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大屯矿区一中 

2022—2023 学年上学期高三月考语文试题 

(2022.11.9) 

（考试时间 150 分钟，总分 150 分） 

一、积累应用（10分） 

1. 按要求填空。 

（1）忽魂悸以魄动，__________________。（李白《___________》） 

（2）但见悲鸟号古木，____________ （李白《蜀道难》） 

（3）苏洵《六国论》“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反思历史以讽谏当朝。

杜牧《阿房宫赋》中“________，_______”两句表达了相似的写作意图。 

2. 按要求选择。 

（1）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以全本演出形式呈现在世界舞台，演出由上部“春夏·风

月繁华”和下部“秋冬·食尽鸟归”组成，跨越四季，岁月沧桑，再现原著经典场景。下列经典场景不能

被选入“上部”的是（   ） 

A. 共读西厢 B. 元妃省亲 C. 群芳夜宴 D. 湘云醉卧 

（2）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现代体育，还需要强调“拼搏”吗？如今的竞技体育，早已走过了当年那个只需高强度训练，拥有顽

强比赛作风就能获胜的时代。的确，科学技术、大数据统计以及营养医疗等专业的介入，让现代体育在训

练、比赛以及伤病管控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突破，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基础和保证，即使一支队伍再有拼

劲，再有血性，也必定无法立足世界舞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然而，你问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女排精神”吗？答案依旧是肯定的 

②如果此时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 

③因为在竞技体育中，当体能达到极限，球员将会陷入到心态失衡，动作变形等困境中 

④即使有再完美的战术布置和后勤保障，也只能成为徒劳 

A. ③④②① B. ①②③④ C. ①③②④ D. ③①②④ 

二、阅读 70分 

（一）（16分）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作者的学养与编辑的修为 

韩东育 

。



 

 

①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发生了中西杂糅的现象。中式的文言和欧美的西文经混交后形成了第

三种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的话语结构总体上已西式化，而文言只能以成语等形式穿插其中

时，主、谓、宾、定、状、补成分的不全甚至丢失，便成为论著写作过程中的习见现象。这应该是任一期

刊或出版社的编辑在处理来稿时最为头痛的问题。 

②理论生硬、概念不清和表述含混，也容易导致洋洋万言不知所云的尴尬。近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

和理论装置，几乎都是外来的，由于它们总能以正确和时尚的面貌出现，便自然有人甘做隔空对接的理论

倒也乐此不疲。他们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

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作者的“体大思精”。 

③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或许与此无关的小困惑，即关于何谓“历史”的问题。所谓“历史是记载和解释

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这几乎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的“概念”。我注意到一个小孩

问“什么是历史”时，他父亲回答：“历史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前人类社会发生过的能够规定和影响你当

下生活和未来走向的往事。”它或许不够周延，但我至少听懂了。年轻时写论文，我喜欢拿代表“权威”

的西方理论和学者语录作为某个中国史研究问题的前提或结论，结果，历史本身的前提和结论反而被我蛮

横地取消了。直到读了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才明白就在我夙夜标榜自己是经典作家的信仰者

时，其实并没有读懂他们的原著，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语境。由此而养成的一味执念于“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舶来权威而放弃自主思考的思维情性，其实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犯罪，因为“它是为一切时代、

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 

④历史学者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来面对受众，显然又是一个问题。苏联碎片化的学科分类对中国学

界的影响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一体化格局已被乱刀寸断，轻则一分为三，重则一分为 N。我的一个学生

跟我念了几年书后，只听到一场哲学家的讲演，就告诉我说他想改学哲学了，似乎哲学可以不需烦琐考证

而直奔结论。“老北大”和“民国范”之所以不必忌言，是因为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前，早已拥有文

史哲齐备的综合知识结构和连类格义的问题解释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基础知识

上做出适度的复归呢？马克思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说法，或许在说历史

学者应该是过往知识和历史智慧的综合掌握者和传承者，而不是单一工种的工匠。孔子是史学家、文学

家、伦理学家，还是武家、数学家、教育家抑或社会学家呢？从他曾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的教

授者看，孔子应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教师。即便退一步，允许我们把知识的范围进一步收窄，至少也应

该具备刘知几所要求的“史家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而“才学识”又何尝不是今天所说的“文史

哲”呢？可是，有许多学术论文常常给大家带来的烦恼是，编辑和读者在拜读那些动辄万言的大作时，不

消两三行就昏昏欲睡，不忍卒读了。这除了表明我们自己文笔不够典雅、材料不够结实和结论无所见识

外，好像并不能证明历史学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⑤一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还应该内藏有该问题本身的微学术史。可编辑在审稿时却每每发现，许多



