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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二附中2017——2018学年度高二年级第一学段
语文必修4 测试题

班级： 姓名： 学号：

1、本试卷共 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

2、考生务必认真填涂正确考号，并用黑色签字笔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

无效。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 题。

【材料一】

《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取字原属贵族特权，后来成为知识阶层的

事。宋代还不准下层人取字。到明清时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几乎无人无字。尽

管也遭到士大夫的抨击和嘲讽，但取字的习俗，仍然普及开来。

先秦时代，字是行冠礼时由选定的嘉宾给起，后世不举行冠礼了，字则改由师长

或其他通文墨的人给起，而且也不一定到成年才起，很可能是小名、大名和字一同起

的。当然，也有成人之后才请人起字的。

上古贵族女子，原本也起字。《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笄而字。”是说女子成

年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起来，用笄别住，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秦汉后没能承袭。

虽然上层妇女有的也有名有字，但不一定“许嫁笄而字”。女性一般自幼至成年，只有

一个小名（闺名）。不过，这一礼制虽未推行开，却在汉语中留下许多成语，如说女子

已有婆家，叫“已字”“已字人”；没找婆家，称“待字闺中”“未字人”“未字”。

后世取字，有许多是引经据典。如唐代陆羽字鸿渐，取自《易·渐卦》“鸿渐于陆，

其羽可用为仪”；宋代楼伯圭字禹锡，出自《书·禹贡》“禹锡玄圭”。

名字的组合方式，自古及今，当不下几十种。习见而常用者，约为以下八种。

第一、同义相协。名与字为同义词，二者相为辅佐，互作解释。如宋欧阳修字永

叔，《广雅》：“修，长也。”《说文》：“永，水长也。”

第二、反义相应。名与字皆为反义词，二者对立相应，各从反面作解。如孔子弟

子曾点字皙，《说文·黑部》：“点（繁体作“點”），小黑也。”“皙”，意为洁白，点、

皙相对。

第三、连类相及。义类相近或相似，因甲而及乙。三国孙策字伯符，策、符皆为

信物，只形制与用途不一。

第四、景仰前贤。因为倾慕前代圣贤，向他们看齐，于是就袭用其名字。汉司马

相如字长（zhǎng）卿，《史记》说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蔺相如为赵国上

卿，故以“长卿”为字。这既表示蔺相如的身份，也体现了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愿望。

北齐颜之推字介，是拆春秋晋国介之推的姓名以为名、字。据《左传》，晋文公封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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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亡的群臣，介之推不去述功，文公也未加封赏，介之推遂携母隐居绵山。后文公

以焚山方式欲使出山，介之推不出，遂烧死于绵山。

第五、概括经义。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儒家典籍便成了

家喻户晓的课本了。人们逐渐就都从儒家经典中选取名字。汉末三国已渐成风。自南

北朝而唐宋，而元明清，士大夫名字取于儒家经典者触目皆是。如唐白居易字乐天，《礼

记·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哀公问》：“不能安土（意为“居易”），不能乐天。”

第六、使典用事。这种名字组合方式，先秦没有，两汉也少见，唐宋才多起来。

它取材于史传载记，诸子百家之书。有的与袭用经文相似，但大多含有故事情节。如

唐李商隐字义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

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商隐，即谓殷商之隐者，义山，即

谓“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第七、崇奉宗教。唐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佛家菩萨名。《旧唐书·文苑传下·王

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因崇佛，故拆菩萨名为名字，以示皈．依。

第八、采撷名篇。采撷名篇佳作中的警策以为名字，南北朝时已很常见，至明清

而大行。如明代胡东皋字汝登，出自陶潜《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

赋诗。”清朝张孟词字腾蛟，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孟，

表示长幼次序中排行老大。

名字组合方式，不止上述八种，但常见而比较复杂的，大致如此。

（取材于吉常宏《中国人的名字别号》）

1.下列加点字在【材料一】中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分）

男子二十冠．而字 五行八作． 皈．依

A.guān zuō bàn B. guàn zuō guī

C.guān zuò bàn D. guàn zuò guī

2.【材料一】中提到介之推，下面与之有关的民间传统节日是（3分）

A.元宵节 B.寒食节 C.端午节 D.祭灶

3.下列理解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意味着起字一定要到男子 20 岁。

B.“待字闺中”，是说女子尚未成年，还没有取字，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婚配。

C.司马相如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因为他仰慕蔺相如，才改名相如，字长卿。

D.由于儒家典籍家喻户晓，老幼皆习，所以古代文人名字都取义于儒家经典。

4.宋代词人秦观，字少游，据【材料一】中“连类相及”方式，从他的字断定，“观”

