的孤单和行走在高原上的坚韧。能够想象那是怎样的骨骼、

肌肤和内心的愿望支撑起世代的藏民在高原之上站立和生长。

    （7）我在风中经幡的劈啪声中聆听他们的心跳。他们把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抽象为蓝、

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然后是印上去的经文，像一把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我相信他们一生都在

祈愿的途中，祈愿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在午后大昭寺门前的石板上，我

看见他们双手合十举过头顶，有着金属光芒的后背缓缓前倾，与伸出的双臂一起向前滑去。掌心

贴地，终于全身俯下。我想到了“倾其所有”这四个字，朝拜者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一

颗虔诚的心完完全全呈示在佛的面前。

    （8）藏袍的投影及其褶皱里细微的黑在我的感觉中弥漫开来，将我的思绪带往寺院佛殿里

的幽暗。走进幽暗的藏民，脸上的表情是宽慰的，眼睛里有一抹幸福的光亮。他们挤挤挨挨连成

一个长队，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向佛磕头。铜盏的佛灯中一根细小的灯芯吮吸着奶白的酥油，

开始伴随着六字真言在黑暗中吐出手指大小的火焰。每跳动一下，都像心灵的一次歌唱。当酥油

灯聚拢，像一群尘世的孩子排列在佛的膝前，整齐地亮出歌喉。这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饱满  ，

向着高处，直至喷溅出黄金的液滴。从这里经过的人是快乐的，他们看见了自己的心火焰一样绽

放。站在一侧的我沐着火焰的光辉，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红尘之上，为心灵点一盏灯该有多好。

    （9）在布达拉宫的一个大房间里，看到了黄铜质地的转经筒，正方列队排列。我听到了绕

着木头轴心转动的经筒发出“骨碌碌”的声响，这声音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有一种模糊的生动。我

知道，我所听到的是厚厚的经文被传诵的声音。时间多久，它就能传诵多远。紧挨在我身后的是

一个头发灰白的藏族老太太，乱线似的皱纹丝毫没有减弱她眼睛里的明亮。她一只手推着转经筒，

目光安详地注视前方，仿佛她正随着转经筒的声响在一条路上兼程。

    （10）众多的手不停地挨个推动着转经筒，像转动时光。站在寺院的一角，我有一种边缘的

感觉。远远地看着，恍惚中的寺院就像一座灯火的城池。酥油灯亮遍每一个角落，灯光显现了念

经的喇嘛绛红色的藏袍，墙上以朱红、深红、金黄、橘黄等暖色调为底色的彩画，深红色的廊柱…

…这些温暖而瑰丽的色彩在黑暗中类似一种放大的喜悦。藏民的身影穿梭期间，来来往往，生生

不息，渴望灵魂永远不落。

（11）我忽然有一种落泪的感觉，因为幸福。如果说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那么拉萨的寺院

则是灵魂的城。在那里，众多的心点燃，就是黑暗中的一盏盏灯。

11．试联系文意，说说文章以“不一样的城”为题的含义。（2分）

答：                                                                           。

12．简析第三段的写景手法。（4分）

答：                                                                           。

13．第（7）段细写午后大昭寺门前藏民们的祈愿，用意是什么？（4分）

4



答：                                                                           。

14．联系全文谈谈你对下面两句话的理解。（4分）

（1）天空有着宁静与热烈的两重世界。

答：                                                                           。

（2）众多的心点燃，就是黑暗中的一盏盏灯

答：                                                                           。

15．赏析第（8）段画浪线的句子。（6分）

答：                                                                           。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 37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 3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6～20题。（19分）

谏论     宋·苏洵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

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

之术何如耳。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

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

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

乎讽，而必乎术也。

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

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此理而谕之也。子

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

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

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

缴感襄王，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  诐  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

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

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魏征），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

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

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1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茅焦解衣危论           危:危险

B．请备论其效             备：全面，详细

C．理谕之，势禁之         谕：使……明白

D．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致：向…表达

1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B．然则奚术而可/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

C．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D．悟则明，惧则恭/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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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作者看来，讽谏与直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让国君纳谏，两者只是在使用的技

