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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诗歌鉴赏

1.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问题。

送春

苏轼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辉。

酒阑病容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

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

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1）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句的“青春”语意双关，内涵丰富；“可得追”的反问，强化了诗人的情感。

B.颔联前句直赋其生病思睡之态；后句借物写人，以黄蜂之懒反衬自己写诗读书之勤。

C.颈联后句写诗人虽鬓已星星，但卧于禅榻亦可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D.中间两联颇富变化，情和景相互交织，运用手法贴切自然，有“神妙流动”之感。

2）全诗蕴含了哪些情感？请简要分析。

2.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问题。

张谷田舍

储光羲

县官清且俭，深谷有人家。

一径入寒竹，小桥穿野花。

碓喧春涧满，梯倚绿桑斜。

自说年来稔，前村酒可赊。

1).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点出了田舍坐落的位置，引出了下文对清新而自然的农村田园风光的描绘。

B.颔联的“入”和“穿”两个动词运用精当，描绘了一幅清幽、美丽的春天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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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尾联的“自说”是作者说，写今年的收成将会不错，描写了农民十分富足的生活。

D.本诗描写了田舍的美丽风光与农民们的劳动生活，表达了诗人由衷的赞美之情。

2).本诗颈联是如何凸显农人劳动场景的？

3.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问题。

题弟侄书堂

杜荀鹤[注]

何事居穷道不穷，乱时还与静时同。

家山虽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礼乐风。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

[注]杜荀鹤：晚唐诗人，曾经历黄巢之乱。

1).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句两个“穷”字含义不同。前者指“生活贫穷”，而后者则作“缺少”讲。

B.颔联上下两句形成对比，以战乱中社会的纷扰反衬了弟侄静心、好学、尚礼的品格。

C.尾联是对弟侄的慰勉之辞，诗人以长辈的身份直抒胸臆，语重心长地鼓励了弟侄。

D.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平易自然，仿佛从诗人心中流出，没有雕琢的痕迹。

2).诗歌颈联情景交融，请简析其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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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学习总结：

（二）诗歌理解性默写

（下学期预习内容）

一、《长恨歌》

1.揭示唐玄宗与杨玉环爱情悲剧根本原因的句子是： ， 。

2.文中描写杨贵妃天生丽质（貌美）的句子是： ， 。

3.表现贵妃对玄宗绵绵不尽的相思的句子是： ， 。

4.写安史之乱爆发，打破盛唐安定局面的句子： ， 。

5.在明媚春景中触景思念贵妃，在萧瑟秋雨中同样难断相思之情的句子

是： ， 。

二、《湘夫人》

1.屈原《湘夫人》开头为全诗定下感情基调的写景句子： ， 。

2.用反常现象来表达湘君看不到湘夫人失望心情的句子

是： ， 。

3.毛泽东《七律 答友人》中“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就是化用《湘夫人》中的

“ ， 。”两句诗。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诗表现湘君离开期约地点时劝自己把眼光放远，

在旷达自解中见出对幸福爱情生活永不放弃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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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湘君把外衣抛到江中去，把单衣丢在澧水旁是希望

湘夫人能知道他曾经来过。

三、杜甫《蜀相》

1.《蜀相》中以乐景写哀情， 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流露出

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的两句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杜甫《蜀相》中高度概括、评价诸葛亮一生伟大功业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3.《蜀相》中将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和叹惋之情跟自己壮志难酬的苦痛熔铸成的千古名句

___________， 。

4.记述诸葛亮才智和功业的句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李白《将进酒》

1.《将进酒》中用比兴的手法显示黄河的宏伟气魄和浩大声势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将进酒》中对人生易老光阴易逝感慨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李白在《将进酒》中以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自我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4.李白在《将进酒》中 似乎在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其实饱含失望与愤激的诗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诗情渐致狂放，与开篇的悲相关合，万古愁的含义更显深沉，表现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

流一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虞美人》

1.李煜的《虞美人》一词中一个诘句惊心动魄，把李煜的愁闷劈空倾泻下来，其中包涵宇宙

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无常之意。这个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李煜的《虞美人》一词中直接抒发亡国之恨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李煜的《虞美人》一词中词人遥望金陵想象，并传出物是人非的无限怅恨的慨叹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李煜的《虞美人》一词中用比喻．夸张．设问手法写出愁思的多与深广这与李白的“白发