应该读 。（写出拼音，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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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二”及“链接材料”，完成 5-9 题。

【材料二】

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那么名和字的用途有何不同？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

字；对什么人称名，对什么人称字，这在古代是很有讲究的。若不论场合、身份、对

象，任意而用，将十分难堪。

从命名取字上说，名是由长辈所起，行于家庭之内。字是行冠礼时由嘉宾所起，

意在“敬名”，是行于外的。由此便形成两个原则：名是尊长所叫，或用于自称；字是

给外人叫的，不能用于自称。但其中情况也比较复杂，还须进一步讨论。

第一、自称称名。总的说是自称称名，但还要看是对谁，不是对谁都称名。

(1)对君父自称。封建时代君父一体，儿子在父亲面前，臣子在君主面前，或对天

子的使者，都要称名。在君主面前，不但自称要称名，在提到其他人的时候，也得称

名，即便涉及自己的长辈先人，都要直呼其名，说“臣父臣某某”“臣大父先臣某某”。

(2)对尊长自称。对君父自称名，推而广之，对位尊者，对家族亲戚中的长辈，都

要自称己名，以示尊敬。如大诗人李白，出川之后，在荆州时想得到刺史韩朝宗的提

拔，便写了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就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

(3)对朋友自称。古代文人与朋友交往，不论对方年纪长幼，自称时都要称名，不

像后来俗文学中所写，年长者自称“愚兄”，年幼者便叫“贤弟”。不论年龄，甚至同

族兄弟，年长者也自称名。

(4)尊长自称。尊长对卑幼者自称名，源自上古。《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们谈话，

都自称名，如《述而》“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都是自称名。

但是，家庭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没有自称名的，甚至印章使用，也

是如此。1949 年前，长辈给晚辈写信，结尾都不具名，只写“父示”“祖字”“伯父手

书”或“伯父某某”“叔某”。

第二、称人用字。古人在交际中都是称人之字以敬其名。不过当时等级森严，礼

节繁杂，就是称字也要看对象，也有许多讲究。

(1)平辈之间称字。亲友中同一辈分的，原则上都称字。孔门弟子彼此间都称字。

对朋友不能呼其名，这是传统的礼仪准则，除非对方没有字。许多历史题材的文艺作

品，常常忽略这一点，实在欠妥。

兄弟之间也以字相称。兄对弟，对称或叙述过程中都可以；弟对兄，一般只用于

叙述时称呼。

(2)尊长称卑幼者。身分地位高的对身份地位低的，年长的对年幼的，为表谦敬，

也须称对方的字。亲友中长辈对晚辈称字，比较常见，但父祖对儿孙称字罕见。

(3)关于称尊长的字。先秦有称尊长字的，如孔门弟子常称老师“仲尼”。但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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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中后期，往往遭人非议。父祖之名固不能说，称字也行不通。有了别号之后，

多称父祖的别号。

君主的字是不能叫的。今天许多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让剧中人物直呼其

君主之名，实在缺乏历史文化常识。

此外还有一种“谥号”，是人死后由朝廷（官谥）或门生后辈（私谥），按照其生

平事迹与品德修养，给予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如韩愈官谥“文”，范仲淹官谥“文正”，