巧方面有所不同。

B．作者认为进谏要讲究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具体说来有五种方法：理谕之，势禁之，利

诱之，激怒之，隐讽之。

C．最后一段，作者以魏征的成功为例说明掌握正确的进谏方法的重要性，同时表示自己要

向龙逢、比干、苏秦、张仪学习，效法他们的忠心和和游说方法。

D．文章着重阐述进谏的方式、方法和作用，排比、对偶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气势酣畅；举例

论证、对比论证等方法的运用，使观点更具说服力。

19．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3分）

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

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

2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7分）

（1）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3分）

答：                                                                           。

（2）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4分）

答：                                                                           。

（二）阅读下面这首元曲，完成 21～22题。（7分）

【中吕】朱履曲（节选）◎张养浩

休只爱夸强说会①，少不得直做的贴骨粘皮②，一旦待相离怎相离。爱他的着③他的，得便

宜是落便宜，休着这眼皮儿谩④到底！

鹦鹉杯从来有味，凤凰池再也休提，忧与辱常常不曾离。挂冠归山也喜，抬手舞月相随，却

原来好光景都在这里。

[注] ①夸强说会：夸耀自己有才能与本事。②贴骨粘皮：奴颜媚骨，溜须拍马。③着：穿。④谩：蒙骗。

21．这首元曲展现了一个怎样的诗人形象？（3分）

答：                                                                           。

22．这首元曲的下片在表达上运用了哪些手法？有什么作用？（4分）

答：                                                                           。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3～24 题。（5 分）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

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23．找出文中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一句内涵相同的

句子。（2分）

答：                                                                           。

24．荷蒉者对孔子的一番话用意是什么？你如何评价他的话？（3分）

答：                                                                           。

（四）古诗文默写。（6 分）

25．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只选 3 小题）（6 分）

（1）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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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              。（韩愈《师说》）

（3）银瓶乍破水浆迸，              ，              ，四弦一声如裂帛。（白居易《琵琶

行》）

（4）此去经年，              。              ，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5）人生代代无穷已，           。不知江月待何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四、作文（60 分）

26．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这世上没有一朵不期待盛开的花，即便是尊贵如牡丹，抑或微小如野花，似乎在天地

间粲然地开放，便是它们一生唯一的追求。但是又有谁听到过花开的声音？人们总是于

突然间在嘴边或在心头惊诧：花开了！是的，人们很少看见花开的过程，更是听不到花

开的声音，但是花确实在无声无息中盛开了，而且鲜妍芬芳。 

     这“花开无声”的境界会使你产生怎样的联想、感慨？得到怎样的启示呢？请你以此

材料的内涵为主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要求］①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②不得脱离材料及含义的范围作文；③明

确文体，但不得写成诗歌。④不得抄袭、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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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浙江省高考模拟冲刺卷（提优卷）

语文测试卷(二) 参考答案及评分说明

1．C【A．喁（yú）；B．哄（hòng）；D爪（zhǎo）】

2．C【A震(振)，B阵(镇)，D淹（湮）】

3．C【A应为“基于”；B应为“给予”或“给…以”；D应为“拍手叫好”。】

4．A【B语序不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应为“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C句式杂糅；应在

“串串”前加上一个“的”字；D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应将“应该”改为“如何”。】

5.B【③句“前两者”承接上句“贫二代”“拼二代”，④照应上句“富二代”；①紧接“误

解”“偏见”转入改变对“富二代”的看法之必要，②句中“也”照应第①句】

6．（1）你想要享受甜美的果实，就要先付出辛苦的劳动呀。（2分）【意到即可】

（2）示例 1：生活的甘甜和幸福，是用来慢慢享用的，是一小瓣一小瓣慢慢品味的。（2分）

示例 2：你手中的东西，不能独自占有享用，而要懂得与人分享。（2分）【意到即可，其

他答案，酌情给予分】

7．【示例答案】2012年，神九上天，中国人民再次扬眉吐气；而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更为