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韦庄《菩萨蛮》

1.韦庄《菩萨蛮》描绘了江南水乡的景色（风景）美诗句是_____________，描绘了江南人

的生活（情趣）美的诗句是____________，写出江南的人美的诗句是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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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2.词中表达今日“莫还乡”的缘由的两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专题学习总结：

（三）文言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定方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年十余岁，随父讨捕，先登陷阵。

贞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

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永徽中，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

鲁，为前军总管。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

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

贼众大溃。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自今正可结为

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又矫称别奉圣旨，以

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由是马多瘦死，士卒无有战志。定方谓

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自守，怯懦如此，何功可立！须囚絷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

从。师还文度坐处死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贺鲁率众且十万来拒官军定方率万余

人击之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槊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

步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显庆五年，从幸太

原，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贼屯兵据江。定方升东岸，乘山而阵，

与之大战，贼师败绩，死者数千人，其余奔散。其王义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

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嫡孙文思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

建帜，于是泰开门顿颡．．。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赏赐珍宝，不可胜计。乾封二年，

卒，年七十六。

(选自《旧唐书卷八十三》，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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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师还文度／坐处死／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贺鲁率众且十万来拒／官

军定方／率万余人击之／

B．师还／文度坐处死／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贺鲁率众／且十万来拒／

官军定方率万余人击之／

C．师还文度／坐处死／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贺鲁率众且十万／来拒官

军定方／率万余人击之／

D．师还／文度坐处死／明年／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又征贺鲁／贺鲁率众且十万／来拒官

军／定方率万余人击之／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一项是( )

A.折冲，冲就是战车，折冲是使敌方的战车折返，也即抵御敌人、击退敌人的意思。

B.辎重，指一切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如粮草、衣被、武器装备以及运输车辆和工具。

C.嫡孙，指古代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的嫡长子，在宗祧继承上享有程度不同的优先权。

D.顿颡，颡就是脑袋，顿颡就是屈膝下拜，以额角触地的动作。多以表示请罪或投降。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定方十分勇猛力壮，胆子无人可比。他跟随李靖在碛口袭击突厥颉利可汗时，冒着浓

雾带领两百多人冲在前面，击退突厥两万多骑兵，杀死近百敌人。

B．苏定方善于抓住战机，遭到别人嫉妒。他在跟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讨贺鲁时，看见敌

军踪迹，立即率兵迎击，大败敌人，遭到副大总管王文度的嫉妒。

C．苏定方擅长行军布阵，多次立下战功。他在担任行军大总管征讨贺鲁时，巧妙调遣军队，

以一万多兵力打败对方将近十万部队，将敌人击退到三十里外。

D．苏定方前后消灭三国，活捉三国国君。他在征讨百济时，利用有利地形杀死数千敌人，

并乘势围追，迫使百济王义慈之子义泰最后不得不打开城门投降。

4.）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

(2)显庆五年，从幸太原，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

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郭登，字元登。幼英敏。及长，博闻强记，善议论，好谈兵。正统中，从王骥征麓川有

功，擢锦衣卫指挥佥事。又从沐斌征腾冲，迁署都指挥佥事。十四年，车驾．．北征，扈从至大

同，超拜都督佥事，佐总兵官广宁伯刘安镇守。朱勇等军覆，仓猝议旋师。登曰“车驾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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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关”，王振不从，遂及于败。当是时，大同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登慷慨

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八月，也先①拥帝北去，经

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币。登闭城门，以飞桥取彬入，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

家资进帝，以赐也先等。是夕，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景帝监国．．，进都督同知，充副

总兵。景泰元年春，侦知寇骑数千，自顺圣川入营沙窝。登率兵蹑之，大破其众，斩二百余

级，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边将自土木②败后，畏缩无敢与寇战。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

军气为之一振，捷闻，封定襄伯，予世券．．。四月，寇骑数千奄至，登出东门战。佯北，诱之

入士城。伏起，敌败走。登度敌且复至，令军士赍毒酒、羊豕、楮钱③，伪为祭冢者，见寇

即弃走。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皇至城外声

言送驾还登与同守者设计，具朝服候驾月城．．内，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闸。也先及

门而觉，遂拥上皇去。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及是马至万五千，精卒

数万，屹然成巨镇。登去，大同人思之。登为将兼智勇，纪律严明，料敌制胜，动合机宜。

登事母孝，居丧秉礼。能诗，明世武臣无及者。

(选自《明史》列传第六十一，有删节)