又如陶潜，又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靖”表示保护、保卫，而“节”则表

示节操，称靖节先生，也是一种敬称。

链接一：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

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

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

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

链接二：《水浒》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写吴用为救宋江脱离江州之危，命萧让摹

仿蔡京笔迹给蔡京之子江州知府蔡九写了一封信，盖上金大坚摹刻的“翰林蔡京”四

字印章，要戴宗带回江州，信中命蔡九把宋江押送汴梁，这样，就可以在路过梁山时，

搭救上山。戴宗走后，吴用猛然想起信中印章有个老大的破绽，不但救不成宋江，反

会拖累戴宗受苦……果然，戴宗一到江州，就被机警狡诈的黄文炳一眼看穿图章的破

绽。

5.对【材料一】【材料二】中涉及的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大诗人。他的诗歌如《忆江南》《春夜喜雨》《琵

琶行》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B.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散文写得婉转流畅，富有情致，其中《醉翁

亭记》《秋声赋》是其代表作。

C.《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体现了孔子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

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经典。

D.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誉。他的诗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

着盛唐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6.结合【材料一】判断，“链接一”中宝玉给黛玉起字的方式是（3 分）

A.反义相应 B.使典用事 C.崇奉宗教 D.景仰前贤

7.结合【材料二】，说明“链接二”中金大坚所刻图章的“破绽”所在。（4分）

8.假如你穿越为陶渊明家僮，见到主人时，结合【材料一】【材料二】的知识，下列称

呼最合“礼”的一项是（3分）

A.陶潜 B.陶渊明 C.靖节先生 D.元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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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 题。

说难
①

韩非子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

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

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

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

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

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

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

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

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

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

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

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 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9.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则见下节．．而遇卑贱 下节：节操低下

B．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 显：显赫

C．人间．往夜告弥子 间：抄小路

D．柔可狎．而骑也 狎：戏弄

10.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而说之以．厚利 B. 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

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 余固笑而．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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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问于群臣 D. 有憎于．主

我欲因．之梦吴越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大凡游说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让自己的说法适合他

B. 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

C. 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

D. 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

所以对君主有爱时，就显得智慧并且更加亲近君主

12.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5分）

①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2 分）

②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3 分）

13.第五段中“此二人说者皆当矣”，“二人”指的是 和 。（2 分）

14.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三个寓言故事对游说进言的人给予启示。请选择其中一个寓言概

括其启示，并加以评价。（6分）

三、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7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5-16 题。

踏莎行•山居

张抡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松醪[注]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

[注]“松醪”：是松膏酿制的酒。

15.下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首句“秋入云山”，语言简明形象，“入”字写出了深山秋意飒然而至的景象。

B. 词人以“潇洒”形容“物情”，赋予山中万物以情志风神，秀逸灵动，意蕴无穷。

C. 下片写月圆之夜，诗人身处良辰佳景，独对冷清的秋夜，难免心生孤寂悲切之情。

D. 上片写了斑斓如画的秋山景象，下片写了清朗闲雅的山居之景，诗中有画，情景

交融。

16.词人的山居生活有什么特点？词中是怎样表现的？（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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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大题共 13 小题，共 13 分。

（1）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

（2）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 ，亦不能至也。

（3） ，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4）舞幽壑之潜蛟， 。

（5） ，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6）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 。