全体国人展示了美丽中国的共同愿景，越来越多的社会正能量正驱动着中国这艘巨轮驶向光明

的未来。

8．B【原文是“儒家思想从来拒绝这样来描述时间过程”，少了“这样”就偷换了概念。】

9．D【据一段第三行及以下文字可知D乃佛家之说。】

10．①人“生”的时间确实有限，死亡确实无法超越；② “生”的过程是实现价值（成就“德

性”）的过程；③“死”只是生命的“终了”，暗示着生命的“成”；④生死是大来大往，交

错在一起的，根本无所谓死。【共3分，4点中有任三点即可，每点1分。】

11．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1分），拉萨的寺院是灵魂的城（1分）。

12．①先正面直接写（1分）拉萨的天空蓝得不含一丝杂质，蓝得近似执著的澄净（1分）；②

后用比喻手法（1分）写“我”在天空下的感受，侧面烘托拉萨的天空之蓝（1分）。

13．①为下文写拉萨的寺院是灵魂的城作铺垫（埋下伏笔）（2分）；②表现朝拜者对佛的虔

心，祈愿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2分）。

14．（1）宁静的世界是指拉萨的天空之蓝，热烈的世界是指拉萨的天空阳光之强烈（1分），

两者彼此映照、统一（1分）。

（2）在苦难的人生之中，信徒们用信念为自己的灵魂点一盏灯（1分），生命就有了光明与希

望，灵魂就能永远不落（1分）。

15．①色彩对比鲜明（1分），如：“奶白的酥油”，“黄金的液滴”形成色彩反差（1分），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1分）；②运用比喻手法（1分），如：手指大小的火焰形象生动地写

出了酥油灯火焰的形状（1分）；“像一群尘世的孩子排列在佛的膝前”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酥

油灯聚拢一起时的情形（1分）；③运用通感手法（1分），如：（酥油灯）“每跳动一下，都

像心灵的一次歌唱”，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形象；“这声音越来越响亮…直至喷溅出黄金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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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1分），这样写极富神韵，引人联想，从而让读者更能感受

到信徒们礼佛时的虔诚心灵（1分）。【共3点，任意2点即可，每点3分。】

16．A【危:正直，端正】

17．C【A用，凭/因为；B才/却；C比/比；D就/却。】

18.C【应是：学习龙逢、比干他们的忠心，但是不学习他们的方法；学习苏秦、张仪的方法，但是

却不学习他们的机心。】

19．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

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对4处得 1分】

20．（1）讽谏当然不能全部赞成，但是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

（“与”译为“赞成”，1分；“少”译为“贬低、轻视”，1分；译对句子大意1分）

（2）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进谏君主而被听从的仅有百分之一，游说君主而被听从的却占十分

之九，进谏君主而丧命的比比皆是，游说君主而丧命的却从未听说过。

（“怪”译为“对……感到奇怪”，1分；译对“百一”、“十九”各得 1分；译对句子大意得

1分）

【参考译文】

不论古时还是现代，人们议论进谏，往往赞成讽谏，贬低直谏，这种说法大概是由孔子首

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讽谏、直谏，是一样的，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伍举使用隐语进谏，

楚王荒淫放纵更加厉害；茅焦解开衣服，正言进谏，秦帝立即省悟过来。讽谏当然不能一概赞成，

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的。所以我说：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方法才可以呢？答道：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就像古代游说诸侯的策

士那样就可以了。那些游说诸侯的策士，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他的诡诈；而我要进

谏君主，是要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我的忠诚。让我详细论述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吧！

周朝衰落，游说之风在诸侯各国间兴盛起来，从此以后，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物。我只是对这

种现象感到奇怪：进谏君主而被听从的仅有百分之一，游说君主而被听从的却占十分之九，进

谏君主而丧命的比比皆是，游说君主而丧命的却没有听说过，然而触犯君主的禁忌，戳到君主

的痛处，有时游说比进谏还严重呢。由此可知，关键不一定在讽谏上，而一定在方法上。

游说的方法能成为进谏方法的有五种：讲清道理开导他，从形势上禁止他，使用利益引诱

他，刺激进而激怒他，含蓄委婉地讽谕他，这些就是所说的五种方法。触龙认为赵太后爱女儿胜

过爱儿子，时间不到一转身，长安君就出国做人质去了；甘罗拿杜邮之死一事责问张唐，张唐

就答应去做燕相并且定下了出发日期；这些就是讲清道理开导他的事例。子贡用国有内忧不应征

伐来指教田常，于是齐国就不能出兵征伐鲁国；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将招致众人攻击来威胁

