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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阅读专题

河南省郑州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吾尝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

臂非加长也, 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 声非加疾也, 而闻者彰。假舆马者, 非利足也, 而致千

里; 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 名曰蒙鸠, 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 名曰射干, 茎长四寸, 生于高山之上, 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

长也, 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

滫 , 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 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 游必就士, 所

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 必有所始。荣辱之来, 必象其德。肉腐出虫, 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

作。强自取柱①, 柔自取束。邪秽在身, 怨之所构。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平地若一, 水就

湿也。草木畴生, 禽兽群焉, 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树成荫而众鸟息焉, 醯
②
酸而螨聚焉。故言有招祸也, 行有招辱也, 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 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 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故不

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 功在不

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下

饮黄泉, 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用心躁也。

(节选自《荀子·劝学》)

[注]①滫(xiǔ)：泔水，已酸臭的淘米水，此处指脏水、臭水。②柱：柱，通“祝”，折

断。③醯(xī)：本意指醋。

10.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A. 吾尝终日而．思矣 侣鱼虾而．友麋鹿

B. 所渐者然．也 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C. 火就．燥也 金就．砺则利

D. 无以．至千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

11.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

B. 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

C. 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

D. 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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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庶人，我国春秋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后泛指平民、百姓。

B. 质的，箭靶，“的”是箭靶的中心。“有的放矢”的“的”即是此义。

C. 跬步，指跨脚的距离，古代称跨出两脚为“跬”，跨出一脚为“步”。

D. 驽马，指劣马，质性钝劣的马，也用来比喻才能低下平庸的人。

13. 下列对选文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概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荀子强调学习要善于利用外物，并选择好的学习环境，才能学业有所成就。

B. 荀子认为诸事皆有其根源，人的语言和行动即是产生荣誉或耻辱的根源。

C. 选文运用比喻阐述道理、证明观点，设喻贴近生活、生动形象、形式灵活。

D. 选文在排比、对偶句中适当使用散句，匀称而又错落有致，使文气更加流畅。

14. 把选文中画横线的句子和课文中的重要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2)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师说》)

(3)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登泰山记》)

15. 选文第三段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简要说明。

【答案】10. C 11. D 12. C 13. B

14. （1）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结交（朋友）必定要接近有学问品行的人，用来

防止品行不端（或走上邪路）而接近正道。

（2）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十分耻辱，以官职

高的人为师就觉得近乎谄媚。

（3）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青黑色的

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反射的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

15. ①比喻（或类比）论证，如“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②因果论

证，如“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连词，表修饰/连词，表并列。句意：我曾经整日思索。/ 以鱼虾为伴侣，和麋鹿做朋友。

B.这样/……的样子。句意：而是所浸泡的臭水使它这样了。/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就像

是一条舞动的飘带。

C.都是趋近、靠近的意思。句意：燃烧起来火势总是往干燥的方向走。/金属制的刀剑拿到

磨刀石上去磨就能变得锋利。

D.介词，用来/介词，在。句意：就没有用来远达千里的办法。/我在乾隆三十九年。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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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

窝就坠落，鸟蛋全部摔烂。

“以发”是“编”的后置状语，“以发”前不能断开，排除 AC；

“风至苕折”和“卵破子死”结构一致，二者单独成句，排除 B。

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化常识的能力。

C .“古代称跨出两脚为‘跬’，跨出一脚为‘步’”错误，古代称跨出一脚为“跬”，跨出两

脚为“步”。

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人的语言和行动即是产生荣誉或耻辱的根源”错误，原文是说“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意即荣辱的降临与德行相应。

故选 B。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游”，结交；“就”，接近“所以”，用来。

（2）“相若”，差不多、相近；“羞”；意动，感到……耻辱/羞耻。

（3）“几”，几乎；“负”，背，覆盖；“烛”，照。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言文艺术手法的能力。

①比喻（或类比）论证，如“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人懈怠疏忽忘

记了做人准则，灾祸就会发生，就如同肉腐了生蛆，鱼干枯了生虫一样，使用了比喻或类比

的论证方法；

②因果论证，如“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因为言语可能招祸，行

为可能受辱，所以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使用了因果论证的论证方法。

参考译文：

我曾经整日思索，却不如学习片刻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后跟眺望，却不如登上高处看

得广阔。登高招手，手臂并没有变得更长，但远处的人也能看见；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

更加疾劲，但听的人会听得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非善于奔走，却能远达千里；借助船只

的人，并非善于游泳，却能横渡长江黄河。君子的天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只是善于借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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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芦苇的花

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窝所系的地方使

它成为这样。西方有种叫“射干”的树，生长在高山之上，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

不是树能长高，而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使它这样。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

白沙混进了黑泥里，就会和黑泥一起变黑。兰槐的根叫香艾，一旦浸入臭水里，君子不靠近

它，百姓不使用它。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所浸泡的臭水使它这样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

好的环境，交友必定要接近有学问品行的人，用来防止品行不端而接近正道。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干枯了生虫。懈

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灾祸就会发生。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自身邪

恶污秽，就会造成灾祸。柴是一样的，但燃烧起来火势总是往干燥的方向走，地是平的，但

水流过来，总往有湿气的地方走。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

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

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土成山，风雨就在这里兴起：水流汇成深渊，蛟龙就在这里生长；积累善行，形成良