（7）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

（8）固知 ，齐彭殇为妄作。

（9）是日也，天朗气清， 。

（10） ，复得返自然。

（11） ，池鱼思故渊。

（12）熊咆龙吟殷岩泉， 。

（13） ，恍惊起而长嗟。

五、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7-22 题。

吟唱

①屈原庙脚下集合了一山坡的秋蝉，鬼柳树、杜仲树和柑橘树上都是，仿佛全世

界的蝉都团结起来，在屈原庙下嘶鸣，像骚坛诗人们的吟唱。乐平里①整个被蝉鸣覆盖

了，秋天也被蝉鸣包裹。

②我原以为秋天村子里会安安静静，却不料吵声一片。大虫、小虫都吵，白天吵，

夜里还吵。打开窗子，虫鸣涌进来，让人耳鼓齐鸣；关上窗子，村庄似被这些声音抬

了起来。我枕着虫鸣睡觉，虫鸣像无数只手，抚摸着我；又像一层厚厚的被子盖着我，

让我热热乎乎。我似睡非睡，觉得整个村子都梦幻起来。虫在吟唱，骚坛的诗人们也

在吟唱，恍惚中我分不清，这种吟唱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快乐。

③实在说，虫鸣千篇一律．．．．，只有那些诗人们的吟唱像呼唤，又类似欢庆秋天的丰

收。朦胧中一个个吟唱诗人开始在我的眼前浮现。【甲】李国杰，颤颤抖抖，一身朴素，

面容枯干，长长的白胡子像鸟儿的羽毛，如果来一阵风，他会像鸟儿一样飞上天。他

的吟唱是天籁，能让河流苏醒，沿着他的诗行，可以找到太阳的光芒。徐正端开始登

台了。他也是老态龙钟，现在中气不足，哮喘不断，神韵暗淡，但他的吟唱挺有味道，

只是需间隔、要停顿，把咳咳嗽嗽掺和．．了进来。李盛良也飘飘渺渺地来了，他不是故

去多年了吗？难道他的魂儿又回归骚坛了？他有一个好看的鼻子，红红的脸庞，【乙】

他在吟唱时，嘴巴一张一合，像在喷吐一粒粒饱满的果实。耕田犁地时想出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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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在牛尾巴后面，拖着长长的尾音，深情地吟唱。卢学俊亮相了，耳朵大如一只勺

子，他写诗不如儿子卢琼，吟唱却是高手，声音洪亮得像村里的大喇叭……

④凌晨三点，我被虫鸣闹醒了。清醒过来后，忧虑却袭上了心头。李国杰九十岁

了，他的吟唱不会永远，会随时中断，端午诗会、中秋诗会，都不能上场了。徐正端

离九十也只有一拃长的距离，病魔缠身，诗会如在庙里举行，他还可以参加，如在村

外，他就只有在庙里独自吟唱了。李盛良已故去多年，吟唱之声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他飘荡的魂灵，但已不可复制，吟唱来去无踪。卢学俊已得了肾病，吟唱开始喑

哑。

⑤关于吟唱，有人说，哼哼哈哈摇头晃脑的，是远去的古音，毫无诗意；有人说，

这是最美的诗歌。

⑥骚坛是屈原故里一个古老的诗社，传统就是吟唱。近几年的中秋诗会，年轻娃

娃们的吟唱并不成功，各唱各的腔，各吹各的调，有的像山歌，有的像丧事闹夜的调

子，也有的像蝉、像小虫子，没有起伏，干吼，韵味出不来，老一辈的精髓．．没有学到。

屈原庙的守庙人、骚坛社长徐正端看着着急，跟我说他要带个徒弟，培养骚坛传人，

我给他推荐了聪明伶俐的明月。立秋那天，我和明月一起到了庙里。房间里暗淡，我

们便把方桌抬到天井里。徐正端掏出一本泛黄的书，那是他的宝贝《韵学津梁》，油渍

斑斑的，老师传给他的，他从未示人。他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讲，他吟唱一句，

明月跟着学一句，整整一天。教明月之前，他还在不停地咳嗽，喘不上气来，奇怪的

是传艺过程却很平静，他只是偶尔咳嗽那么一两下。在教明月一句一句地吟唱《橘颂》

时，突然来了一阵风，庙前所有的树呼啸起来，接着撒下一阵雨。看天上，还有阳光

从云雾中透射出来。那这阵雨是从哪儿来的呢？大概是屈原听到《橘颂》的吟唱之声

要魂归故里吧。风雨过后，师徒俩又接着吟唱。直到天色已晚，看不清字了。他把《韵

学津梁》递给了我，吩咐我把这本古旧的书多印些，在中秋诗会上发给诗友。我心里

一热，以为这本书他会送给明月，送给嫡传的弟子，没想到他考虑得更多。

⑦这天晚上，虫儿的吟唱更加声嘶力竭，田园里，山坡上，树丛中，都在喧嚣。

这是一支有组织的队伍，千军万马。

⑧为了将骚坛现状探个究竟，我和骚坛秘书长择日又去探访了卢学俊。有一次遇

到卢学俊的儿子卢琼，他把诗从手机里翻出来，就像从地里翻土豆一样。不是让我看

诗，而是让我听诗。那是他父亲的声音，仿佛从远古传来。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写的