 

 

稿件不是把先行成果说得一无是处，借以凸显自己的“创新”能力，就是把学术史回顾与文章展开内容处

理成全无关联的两张皮。一个好的学术史梳理，应该是在充分吸纳和尊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更

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相反。而行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逻辑递进，也就自然展开于前期研究之“必要条件”

和自我新论之“充分条件”之间了。 

⑥在了解了编辑立场的同时，也需要体察作者对编辑工作所寄予的厚望。多年来，编辑队伍已整体学

者化，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是，曾几何时，个别编辑的自律和自省，似乎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首

先，“不懂的就是错误的”，容易堕为成见式进退稿件的潜规则。学界最喜爱的，应该是“读尽天下好文

章”的编辑不拘一格的目力和魄力，以及敢于超越自我眼界的站位和勇气。否则，当有些稿件因为编辑人

员的逼仄视野和主观好恶或黄钟毁弃或瓦釜雷鸣时，便不但有损于编辑本人的名声，久而久之还会毁掉一

个好的杂志社或出版社。其次，编辑的学养、识辨能力和职业道德，有时比刊物的所谓级别更加重要。同

时，外审制度必须要坚持，但是，外审意见不等于就是决定性意见，因为外审人员中，同气相求者有之，

同类相斥者有之，应付了事者有之，不读稿件者亦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编辑本人的判断不能介入，

其对学术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⑦学术乃天下公器，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需要编辑和学人相携而行，愿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推动。 

（本文有删改） 

3. 第②段中的“隔空对接”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如果你有志于研究魏晋历史，以下选项最为符合本文对你的要求的是（   ） 

A  使用古代汉语撰写论文 

B. 全面搜集魏晋史研究资料 

C. 提升对佛道思想的认识 

D. 运用前沿的西方史学理论 

5. 下列不能依据文意做出的一项推断是（   ） 

A. 现代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需进一步规范化。 

B. 合格的编辑需要保持中立、拓宽视野。 

C. 要读懂某种理论，需要了解其产生语境。 

D. 学术进步需推翻前人研究，独创一家之首。 

6. 分析第④段列举孔子事例 作用。 

7. 本文按照“语言表达——知识结构——文献综述——编辑修为”的顺序展开阐述，分析这样安排的理

由。 

（二）（16分） 

.

的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村边的野地 

张蛰 

①我喜欢泡在村东的野地里，有时一群人，有时就我一个。野地很大，杂草、灌木丛生，那些粗细高

矮歪直不同的杂树聚在一起，气象万千。在它的西南方向，废黄河一股水流蜿蜒而来，又在它东边很远的

地方轻轻滑过朝东北方向平缓流去，河面时宽时窄，水量丰沛，水草丰满。那里有视野更为开阔的田地，

村庄都被零星甩在某个角落里，我们叫它漫河滩。 

②野地里，小路纵横交错，说明很多人来过且又走路的习惯不同，但真正泡在这里，一天到晚又见不

到一个人影。除了人，村里的狗也来，我在野地里碰到狗的时候比人多，狗来这里东嗅西嗅，有时会对一

只野鸡狂追，但从来不会成功，对一闪而过的野兔子，狗却只当没看见。狗跑野地里来干什么？ 

③其实人来似乎也没什么目的性，我们一群孩子泡在野地里，除了玩爬树捉迷藏，有时会了结一些江

湖恩怨，有时会商量到哪块大田地偷生产队的东西，有时会满地里寻找兔子窝和老鼠洞。这些事，在其他

地方一样可做，但我们却莫名其妙地跑到野地里来了。了结江湖恩怨，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倒霉蛋，出了野

