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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六校联盟高 2020 级(高二)下期中联考

语文试题
(命题学校：忠州中学 审题学校：涪陵高级中学)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将条形

码准确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答非选择

题时，必须使用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3．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在陶器烧造上，人们都认为，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散布在亚洲、北非等地

的大量瓷片说明，我国瓷器开始成规模地输往国外，不晚于唐代后期。国内外文献资料进

一步证实，中国瓷器输出，在宋元两代官方的大力提倡与鼓励下得到快速发展，至明清时

期登上巅峰。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瓷器烧造技艺于 17 世纪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工业革

命推动下，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瓷器烧造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开

始走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鳌头千年的辉煌历史已然不再。

就中国瓷器输出线路与范围而言，总体上遵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路线。在明代初

期之前，中国瓷器以输往亚洲、北非等地为主，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虽然七次下西

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当然，中国瓷器输往朝鲜和日本的时间更早、品类更全、数

量更多。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大约始于明代中期。这与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新航路有关。新

航路的开辟，大大扩展和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瓷器输往欧洲、美洲呈现

日益旺盛之势。

就品类而论，瓷器输出基本实现“全品类输出”，甚至在生产与市场之间基本同步。

瓷器与生俱来的实用性与审美性齐备的双重特征，预示着瓷器输出不仅是商业贸易，

更是文化交流。历史告诉我们，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过商业手段与途径

得以实现的。因此，中国瓷器输出，实际上是借助瓷器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贸易行为，达

成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瓷器发明国，与其深厚的“尚玉文化”关系密切。东汉许慎在《说文

解字》中认为“玉”乃“石之美者”，且包含有“五德”。瓷器即追求“似玉”之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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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讲，瓷器输出就是一种中国式审美文化的输出。中国精美瓷器，不仅被中国皇

宫所器重，也得到欧洲王室珍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拥有青花执壶，西班牙国王

查理五世收藏有数千件中国精美瓷器，法国国王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设代理人专门收集中国

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陈设中国瓷器成为欧洲风靡的时尚。英国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

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断等。显然，有关瓷的审美已然成为一种世界

性审美。

历史证明，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维持其旺盛生

命力的重要方式。伴随中国瓷器大量输出的，还有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影响。从元

代后期开始，海外文化对中国瓷器的品类、器形、纹饰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响。青花瓷

正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瓷器新品类。到明清时期，受欧洲市场巨大反作用力的影

响，中国瓷器的欧洲审美特点凸显，珐琅彩、粉彩、洋彩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显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国瓷文化中，改变了中国瓷器审美取向，推动了中国

彩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也是瓷器输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对瓷文化、对

瓷器输出史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

(摘编自《瓷器 ：中国审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人发明了瓷器烧造，并且输送出国也很早，从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瓷片及国内外

文献资料可知，从唐代后期已经开始输送了。

B．欧洲航海家开辟的新航路，使中国瓷器突破了原来的范围，直接输往了欧美等地。

C．中国瓷器输出路线遵循从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原则，于是，先输往朝鲜、日本等东

亚地区，然后输往非洲、欧洲等地区。

D．明清时期，欧洲审美特点在中国瓷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说明海外文化已经融入

到了中国瓷文化中。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开头写到瓷器烧造的发明权属问题，然后重点围绕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的各种

情况展开论述。

B．文章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与中外贵族对瓷器喜爱的事例是为了证明中国成为瓷

器发明国的原因。

C．文章论证海外审美文化对中国审美走向的影响，这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

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D．文章在论述中国瓷器与海外审美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方面，具有辩证意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中国瓷器烧造技艺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可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B．新开辟的新航路，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它对中国瓷器输出贡献巨大。

C．从品类、造型、纹饰等方面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瓷器曾深受域外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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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想要其影响力持久不衰，广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必

不可少。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孙惠芬

①遇到萧红，是 1986 年。这一年 3 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
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

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更不接受原来有
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想不到，小说发表之后，

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
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

②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
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
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

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漏雨的粉

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窜动的蜻蜒、蚂蚱、小燕子，
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

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
自拔。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
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

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③1986 年，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叫庄河，庄河，

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着长满野草的河
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待得寂寞厌倦

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
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

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
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语》，或许是他看

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
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

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
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④伤害也同样来自于 1986 年。这一年 5 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
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
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

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
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无

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 20 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⑤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
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

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
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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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
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

4．下列对散文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中记叙了作者对自己故乡情感的变化，由一开始的厌恶、憎恨到后来转而进行

赞美。

B．《呼兰河传》所描写的村庄蛮荒又充满生机,其间有自由自在的灵魂在走动，作者读

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被深深感染。

C．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所描写的村庄，和作者故乡的村庄很相似，作者在《小窗絮

语》中所描写的村庄正是这样的。

D．文章最后用排比句强烈地突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呼兰河传》对自己的影响，同

时也照应了开篇，首尾圆合。

5．赏析文章第②段中画横线的语句。（6 分）

6．作者为什么要说“1986 年，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6 分）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7～9 题。