顷襄王，于是楚国就不敢打周王室的主意了。这些就是从形势上禁止他的事例。田生用万户侯打

动张卿，是刘泽被封王了；朱建用富贵引诱闳孺，于是辟阳侯就被赦免了。这些就是使用利益引

诱他的事例。苏秦用“牛后”的名义羞辱韩国，于是韩惠王手按宝剑，仰天长吁一声；范睢用秦

国没有国王耻笑秦昭王，于是秦昭王跪下请教。这些就是刺激进而激怒他的事例。苏代用土偶人

至死不离故土的故事讥笑田文，楚国用弓和箭鼓动顷襄王。这些就是含蓄委婉地讽谕他的事例。

以上五种，都是见解偏颇、不够公平的说法。虽然如此，但由忠臣来实施它，完全可以成功。什么

缘故呢？讲清道理开导他，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从形势上禁止他，君主即使骄傲，

也一定会害怕；使用利益引诱他，君主即使怠惰，也一定会振奋起来；刺激他以便激怒他，君

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坚强起来；含蓄委婉地讽谕他，君主即使凶暴，也一定会接受意见。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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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明白，害怕就会谨慎，振奋就会勤劳，坚强就会勇敢，包容就会宽厚。辅助君主的正确方法，

全在这里了。

我看从前那些做臣子的，提出意见必定被听从，议论说理必定成功，没有谁比得上唐代魏

郑公。当初，他其实学的是纵横家的学说，它就是我们据说的能掌握适当方法的人吧？唉！龙逢、

比干进谏国君，却不被称颂为好臣子，是因为他们没有苏秦、张仪的得力方法；苏秦、张仪游说

国君，取得功名利禄，可是不免被人讥为游说之徒，是因为他们没有龙逢、比干的耿耿忠心。因

此，对于龙逢、比干，我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

选择他们的方法，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机心，我把这作为进谏的真正方法。

21．①对虚伪官员的充满厌恶与斥责（1分）；②对官场生活充满厌倦（1分）；③毅然辞官归

隐，享受与自然交融之乐（1分）。

22．①借代手法（1分），以“鹦鹉杯”、“凤凰池”借代官场生活，形象地写出了官场生活的

豪奢与腐朽（1分）；②拟人手法（1分），“挂冠归山也喜，抬手舞月相随”，十分亲切地写

出了辞官归隐之乐（1分）；③对比手法（1分），将官场生活的“忧与辱”与归隐后的“喜”

形成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诗歌的主旨（1分）。【3点中有任 2点即可。】

23．深则厉，浅则揭。（2分）

24．规劝孔子面对现实处境要懂得变通，灵活对待，以便保全自己。（1分）

评价 1：我认为荷蒉者的话是正确的。人生在世，固然需要坚持自我，执着理想，但面对复杂多

变的社会现实，人只有学会变通，学会与世俗周旋，才能保全自己，不让自己受伤。一味执着不

变，反而会赔上自己的一切。（2分）

评价 2：我认为荷蒉者的话是不正确的。人生在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就更应该坚持自

我，执着理想，如果改变自己以迎合世俗，则丧失了为人的原则。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之所

以流芳百世，正是因为在困境中立场坚定，坚持自我，永不妥协。（2分）

25．（1）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2）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3）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