地会自觉说成是自己爬树掉下来磕的，不仅得不到父母的半点同情，还会被他们咬牙切齿地痛骂：咋不摔

死你哩，你就野吧！上野地来，就是为了给挨揍找个好借口吗？在野地里商量偷生产队的东西，偷来再跑

到野地里分赃，在哪里不能商量不能分呢？我们习惯性地选择了野地。还有秋天，我们在野地里从老鼠洞

中挖出的黄豆，每个人脱下裤子装都装不完，但在大田里同样如此，我们为何喜欢来到野地里找？为什

么？ 

④更多时候，我们在野地里无事可干，像狗一样到处闻闻嗅嗅，无目的地到处走动，或是忽然卧倒在

杂草丛里看一尘不染的蓝天。不知是谁最先想起来的爬树，先是爬到树上捉迷藏，后来我们爬到树上去发

呆，每个人都茫然地抱着树干坐在树杈上，猴子一样东张西望或什么也不望。有一回田鸭子兴奋地发现远

处走来的是自己的爹，立时扯起肚皮拼命嚎叫，但很快发现努力没有意义，嚎叫声刚出嘴就被风收拾了。

后来我们越爬越高，但能爬到树梢的只有宁五，他能爬到十几米高的地方，把自己挂在树枝上被风摆来荡

去地像个驴屎蛋。 

⑤感觉自己长大后，我更喜欢一个人呆在野地里，一个人呆着，能听到树上的鸟叫，再多的鸟同时叫

也能听得出不同。我能听出哪只鸟的叫充满饥渴，哪只鸟的叫充满快乐。我还能听得出鸟对话与鸟自言自

语的不同，清晨鸟叫得清脆，黄昏鸟叫得兴奋。有时候，一朵云都从视野里消失了，一只鸟的叫声却没停

息。我一个人爬到树上眺望的时候，总觉得东边的漫河滩虽然看起来阔大，但实际上很小。漫河滩的尽头

是什么呢？我会问自己。我爬树，爬得越高，觉得天空越远。一个人既远离了地面又远离着天空时是惶急

的，有无法自信的恐惧。 

⑥受了委屈，不高兴，觉得无聊，不知道到哪儿去，我溜溜达达就到了野地里。我喜欢一个人跑到野



 

 

地里听动静，露水的叭嗒声，野鸡踩在草丛和落叶上的脚步声，兔子啃啮青草的窸窸窣窣声，鸟起飞时拍

打翅膀的呼喇声，都能让我平复不安。许多少年才有的烦恼，都是野地里的风抹平的。我用一根青草去抽

打另一丛青草时，痛苦就消失了。我夸张地躺在草丛里，正莫名苦恼地睁大眼睛，一群人字形的大雁忽然

此起彼伏地叫着从野地上方飞过，立马一身轻松。 

⑦我们的少年时代就像被大人遗忘了一样，除了一口吃喝和衣不遮体的穿戴，其他的一切交给了我们

自己。我们满世界游荡，见风而长。宁五学会了生吞鸟蛋，拴柱学会了剥刺猬，我学会了抓兔子……我们

大呼小叫地在野地里跑过，在树上闲荡或是发呆，时光从琐碎的落叶、干草尖慢慢流走后，我们的小胳膊

小腿也在鸟鸣与露水里悄然拔节。这个过程里所有来自内心的悸动，最终帮助我们解决的，都是村边的野

地。野地收容了我们所有的秘密，安抚了我们最初对世界的恐惧，它用自己的有声世界和无声言语悄悄地

照亮了一群少年幽暗的心门。不然，何以解释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天真烂漫，何以解释我们对人世葆有的这

份善良？ 

⑧野地是伟大的。 

⑨野地的伟大我在多年后认识的更仔细，它天然具有的安抚和疗伤功能，它天生就有的启迪和疗伤功

能，对我的少年时代是多么重要。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虽然缺吃少穿，却有幸拥有一片荒芜的野地，在无

意间接受了它最完美的自然启蒙教育，这是今天生活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孩子再也难以享受到的自然待

遇。今天，还有多少少年能在自家门外拥有一片自在的野地呢？ 

⑩因为工作关的关系，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远离自然的少年是多么脆弱，这些缺失了身处自然中成

长机会的儿童，体格与性格中普遍缺乏一种东西，例如很少父母意识到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症结与孩子

难以接触真正的自然有关。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少关注这个问题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11）在这个冬日，在灯下，我似乎又听到冬天的风从野地里呼啸而过的声音。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

漫河滩，河水停止流动，野地一片寂静，那些巨大的无叶树冠在风里晃动，正有雪被风雾一样地扬起，鸟

都躲在了村庄里，兔子都在了雪下的干草窝里。我驻足而立，小手冻得老高，脸蛋赤红发黑，正看一群同

伴在风里向野地里跑过去。野地更野。 

8. 赏析第①段的景物描写。 

9. 第⑦段画线句表现力强，请加以赏析。 

10. 赏析文章最后一段。 

11. 评析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意义。 

（三）（8分） 

阅读下面的诗，完成各题。 

与颜钱塘①登樟亭望潮作 

孟浩然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 

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 

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②宽。 

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注释】①颜钱塘：指钱塘县令颜某，古人习惯以地名称该地行政长官。②渤澥：渤海的古称。 