【注】①也先：明代蒙古族瓦剌部首领。②土木：即历史上所谓“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

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族瓦剌部太师也先俘虏。③楮钱：即用来祭祀祖先所烧化的纸钱。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

皇至／城外声言送驾还／

B．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

皇至城外／声言送驾还／

C．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

皇至城外／声言送驾还／

D．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越数日／奉上

皇至城外／声言送驾还／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一项是( )

A．车驾，本义是马驾的车，通常用来专指帝王所乘的车，也常用来作为帝王的代称。

B．监国，指皇帝因故不能亲政时，由一重要人物（如太子）留守宫廷代皇帝处理国事。

C．世券，又称铁券。明代赐予功臣，使其世代享有特权的凭证，外刻其功，中镌其过。

D．月城，又叫瓮城，指在城内所筑的半圆形小城，以之起掩护城门、加强防御的作用。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郭登喜欢谈论军事，善于预测敌情。在朱勇全军覆没、大家商议回师之时，他提出正确

预见，王振不听从，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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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郭登不惧面对劣境，关心受伤士卒。土木之变后，边关将士大多畏缩不前，他整修城墙，

安抚士卒，为伤兵裹伤敷药。

C．郭登勇于以少胜多，得到皇帝嘉奖。他在景泰元年的一次战斗中，带八百人打败敌人的

数千骑兵，使部队士气为之一振。

D．郭登侍奉母亲孝顺，文化修养较高。他在母亲丧事期间居丧谨守礼仪；而且还擅长写诗，

在明代武将中没人能和他相比。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是夕，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

(2) 及是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登去，大同人思之。

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题目。

花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至正十三年，杖剑谒太祖于临濠。奇其才，俾将

兵略地，所至辄克。破怀远，擒其帅。攻全椒，拔之。袭缪家寨，群寇散走。太祖将取滁州，

率数骑前行，云从。猝遇贼数千，云举铍翼太祖，拔剑跃马冲阵而进。贼惊曰：“此黑将军

勇甚，不可当其锋。”兵至，遂克滁州。甲午．．从取和州，获卒三百，以功授管勾．．。乙未，太

祖渡江，云先济。既克太平，以忠勇宿卫左右。从下集庆，获卒三千，擢总管。徇镇江、丹

阳、丹徒、金坛，皆克之。过马驮沙，剧盗数百遮道索战。云且行且斗三日夜，皆擒杀之，

授前部先锋。太祖立行枢密院于太平，擢云院判。丁酉克常熟，获卒万余。命趋宁国，兵陷

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平庚子闰五月陈友

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朱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结阵迎战，文逊战死。贼攻三日不得入，

以巨舟乘涨，缘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贼缚云。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

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

犹壮，年三十有九。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吴王位，追封云东丘郡侯，瑗高阳郡侯，鼎太

原郡侯，立忠臣祠，并祀之。方战急，云妻郜祭家庙，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

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云被执，郜赴水死。侍儿①孙瘗

毕，抱儿行，被掠至九江。孙夜投渔家，脱簪珥属养之。及汉兵败，孙复窃儿走渡江，遇偾

军②夺舟弃江中，浮断木入苇洲，采莲实哺儿，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逾年

达太祖所。孙抱儿拜泣，太祖亦泣，置儿膝上，曰：“将种也。”

（选自《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删节）

【注】①侍儿：姬妾或女婢。②偾军：即败兵，败逃的军队。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http://www.lishichunqiu.com/songchao/sbsc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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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

太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

B．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

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

C．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

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

D．兵陷山泽中八日／群盗相结梗道云／操矛鼓噪出／入斩首千百计／身不中一矢／还驻太

平／庚子闰五月／陈友谅以舟师来寇／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甲午，古人以天干字和地支字各一组合纪年，五十年一个轮回；甲午是其中的一年。

B．管勾，宋代始为官职。金、元时中央和地方各职司多置管勾，掌文卷簿籍架阁之事。

C．行枢密院，官署名，是辽、金、元三朝因军事之需在地方所设的临时军事行政机构。

D．堞，即城墙上向外一侧所设的墙垛，城墙向内一侧一般设有矮墙，防止人马下坠。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花云作战勇猛无比，带兵攻无不克。他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欣赏，曾带兵攻破怀远、全椒、