材料一：

2018 年伊始，校园欺凌的恶性事件又接连刷爆朋友圈。1 月 3 日江西某校一女

生被七名女生踩头，踹背，打耳。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官微又报道某地一女中学生被
同学连续掌脸事件。据统计，近年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又呈现出上升之势。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日本各地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霸凌事件数量高达 414378 件。这个
数字较去年大幅上升，新增 91000 多个案例。

“校园欺凌”对于被欺凌学生造成的伤害通常是身体上和心灵上受到双重创伤，容
易留下阴影且长期难以平复;也使部分受欺凌者发生恶逆变化，由受欺凌者转化为欺凌者

或者欺凌者的帮凶。同时对于目睹欺凌现象的旁观者而言，也往往会因为帮不到受害者而
感到内疚、不安，甚至惶恐，或明哲守身以自保，或不自觉的加入欺凌行列。对于欺凌者

来言，危害也显而易见，形成欺凌者道德滑坡、人格扭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受到刑事
追究。校园欺凌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整体纪律和风气。

（摘编自网络新闻及《校园欺凌的危害与对策》）

材料二：

各年级段认为暴力行为的分布

统计

选项

1—3 年级 4—6 年级 初中 高中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取笑、作弄、侮辱 6904 19.2% 6734 18.7% 5607 15.6% 2675 7.5%

威胁、恐吓同学 8887 24.7% 8360 23.3% 8324 23.2% 3322 9.2%

同学间发生言语争

吵
4138 11.5% 3872 10.7% 2932 8.2% 1543 4.3%

同学间发生肢体冲

突
9082 25.3% 8612 23.9% 8456 23.5% 324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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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具、棍棒、刀
子等攻击同学

9256 25.7% 8714 24.3% 8579 23.9% 3223 8.9%

抢劫同学财物 8475 23.6% 8114 22.6% 8037 22.4% 2944 8.2%

联合同学孤立看不
顺眼者

6163 17.1% 5881 16.4% 5078 14.1% 2100 5.9%

在网络上发帖攻击
或在微信、QQ 等社
交媒体上辱骂同学

6200 17.3% 5557 15.5% 5374 14.9% 2263 6.3%

将同学被欺负的视

频上传到网络
5918 16.5% 5540 15.4% 5872 16.4% 2374 6.6%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材料三：

在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最可怕的，是施暴者的不以为然。有些孩子“天真地认为”
暴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些孩子想当然地把暴力当作一个“引起

关注”或是“树立威风”的方式……这些现象的出现，折射出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
青春期的孩子身心发育不完全，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失控、自我调节能力差是常见的现

象，这也是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查表明，
在很大程度上，校园欺凌的根子在家庭：“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施暴的孩子有着相似

的家庭背景:或是家境优越，认为不管出了什么事，家长都可以摆平;或是家境恶劣，自己
也有过被父母暴力对待的经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

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模仿。”做事不讲程序规则、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缺乏沟通，诸如此类
的社会大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比如电影电视剧中
出现的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情节，网络游戏里大量的打斗、杀人的情境，这些都会让孩子形

成一种“心理免疫“。

（摘编自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ID：rmrbzhw）

材料四：

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从政府层面采取立法干预。澳大利亚建
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以帮助学校

了解欺凌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美国学校对"欺凌"十分
重视，每年开学时，会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欺凌事件，发给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

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重视，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如广州“青年地带”等也开始自发地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他们与

政府合作，给学校派驻社工，还准备开发一个“校园零欺凌”的 APP，以实现学生、家长
和学校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

（摘编自《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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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校园欺凌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关于青少年成长需要共同面对

的难题。

B．“校园欺凌”对于被欺凌学生造成的伤害通常是身体上和心灵上受到双重创伤，对

于旁观者甚至对于欺凌者本身来言，危害也显而易见。

C．从材料二看出，各年级段的学生对于校园欺凌行为认可度最低的都是“同学间发生

言语争吵” ，认可度最高的都是“使用文具、棍棒、刀子等攻击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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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产生校园欺凌现象的原因涉及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及教育环境，但“做事不讲程

序规则、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缺乏沟通”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大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起侮辱性绰号属“取笑、作弄、侮辱”类欺凌的一种表现形式，危害不容小觑。受

害者在遭受语言欺凌时，可能产生自卑心理，或随之出现逃避、辍学甚至精神性问

题。

B．材料三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校园欺凌的根子在家庭:家长的摆平处事风格和暴力

教育行为，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模仿。因此只要解决了家庭教育的问题，校园欺凌现

象就会得到彻底解决。

C．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欺凌成为校园欺凌的一种主要方式，像在网络上发帖攻击或

在微信、QQ 等社交媒体上辱骂同学，将同学被欺负的视频上传到网络等间接欺凌

的伤害远大于直接的身体欺凌。

D．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采取立法、政府干预等方式解决校园欺凌现象不同，

目前我国的“反校园欺凌”主要还是依靠民间机构，如广州市“青年地带”，这反

映了我国政府在此方面的不作为。

9．结合材料内容，请你就如何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谈谈你的建议。（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

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

过，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国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
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
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

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
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

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
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

无义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
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

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
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

亦有时而信也邪！
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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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
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术

也，而卒出于同者，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
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