12. 本诗对仗的联数是（    ） 

A. 一联 B. 两联 C. 三联 D. 四联 

13. 下列说法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首联未见江潮，先闻其声，巨大如雷鸣，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 

B. 颈联直接描写江潮吞天卷地而来时，那声势浩大遮天当日的情景。 

C. 本诗写出作者观潮的全过程，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 

D. 本诗调动多感官多层面来表现钱塘潮声势巨大，惊心动魄的气势。 

14. 本诗和宋代潘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被誉为咏钱塘潮的“双璧”。请从表达技巧上赏析两篇作品

结尾句的异同。 

酒泉子·长忆观潮 

潘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四）（20 分）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独孤信传 

（唐）令狐德棻 

①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仪，

善骑射。正光末，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由是知名。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

孤郎。 

②建明初，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寻迁荆州防城大都督，带南乡守。频典二部，皆有声

绩。贺拔胜出镇荆州，乃表信为大都督。从胜攻梁下戍，破之，迁武卫将军。及胜弟岳为候莫陈悦所害胜

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欢。因令信入洛请事，至雍州，大使元

毗又遣信还荆州。寻征信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③及孝武西迁，事起仓卒，信单骑及之于泸涧。孝武叹曰：“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远来从我。

世乱识贞良，岂虚言哉。”即赐信御马一匹，进爵浮阳郡公，邑一千户。 



 

 

④时荆州虽陷东魏，民心犹恋本朝。乃以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

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东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战。纵兵击之，纂大败，奔城趋门，未及阖，信

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于是三荆遂定。 

⑤寻除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暗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讼，历年不能断决。及信在

州，事无壅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

赐名为信。 

⑥信风度弘雅，有奇谋大略。太祖初启霸业，唯有关中之地，以陇右形胜，故委信镇之。既为百姓所

怀，声振邻国。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

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⑦赵贵诛后，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

家。时年五十五。 

（节选自《周书卷十六列传第八》有删减） 

注：①太祖：北周宇文泰。②魏孝武：北魏孝武帝元修。 

15. 写出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 

（1）武卫遂能辞父母，捐．妻子  ______________ （2） 信以同谋坐．免  _____________ 

16. 为下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最准确的一项(   ) 

出为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郡守（    ） 

A. 带领 B. 兼任 C. 指导 D. 辅佐 

17. 为下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最准确的一项(  ) 

属．太祖已统岳兵（    ） 

A. 嘱咐 B. 跟随 C. 劝请 D. 恰好 

18. 下列对文中第②段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

欢/ 

B. 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

欢/ 

C. 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

欢/ 

D. 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胜乃令信入关/抚岳余众/属太祖已统岳兵/信与太祖乡里/少相友善/相见甚

欢/ 

19. 把第⑤段画线句译成现代汉语。 



 

 

先 ，守宰暗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讼，历年不能断决。及信在州，事无壅滞。 

20. 结合全文内容，推测第④段朝廷派遣独孤信前往荆州招抚怀柔百姓的原因。 

21. 隋朝建立后，追封独孤信为赵国公，谥号景。古代谥法解中记载“由义而济曰景；耆意大虑曰景；布

义行刚曰景；德行可仰曰景”。请结合选文内容，说明独孤信能够谥景的原因。 

（五）（10分） 

阅读文章，回答各题  

传是楼记 

【清】汪琬 

①昆山徐健蓭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

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

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 

②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   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

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

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

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

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③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

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

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

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

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④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

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

是乎？” 

⑤今健蓭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

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

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22. 如果送给健菴一本《人类简史》，健菴最有可能把它放在下列哪个柜子？（   ） 

A. 经 B. 史 C. 子 D. 集 

23. 填入第二段   处，正确的一项是（   ） 

是。



 

 

A. 以 B. 而 C. 因 D. 尝 

24. 以下评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徐健菴将书籍传给女儿的做法在古代并不多见。 

B. 汪琬托病不作文，健菴屡屡催之，于礼稍有亏。 

C. 将读书的目的定位为跻科取仕有名，格局小了。 

D. 善读书的要点之一就是要博观约取、以书为命。 

25. 第③段划线句语言铿锵有力，请赏析。 

26. 推断本文的写作目的。 

第三部分 写作（70分） 

27. 根据要求作文。 

城市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却让不少人感到孤独。 

对此你怎么看？请写一篇 800 字的文章，谈谈你的思考，题目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