滁州、太平、镇江、丹阳、丹徒等地，立下赫赫战功。

B．花云不畏险恶环境，坚持长时作战。他在马驮沙连续作战三昼夜，最终俘虏三千敌兵；

在赶赴宁国时于山谷中被围八天，他杀进杀出也未中一箭。

C．花云临死英勇不屈，表现极其壮烈。他在被敌人捆绑后挣断绑绳，又杀死五六个敌人；

被敌人敲破脑袋万箭齐射，他仍然大声痛骂敌人直至死亡。

D．花云立下累累战功，皇帝痛惜其死。他自从在临濠拜谒朱元璋后，带兵攻无不胜。他死

后朱元璋见到他的孩子也忍不住流泪，夸奖其子是“将种”。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乙未，太祖渡江，云先济。既克太平，以忠勇宿卫左右。

(2)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

本专题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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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寻味峄山

李木生

①与五岳的巨大存在相比,守护于孟子故乡邹城的峄山,只能算作天地间的一个盆景。孔

子的“登东山(指峄山)而小鲁”,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致罢了,况且那时的鲁国比现在的山东要

小得多。

②但是,最让我动心的仍是峄山。她是那样的耐人寻味,让人百睹不厌,常读常新。

③庄子、老子、孔子、孟子来过,司马迁、蔡邕、李白、杜甫、李阳冰、王安石、欧阳

修、苏轼、黄庭坚、陆游、郑板桥来过,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来过。他们倾其心力歌其美,

虽不能描绘其美之万一,峄山却将他们视为知已。

④秦始皇、刘邦、刘秀、曹操、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乾隆等帝王来过,

或封禅,或封赐,或求长生。峄山“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宠辱两忘,无意间,便将他们如浮尘般

抚过。甚至当我们惊诧于峄山的成名之古之早,并列出记载过峄山的《书经》《诗经》《左

传》《太平御览》《史记》等古籍以佐证的时候,已经生活过 25亿年的峄山,正浑然憨然地度

着她的青春岁月。

⑤峄山的石头峄山的洞,在世界的山脉中堪称独步。海浪的手摩娑了多少亿年,风雨的手

又雕刻了多少亿年,才造就下这些大慧若憨的巨型石蛋和噙满岁月的华丽石柱?而后又是在

哪一次天翻地覆的地壳变迁中,让大自然的造化之手将其撒成石头的瀑布?抑或当年女娲并

非为补天,只是为了人间的单调和寂寞才炼下这些丰富多彩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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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生命,而这千姿百态的生命又构孕出峄山这浑然一体的大生命,那遍及全山相互通连的洞

穴,便是这生命的脉胳了。曹雪芹仅仅偷走一块,便琢磨成感天动地的《红楼梦》。

⑥1985年,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来峄山考察,意外地在这里发现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古海

蚀地貌,并且欣喜地预言:“很可能,这是我国虽经沧海桑田变化还能保留下来的距海最远的古

海蚀地貌。”

⑦峄山,和海是有不解之缘的。她是海的女儿。也许是爱之太深,大海才将女儿“放逐”,

置于宇宙的祭坛上,使其在经受各种磨难劬劳之中铸成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迎接人类的来

临。等啊等,不知变心的峄山从人类萌芽之时起,便以其女性的情怀给人类以深切的怜悯与关

爱。

⑧诞生于巨人时代的峄山,注定要受到侏儒们的各种伤害。污秽,砍斫,谩侮,战乱,匪患,

她都无言地涵容。就是对于霸道骄横的帝王,她也以怜悯之心待之,告诫他们不要贪心:人类来

到世上之前就已经有了江山,即使有一天人类消亡了,江山也还会继续存在;江山不能是哪一

个人的私家财产,它只能是宇宙的一员、人类的朋友。

⑨数千年间,她以一种明亮阔达的浩然之气,廓涤着人类心灵上的湫隘。于是,便有数不清

的美好时光,长入峄山的生命里。

⑩峄山五华峰前有一 30米高的石柱,人们为了纪念 2600年前的邾文公,把它叫做天表

石。公元前 615年春,邾文公将邾国国都由瑕(今济宁南 5公里处)迁至峄山之阳。迁都前占卜

时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利

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既利也,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峄,果