（4）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

（5）江月年年只相似/但见长江送流水

26．【立意提示】（1）卑微的积累可以绽开惊艳的灿烂；（2）在平淡中开创生命的奇迹；（3）

摒弃张扬，人生的成功更需要沉静。基准分：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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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文阅读（共29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3分）
	12．简析第三段的写景手法。（4分）
	13．第（7）段细写午后大昭寺门前藏民们的祈愿，用意是什么？（4分）
	14．联系全文谈谈你对下面两句话的理解。（4分）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37分，其中选择题每小题3分）
	12．①先正面直接写（1分）拉萨的天空蓝得不含一丝杂质，蓝得近似执著的澄净（1分）；②后用比喻手法（1分）写“我”在天空下的感受，侧面烘托拉萨的天空之蓝（1分）。
	13．①为下文写拉萨的寺院是灵魂的城作铺垫（埋下伏笔）（2分）；②表现朝拜者对佛的虔心，祈愿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2分）。
	【参考译文】
	不论古时还是现代，人们议论进谏，往往赞成讽谏，贬低直谏，这种说法大概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讽谏、直谏，是一样的，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伍举使用隐语进谏，楚王荒淫放纵更加厉害；茅焦解开衣服，正言进谏，秦帝立即省悟过来。讽谏当然不能一概赞成，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的。所以我说：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方法才可以呢？答道：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就像古代游说诸侯的策士那样就可以了。那些游说诸侯的策士，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他的诡诈；而我要进谏君主，是要凭借机智、灵活、勇敢、善辩来成就我的忠诚。让我详细论述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吧！周朝衰落，游说之风在诸侯各国间兴盛起来，从此以后，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物。我只是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进谏君主而被听从的仅有百分之一，游说君主而被听从的却占十分之九，进谏君主而丧命的比比皆是，游说君主而丧命的却没有听说过，然而触犯君主的禁忌，戳到君主的痛处，有时游说比进谏还严重呢。由此可知，关键不一定在讽谏上，而一定在方法上。
	游说的方法能成为进谏方法的有五种：讲清道理开导他，从形势上禁止他，使用利益引诱他，刺激进而激怒他，含蓄委婉地讽谕他，这些就是所说的五种方法。触龙认为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时间不到一转身，长安君就出国做人质去了；甘罗拿杜邮之死一事责问张唐，张唐就答应去做燕相并且定下了出发日期；这些就是讲清道理开导他的事例。子贡用国有内忧不应征伐来指教田常，于是齐国就不能出兵征伐鲁国；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将招致众人攻击来威胁顷襄王，于是楚国就不敢打周王室的主意了。这些就是从形势上禁止他的事例。田生用万户侯打动张卿，是刘泽被封王了；朱建用富贵引诱闳孺，于是辟阳侯就被赦免了。这些就是使用利益引诱他的事例。苏秦用“牛后”的名义羞辱韩国，于是韩惠王手按宝剑，仰天长吁一声；范睢用秦国没有国王耻笑秦昭王，于是秦昭王跪下请教。这些就是刺激进而激怒他的事例。苏代用土偶人至死不离故土的故事讥笑田文，楚国用弓和箭鼓动顷襄王。这些就是含蓄委婉地讽谕他的事例。以上五种，都是见解偏颇、不够公平的说法。虽然如此，但由忠臣来实施它，完全可以成功。什么缘故呢？讲清道理开导他，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从形势上禁止他，君主即使骄傲，也一定会害怕；使用利益引诱他，君主即使怠惰，也一定会振奋起来；刺激他以便激怒他，君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坚强起来；含蓄委婉地讽谕他，君主即使凶暴，也一定会接受意见。醒悟就会明白，害怕就会谨慎，振奋就会勤劳，坚强就会勇敢，包容就会宽厚。辅助君主的正确方法，全在这里了。
	我看从前那些做臣子的，提出意见必定被听从，议论说理必定成功，没有谁比得上唐代魏郑公。当初，他其实学的是纵横家的学说，它就是我们据说的能掌握适当方法的人吧？唉！龙逢、比干进谏国君，却不被称颂为好臣子，是因为他们没有苏秦、张仪的得力方法；苏秦、张仪游说国君，取得功名利禄，可是不免被人讥为游说之徒，是因为他们没有龙逢、比干的耿耿忠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选择他们的方法，但是却不选择他们的机心，我把这作为进谏的真正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