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

（选自《李斯论．》有删改）

10．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

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

B．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

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

C．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

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

D．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

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论：“论”有两体，一种为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

记》后的“太史公曰……”。第二种为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

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

B．《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收集了西周初年

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后删定为 305 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

貌。

C．荀卿：即荀子，名况，战国时代思想家、教育家，世人尊称为“卿”。曾游学于

齐，三次出任祭酒，后赴楚国为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荀子是法家代表人物，

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D．三代：文中的三代是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

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李斯为了获得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恩宠，他完全舍弃了自己老师荀子的学说，焚烧

《诗》《书》，坑杀有学问的人，实施了商鞅的学说。

B．作者由论李斯事秦进而泛论人臣事君的问题，强调为臣者对于国君的“悖谬无义”

之政，不应为自身的富贵而阿附甚至助长之。

C．本文指出秦行暴政完全是君王自身的原因，秦朝满足于刻薄寡恩并施行严峻的刑

法，这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D．苏轼认为李斯以荀卿之学辅佐秦朝行暴政，致使天下大乱，作者则认为李斯是完

全舍弃了荀子的说学，李斯的做法只不过是追随时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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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

（2）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4～15 题。

白 帝①

杜甫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注释①本诗写于大历元年（766 年），杜甫时在夔州。白帝：即白帝城。这里的白帝城，

是实指夔州东五里白帝山上的白帝城，并不是指夔州府城。

1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诗的前四句表面是写乌云大雨昏天暗地景象，实际暗喻战乱不已。

B．颈联境界陡变，雷声远去，雨也渐停，出现了一片雨后悠闲清静之景。

C．尾联形象描写了人民被统治者恣意聚敛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

D．诗人描写上富于变化，大开大阖，境界开阔，情景交融，自然而深沉。

15．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 《明湖居听书》写小玉说书时，“满园子的人都屏气疑神，不敢少动，忽听霍然

一声，人弦俱寂”。《琵琶行》中也有类似情景，侧面描写以表现琵琶女的高超

技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

（2）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除春花秋月之外，“_______________”

也是勾起作者故国之思的景象；而“______________”，则是作者无尽愁绪的形

象描绘。

（3） 杜牧《阿房宫赋》中以“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描写阿房宫

宫人的美丽，她们伫立远眺，盼望着皇帝临幸。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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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 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在西方文学中，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的兴起

与发展,总是同民族的历史 。在西方，（ ）；在中国，长篇小说也是最早滥觞

于演述民族历史的说书。所以，如果说诗歌往往被冠以艺术之王的美誉，那么长篇小说则

通常被称为民族的史诗。从艺术的功利目的来看，这是一个崇高的荣誉，也是读者对长篇

小说的一种阅读期待。人们都希望在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不仅读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

事，看到几个 的人物，读到一段 的历史，而且看到一幅细腻开阔、

的民族生活风俗图画。这是传统的审美观念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

的最高要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从作家的角度对这一要求作了很形象的表

达：做社会的秘书。当然，做好社会的秘书，不仅要记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一段历史的风俗人情，最主要的而且是要掌握住民族在某段历史、某个时代中的精神心理

活动与演变的历史。所以，勃兰兑斯说，一部文学史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17．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从民族史诗演变而来的是长篇小说

B．民族史诗经过演变，成为长篇小说

C．长篇小说经历了演变，成为民族史诗

D．长篇小说是从民族史诗演变而来

18．依次填入文章横线上的成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患难与共 绘声绘色 风雨如晦 语重心长

B．息息相关 栩栩如生 风云际会 意味深长

C．患难与共 栩栩如生 风雨如晦 语重心长

D．息息相关 绘声绘色 风云际会 意味深长

19．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最主要的而且是要把握住民族在某段历史、某个时代中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演变历史

B．而且最主要的是要掌握住民族在某段历史、某个时代中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演变历史

C．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掌控住民族在某个时代、某段历史中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演变历史

D．而且最主要的是要把握住民族在某个时代、某段历史中的精神心理活动与演变历史

20．下面是某学生参加重庆大学自主招生的自我介绍片段，其中有五处词语使用不当，请

找出并作修改，要求修改后语意准确，语体风格一致。（5 分）

我来自 xx 高级中学 2019 届理科实验班，和其他莘莘学子一样，我也期待通过你校的

自主招生来实现我一直以来的夙愿——考入重庆大学。我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在钢琴方

面有造诣。我保证，假如我能进入重庆大学，一定会本着“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

国家”的校训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成为学校的骄傲。

21．由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过五年多来的发展，已在国际上取得巨大成果。请用下面

两组短语分别组成两副关于“一带一路”的对联（每副开头已经给定）。要求：语意连

贯，符合对联的基本特点，所给短语全部用上，不得重复使用。（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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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惠 百国百族 引领潮流 共荣共赢 创新局面

万里海疆 东往西来 中欧班列 经贸巨轮 风驰电掣

第一副：

上联：一带一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副：

上联：千年丝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写作。（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断 章

我看见阳光落在每个人的肩上

却忘了

它也站在我的身旁

我看见黑暗躲在每个人的身旁

却忘了

它正落在我的肩上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