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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江苏省盐城市伍佑中学高三（上）期初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

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

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

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

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梁斌、浩然这样

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

的喜怒哀乐。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而

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权利被尊重是现代

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

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

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

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也还是喜欢陶醉于

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中国共产党

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

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

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

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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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

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

界的差距，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

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最终失败；而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

主义的温和改良，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

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

必须要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北洋政府才没有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

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

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

“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红色经典拥有和当下许多文艺作品不同的精神力量，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因此深受受众欢

迎。

B.红色经典倡导集体主义而五四运动强调尊重个体权利，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

越。

C.红色经典在人物形象、环境等方面的虚构，并不影响其传导出的非常独特的魅力，反而吸引读者陶醉

其中。

D.五四爱国运动最终推动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思想意识的逐步转变，就是这种觉醒

的典型例子。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红色经典的平民精神，在作品中表现为描写平民时视角发生转变，在作家身上表现为对平民及其所在

环境倾注真感情。

B.红色经典中，有的农民形象经过艺术加工虽然变得高大，但读来依然鲜活

C.知识分子要有家国情怀，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当代，对国家未来的关注和思考

D.在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对不同革命道路的比较和实践，陈延年兄弟就不会最终坚定地选择马

克思主义道路。

（3）下列各项中，最符合“红色经典”特征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