然是年 5月邾文公卒,邾民却以“有功之土者得食其极。”“命在养民”从此成为百姓对官

的渴望、官员的自律和历史对为官者良心的永久的拷问。

⑪峄山有一别称“桃花峄”,记念着一个人:王尔鉴。王尔鉴是清雍正年间邹县县令,《峄

山志》记述其“治邹清廉仁慈”。其政迹大多湮没于岁月的雾霭之中,唯独“植树造林”一

事至今传为美谈。古传峄山有桐树,《书经·禹贡》“峄阳孤桐”的记载最为有名。不知何

时何因,峄阳孤桐竟然绝迹。王尔鉴感其“牧竖采樵,牛羊践踏,孤桐老后,徒留濯濯空山”,于

雍正寅卯两年,环山上下种桃杏万株,并禁约牧收,让近山的贫苦百姓培植。同时,还在桃杏疏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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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补以松柏青桐。不几年便“天半峄峰簇锦霞,孤桐老后补桃花。沃根不用人间水,红雨春风

到万家”(王尔鉴诗),峄山也为后人名之曰“桃花峄”。

⑫虽然峄山现在桃树几近绝迹,但在山的僻冷处,仍可见一株两株桃树从岩隙间伸出她

古拙的枝干,似在向人们说:为官的命根不应是高升再高升,而应是为民办事再办事。诚然,能否

不朽与万岁,不是二十四史或几幢碑就可定的,只有百姓的口和心最权威。不知来游山的人们,

是否会在这寂冷的桃树前驻足?

⑬无言的峄山,在诉说着一切。

⑭大哉峄山,大自然的和谐杰作。善哉峄山,25亿年的苦难与悲悯造就出的旷世之美。人

类是有福的,有希望娶到这位海的女儿,只要能进化得好一些,再好一些。多情的峄山在坚贞地

等待着。

(取材于李木生同名散文)

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立足于峄山的人文积淀,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引发感怀,充满文化气息。

B.文中称峄山是“海的女儿”,形象地阐释了峄山的来源与其古海蚀地貌的科学价值。

C.第⑨段承上启下,作者从对峄山包容大气的抒怀转到对历史典故的叙写。

D.文章结尾一句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冀,凝练含蓄,余味悠长。

2）.从全文看,第⑪段画线处引用王尔鉴的诗句有什么作用?

3）.请结合全文,概括题目中峄山之“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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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问题。

搭把手

郑局廷

新修的高铁路轨从文慧老家穿过,年近七旬独居在村里的父亲失去居所,只能投靠女儿

文慧。

从农村来到县城,父亲蛮不适应的,饮食上,父亲口味重,吃不惯文慧家的清淡食物。父亲

住乡下时,每日只吃两餐,现在每日三餐,时间都不在那个点上,所以父亲吃饭时往往索然寡

味。还有,父亲是一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曾在村里当了三十年的组长,每天六点左右,就翻身

起床,扛上铁锹,满垸子跑,全组一千多亩地他要巡走一遍,哪里沟路堵塞他会疏通,哪里界埂

豁口他会补平,完成这些后,他才心安神宁。到了县城后,父亲依然是六点起床,为了不影响文

慧一家,父亲起床后总会一个人傻坐在沙发上,闷头不语。过了七点才起床的文慧看到这个场

景,心里难过得不行。

有一天早上,文慧一边给父亲盛稀饭,一边笑着问:“爸,从乡下到城里住,不自在吧。”

父亲接过文慧递过来的碗,直通通道:“我要回乡下。”

“那怎么行?”文慧回绝道，“您这把年纪独自住在乡下,我们怎么放心?”

父亲嘀咕道:“我闲不住,憋死了。”

文慧顺口提议道:“要不给您找个伴吧。”

父亲抬起头:“鱼找鱼,虾找虾,我一个乡下‘泥腿子’,找城里的这些‘讲究’婆婆,那

不是讨气怄找罪受呀,你趁早死了这份心。”

过了几日,父亲每天凌晨就悄悄起床出门,早餐也不吃,中午饭、晚饭食欲大增,吃得有滋

有味倍儿香的,脸色也比之前舒畅了许多。一天, 文慧试探性地问道:“爸,大姨伯过世了,

明天早上送葬,我们两口子都没时间,要不您去参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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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有事,走不开。”父亲埋头往嘴里扒饭,有些含混地回拒道, “我和你大姨伯十

几年没来往,亲戚早断了。”