诗都让你父亲给吟唱出来，以后出诗集，就出吟唱版的。这次卢琼也在家，对于我们

的造访，爷俩儿既吃惊又感动。现在写诗的人不多，吟唱的少之有少，更别说学吟唱

了。现在竟然有人登门听他们吟唱诗歌、交流诗歌。卢学俊祖上都是读书人，也都是

教书人，潜移默化．．．．，他吟唱的根便扎了下来。现在老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吟唱不能断根，诗歌要进行到底。卢琼有良好的文化基因，能把诗歌和吟唱的事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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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去，我毫不怀疑。卢琼已写了很多诗，吟唱也在起步。

⑨从卢学俊家出来，我的心特别爽快。村庄漆黑一片，空中却是满天的星星。乐

平里晚上的天空和白天迥然不同，但虫鸣是一样的。卢学俊家里微弱的吟唱之声隐隐

传来。虫子们是要鸣叫的，骚坛的诗人也要吟唱，这是天性。

（取材于周凌云的同名散文）

注：①乐平里：位于湖北省秭归县，是屈原的诞生地，至今保存着大量关于屈原的遗迹遗址，

如屈原宅、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

17. 根据文意，用括号内的词语替换文中加点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 千篇一律（老生常谈） B. 掺和（融合）

C. 精髓（精神） D. 潜移默化（耳濡目染）

18. 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乐平里的夜晚因为虫鸣而吵声一片，作者难以入睡，感到非常苦恼。

B．文章写徐正端传艺时下了一阵雨，意在体现老人对屈原的深切怀念。

C．把卢琼找诗歌比喻成翻土豆，说明他的作品比较粗糙，需打磨进步。

D．本文从虫鸣写起，引出骚坛吟唱，表达了对于文化传承现状的关注。

19. 下列对作品中相关知识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吟唱”即吟咏歌唱；“吟”也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体裁，须用“兮”表示停顿和

节奏变化。

B.“嫡传”的“嫡”表正统，《红楼梦》中凤姐说黛玉像是贾母 “嫡亲的孙女”，

有奉承之意。

C.“骚坛”的名字源自屈原的《离骚》，“骚”常和《诗经》中的“风”并举，泛

指文学。

D.“秋蝉”又叫寒蝉、暮蝉，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常用意象，常常给人以凄切、悲

凉的感受。

20. 纵观全文，说说作者心情经历了哪些变化，并简要分析变化的原因。（6 分）

21. 第③段对几位骚坛诗人吟唱的描写颇有表现力。请从【甲】【乙】两处画线句中任

选一处加以赏析。（4 分）

22. 第⑦段文字写出了“虫鸣”怎样的特点？请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5 分）

六、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3.微写作 (10 分)

从《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和《老人与海》这六部名著

中任选一部，从以下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①班里举办“读文学名著，讲智慧故事”读书交流活动，请从上面的名著中任选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1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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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情节，讲述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与同学分享。要求：符合原著内容，语言生动。

②有人说：一本好小说，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请你以上面的一部名著为例，

谈谈对这种说法的理解。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自圆其说。

③片纸千钧重，情思似海深。请选择以上名著中的一部，以书中某个人物的身份

给该书中另一个人物写一封短信。要求：中心明确，情感真挚，合乎情理。

24．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①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是唐诗中的名句。有人说，这是歌咏春天

的美好品格；有人说，这是暗指一种恬淡的做人境界；有人说，这是叹息“细雨”“闲

花”不为人知的寂寞处境；有人说，“看不见”“听无声”并不等于无所作为；还有

人说，这里的情趣已不适合当今的世界……

请你根据自己读这两句诗的体会，展开联想，写一篇文章。要求：自拟题目，自

定角度；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②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列夫•托尔斯泰

请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文章。要求：自拟题目，自定角度；除诗歌

外，文体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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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二附中2017——2018学年度高二年级第一学段
语文必修4测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5 分。

1.B 2.B.寒食节 3. C 4. guān 5.A 6.B

7. 参考答案：金大坚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四字，直系尊长如父亲、祖父对儿孙是