早上有事?还走不开?还扯出这理由?第二天早上,父亲很早就出门了,文慧前脚跟后脚地

尾随而行。

出了小区,走过一段距离,来到省道边,省道往东是一条长约百米的斜坡。父亲立定,眼光

游移在斜坡之上。路的对面是农贸市场,父亲想干什么呢?脑子还没拐过弯来,只听斜坡下边

有一个老太太在大声叫唤:“文爹,搭把手。”“好嘞。”父亲一边答应,一边小跑而去。老

太太左手扶着三轮车把,右手攥着车座往上拉拽,父亲则在车后助推,两人协同将装满土豆的

三轮车拉上平路。让文慧意想不到的是,拉车的老太大竟然是罗婆。在市场里罗婆的菜新鲜,

价格公道,文慧经常光顾她那儿。

父亲口口声声有事走不开,原来是在帮助罗婆。不就是找相好嘛,何必搞得神神秘秘?

避开父亲,文慧缓步来到罗婆的摊位前,从装满带着新泥土豆的三轮车内,拣出几个放进

秤盘,感慨道:“这一车土豆拖来可不容易的。”

“怎不是呢?”罗婆一边清理菜摊一边絮叨道,“一个斜坡坑了多少人,好在来了个文爹,

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要是能早来几天,我家老头子也不会骑三轮车拖菜时翻车,把腿折断了,

现在还躺在床上咧。”

哎哟哟,父亲帮的罗婆是有老伴的。文慧着急起来,有意地套话道: “看来这文爹对您很

上心的。”

罗婆急忙澄清道:“他不仅对我的事上心,对所有骑三轮车的菜农都上心。每天很早,他

就守在那儿,只要叫他一声,他就会跑下去搭把手。”

看来误会父亲了,文慧心里有些愧疚,她把土豆装进篮里,付过钱后,来到路边,往斜坡

方向望去，看到父亲正帮助一位老大爷推板车。望着父亲有些佝偻的背影,她不曾想到,小学

时候在作文中描写的那段俗得不能再俗的帮助推车的情节,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父亲身上,文

慧眼里嘴满泪水……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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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开头提到了高铁的修建,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自然地引出了农村人应该如何

融入城市及应如何孝敬老人的主题。

B.文慧虽然是小说的次要人物,却起着很大的作用:故事是以文慧的视角展开叙述的,她对父

亲的态度也关联着故事的走向。

C.父亲之所以乐于帮人推车,是因为他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帮人

推车中他也消除了自己的寂寞孤单。

D.文章的结尾写文慧看到父亲帮助老大爷推车的背影,眼里噙满泪水，这表现了她此时此刻

内心喜悦、愧疚、感动的复杂的情感。

2）.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

3) .文章在情节构思上很有特点,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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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哑巴

赵书萍

小哑巴是个聪明、漂亮的男孩。两岁时,一场高烧阻断了他的言语之路。六岁时,他娘生

下一个小弟弟,小哑巴乐得又蹦又跳。常常是他娘抱着婴孩,他拽着娘的衣角,一手替她拎着包

或提着篮。如果,看到一些大人来逗他弟弟,面容和善的,他也跟着在旁憨笑。有的故意装出凶

神恶煞的样子,小哑巴信以为真,就握紧了小拳头,一副要跟那人拼命的架势。

弟弟渐渐会走了。小哑巴守着弟弟,寸步不离。弟弟摔跤了,他把他扶起来,用手抹去弟弟

眼角的泪水。冬天,他用自己的手捂暖弟弟的手。夏天,他给弟弟打扇、赶蚊子。娘在旁边轻

轻地叹息:他这样照顾弟弟,以后,不知道谁来照顾他呢?弟弟上学了。虽说那个年代的孩子没

那么娇贵,不用大人接送,可小哑巴俨然是个小家长,经常放学时在门口等弟弟。有时候,他还用

收集鹅毛、火柴盒等换来的零钱给弟弟买上一串糖葫芦。“哥,你怎么不吃糖葫芦?”弟弟问。

他就打手势告诉弟弟他不爱吃甜的。

上天是很公平的,对他家也是这样,一扇窗关闭了,另一扇窗就打开了。弟弟从小能说会道,

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学了拼音,在农村小学,他的普通话发音一点也不受那些民办老师的影响,

出奇地准。上初中了,英语发音也很好。弟弟告诉哥哥,说英语是优美的有节奏的语言。哑巴

口不能言,就连连点头并竖起大拇指。虽然自己没上过学,他多么希望弟弟拔尖啊。他在队里

挣工分赚钱,所有的钱都交给家里。娘给他的零钱他也不用,给弟弟买书。后来,弟弟去几十里

外的镇上念高中,哑巴就像生命中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每到星期六,他早早地立在村头的

路上等弟弟回来。难得见面,兄弟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星期天,天气晴朗,哑巴在自留地里干

活。弟弟则坐在田垄上看书、背单词。哑巴累了,有时就在田垄上躺一会儿,望着蓝天白云,

他多想弟弟是一只大鸟,在蓝天上飞呀飞,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后来“文革”开始了,学生们都

不念书了,每天疯跑、打斗。弟弟跑回家,哥俩又能朝夕相伴了。弟弟看书,哑巴就在旁给他放

风,只要有人来,他就飞也似的把弟弟手中的书夺下来,藏起来。有一次,弟弟单词正背得起劲,

两个小造反派破门而入,看到了那本英语书,就要缴去。哑巴操了一把菜刀,目露凶光,一副鱼死

网破的样子,结果那个人悻悻地走了。哑巴还用手比划“不准说出去,否则有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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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该娶媳妇了。……家里早就为他攒下一笔钱。村西的一户人家很穷,等钱急用,只要

彩礼送去,就把人送来。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弟弟犯病了,胃疼,疼得满地滚,有人暗地里说那可

能是胃癌。哑巴去大队借了一只船,把弟弟送往县城医治。他爹摇船,他在岸上拉纤。粗粗的

纤绳深深勒进他的肩膀。他大汗淋漓,他觉得,弟弟的命就悬在那根绳上。天空中有一群群鸟

叫着飞过。他没有抬头。“弟弟是一只鸟,一定会飞得很高很远,他不会死的。”哑巴想着,

身上又加了劲。到了县城,弟弟住进了医院,哑巴则每天去码头做装卸工赚钱。弟弟查出来不

是胃癌,医治了一阵回来了。哑巴娶媳妇的钱也就用掉了,那婚事当然是没有指望了。

“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弟弟考上了名牌大学。哑巴每天乐呵呵的,走路也轻快。可

不久他们的爹去世了。从此,哑巴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每月给弟弟寄

生活费。弟弟很争气,读了研究生然后又留校教英语。

弟弟结婚后就不再让哑巴寄钱了。后来,是弟弟把钱往家里寄。弟弟寄的钱越来越多。

哑巴觉得自己好像下岗了,有些失落。但哑巴又为弟弟高兴。弟弟是知名教授了。弟弟经常

去外国,去了会寄照片来。哑巴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坐在门前陪母亲晒着太阳,看弟弟一家或弟

弟在各种各样的国旗下的照片。他还拿给别人看,满脸的得意、骄傲。弟弟寄的钱,哑巴从来

不用。娘病逝前,他用这些钱给她买了一块墓地。这也许是哑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迷信行为,

他买墓地前找了个风水先生去看,他用手比画着,意思是墓地的风水必须荫及子孙。

哑巴是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的。他的侄子去美国留学的那天,他喝了酒,醉倒了。灶间灰堆

里有几点星火燃起来了。他被火烧醒,本能地跑了出来。但他又转回屋里,去抢那只小箱子,

箱子里放的是他们家所有的照片。当他再出来时,一根椽子掉下,砸在了他头上……

弟弟每年都带着侄子给他上坟,在坟前烧大叠大叠的照片,弟弟还烧他著的书。“哥,这些

书,你一定能看懂的。”弟弟一边烧,一边说。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主要讲述了哑巴从年幼到去世的充满艰辛的人生历程,故事情节完整,

波澜起伏,生动感人。

B.上天有时是公平的,一扇窗关闭了,另一扇门就打开了,就像文中哥哥是哑巴,弟弟却能说会

道,学习能力强,成绩优秀。

C.哑巴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作者用饱含热情的语言赞美了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弟弟是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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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人物,作用是烘托哑巴。

D.文革期间,弟弟偷偷读书学习被发现,哑巴为保护弟弟居然操起菜刀威胁造反派,表明的是

哑巴为保护弟弟爆发出的惊人勇气。

2）.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文中“哑巴”这一人物形象。

3）.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小说最后一段具有怎样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