没有自称名的。（《水浒》原文：“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

8. D.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2 分

9．（3 分）B（显：表面）

10．（3分）D（于：介词，表被动；A 以：介词，用；连词，因；B而：连词，表转折；

连词，表顺接；C因：连词，表承接；介词，依据、凭借）

11．（3分）D（正确的理解是：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

12．（5分）

①（2分）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②（3分）游说进言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

13．（2分）关其思和邻人之父

14．（6分）（概括启示、观点 3分，评价 3分）

【相关启示、观点】：郑武公伐胡：进言者要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要触及听者

所刻意隐匿之事。

智子疑邻：进言者要考虑自己的身份，要注意自己和听者关系

的远近。

弥子瑕失宠：进言者要注意听者的主观爱憎，以及这种爱憎的

前后变化。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他。进说对

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

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

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

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

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上抛弃了他。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

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

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

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

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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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

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

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说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

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

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

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

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

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

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

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

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

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

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

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被杀掉。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进言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

就差不多（成功）了。

三、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7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4-15 题。

15.（3 分）C（“心生悲切，悲喜交加”错。）

16.（４分）特点：山居生活惬意自在、闲适清闲。（１分）一是以优美旷远，清幽自

然的环境来映衬；二是，写与山村田野老相伴对酒共话的日常生活来反映；三是写作

者淡泊的心境，怡然自得的心境来表现(3 分)。
一是环境特点，二是生活状态，三是作者心境①生活环境优美如画（旷远、优美、安

宁的生活环境；风景如画，置身于如画的自然之中），山中清幽的月色；②有乡村田野

之人相伴对酒共话（生活惬意、闲适、清闲）“松醪长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
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野人清闲的谈吐③作者

山居生活闲适惬意、怡然自得不拘形骸，心境淡泊。

四、本大题共 13 小题，共 13 分。

（1）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2）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3）尽吾志也而不能至

者。

（4）泣孤舟之嫠妇。（5）酾酒临江。（6）举匏樽以相属。（7）羽扇纶巾。（8）一死生

为虚诞。

（9）惠风和畅。（10）久在樊笼里。（11）羁鸟恋旧林。（12）栗深林兮惊层巅。（13）

忽魂悸以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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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17．（2 分）D 18．（3 分）D 19. （3 分）A
20．（6 分）参考答案：

先是忧虑（“忧虑袭上了心头”），吟唱是那么美好，而老一代的骚坛诗人或年事已

高，或已故去，作者为传承问题担忧。

再是感动（“我心里一热”），听到徐正端嘱咐把他师传的宝贝《韵学津梁》印给更

多人，作者被他的责任感和胸怀打动了。

最后是高兴（“我的心特别爽快”），看到卢琼有热情和能力继承吟唱事业，作者感

到吟唱也是人之天性，传承大有希望。

21．（4 分）答案示例：

【甲】

作者把李国杰的吟唱比喻为天籁，把吟唱带给人的美好感受形容为“能找到太阳

的光芒”，并运用夸张（拟人）的手法强调他的吟唱“能让河流苏醒”，形象地写出吟

唱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或：作者运用诗一般的语言以及比喻、夸张和拟人等手法，极写李国杰的吟唱给

人带来的美好感受，这与前面多用短促的四字词语形容李国杰的老态龙钟形成对比，

突出了吟唱的巨大魅力。

【乙】

文章把李盛良吟唱时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比作“在喷吐一粒粒饱满的果实”，形象

地写出声音的流畅圆润和神情的专注饱满；语言与人物身份贴合，与后面写他耕田犁

地时想出一首诗会跟在牛尾巴后面吟唱形成呼应，表现了吟唱与生活的相融相契。

或：李盛良耕田犁地时想出一首诗就在牛尾巴后面深情吟唱，这个场景画面感十

足。特别是“拖着长长的尾音”“深情吟唱”这些细节，不仅写出了吟唱的特点、李盛

良的投入，也把读者带进了诗歌与普通生活浑然交融的美好情境中，颇具感染力。

22．（5 分）参考答案：

（2 分）特点：声音大（声嘶力竭）、范围广（到处都是）、声势壮（有组织，千

军万马）。

（3 分）用意：与骚坛的寂寥现状形成对比，表达了发展、壮大吟唱队伍的期盼

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