好品德，就会得到非凡的智慧，具备圣人的心怀。所以，不积累小步，就没有用来远达千里

的办法；不汇集细流，就没有用来形成江海的办法。骏马跳跃一次，还没有十步远；劣马拉

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功效来源于走个不停。拿刀刻东西，中途放弃，腐朽的木头也

不能刻断；不停地刻下去，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

却能向上吃泥土，向下饮泉水，是因为它用心专一；蟹有六（实为“八”）条腿，还有两只

钳，然而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无处容身，是它用心浮躁的缘故。

河南省濮阳市、许昌市两地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游媚笔泉记

姚鼐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

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淙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

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巂。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

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

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

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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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邀客九人饮于是。日幕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

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附】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

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

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

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

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

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节选自姚鼐《登泰山记》）

10.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语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 ）

A. ①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②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

B. ①翼乎临于．溪右 ②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C. ①为圆池，乃．引坠溪内 ②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D. ①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②吾尝终日而．思矣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复西循崖可二里”与“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短歌行》）中的“可”字含义不同。

B. “日暮半阴，山风卒起”与“而卒莫消长也”（《赤壁赋》）中的“卒”字含义相同。

C. 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所著《水经注》是中国古代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D. 晦，指农历每月的末一天。类似的词有朔、望，朔指农历每月初一，望通常指农历每月

十五。

12.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B. 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C. 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D. 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13.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头写桐城西北连绵的山峦，山崖忽合，地势险峭，难以行走，接着点出“曲流”，

表现了山水的态势，悄然引出后文要写的媚笔泉。

B. 第二段“积雨始霁”等五句写的是龙溪十余里间的景色，正值阳春三月，花草树木映着

阳光，溪水潺潺在山间流淌，声色俱佳，令人神往。

C. 文章写左学冲筑室未成时就邀客宴饮，强调了他特别重视宴饮活动的个性；而这种雅兴

乃因媚笔泉而生，这增强了媚笔泉引人入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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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登泰山记》写日出：太阳纯红如丹砂，下面有红光荡漾，托其冉冉上升。富有动感，

如在目前。寥寥数语，就把日出景象写得气势磅礴。

14.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

（2）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答案】10. A 11. B 12. C 13. C

14. （1）石缝中长出大树，能遮蔽几十人，前面有平地，可以铺席而坐。

（2）等到登上山顶以后，只见青黑色的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反射的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①“其”，代词，那；句意：像龙一样曲折的溪流，从那里边流出来。

②“其”，代词，那；句意：听那声音，铮铮铿铿有京都流行的声韵。

B.①“于”，介词，在；句意：翅膀一样探出在溪流的右方。

②“于”，介词，被；句意：这难道不是曹操被周瑜围困的地方吗？

C.①“乃”，连词，于是；句意：形成一个圆形的水池，上边的溪水流落进去。

②“乃”，副词，竟然；句意：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

D.①“而”，连词，表示承接；句意：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像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②“而”，连词，表示修饰；句意：我曾经整天地思考。

故选 A。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以及文言实词的能力。

A.正确。“复西循崖可二里”中“可”解释为“大约”；句意：接着沿着悬崖往西走大约二里。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中“可”解释为“能够”；句意：像月亮一样明亮，什么时候能够

摘取呢？

B.错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中“卒”解释为“突然”；句意：傍晚天气转为半阴，山风

突然刮起来。

“而卒莫消长也”中“卒”解释为“最终”；句意：而最终也没有增长和消失。

故选 B。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溪下面有个很深的大水潭，一块大石头露出在水面上，好像在里面洗澡的马刚刚站起

身，甩着鬃毛回头看它的伙伴。扒着石头向上爬，俯视云彩，飞鸟看起来就像要坠落的样子。

“潭中”是“出”的地点状语，中间不应断开，应在“中”后面断开，排除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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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的宾语为“其侣”，所以应在“侣”后面断开，排除 A。

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强调了他特别重视宴饮活动的个性”错误。仅在这里请了一次客，表现不出特别重视宴

饮活动的个性。本文写的是媚笔泉，左太冲并非作者着重叙写的对象。其实，作者写其邀客

宴饮，只是在突出媚笔泉的魅力。

故选 C。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罅”，缝隙；“荫”，遮蔽。

（2）“既”，……之后；“烛”，照亮。

参考译文：

游媚笔泉记

姚鼐

桐城的西北方向，重山叠岭大概有好几百里，一直到县衙所在地才开始平坦。平地和山

地交界的地方，两座山崖合立一起，像屏障一样耸立，高的横的缝隙几乎不能走人。像龙一

样曲折的溪流，从这里边流出来。

去年三月上旬，我们徒步顺着溪流从西边走进去。连续下了较长时间的雨，天气刚刚转

晴，溪流发出很大的哗哗声。走了十多里路，山道两旁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蕙草、松树、

枞树、槐树、枫树、栗树、橡树等，不时听到杜鹃的叫声。溪下面有个很深的大水潭，一块

大石头露出在水面上，好像在里面洗澡的马刚刚站起身，甩着鬃毛回头看它的伙伴。扒着石

头向上爬，俯视云彩，飞鸟看起来就像要坠落的样子。接着沿着悬崖往西走大约二里，层叠

的石头好像高楼，翅膀一样探出在溪流的右方。有人说这是宋代李公麟所说的“垂云沜”啊，

有人说后人寻找李公麟记载的地方，没有找到，于是这块石头就被命名。石头的缝隙间长出

一棵大树，树阴能容下几十个人，树前有平地，可以铺上席子坐下。树南边有泉水，明代的

何文端先生的摩崖书刻在上边，泉水叫做“媚笔之泉”。泉水漫过石头形成一个圆形的水池，

上边的溪水流落进去。

左丈学冲在水池边的平地上建造房子，还没建成，邀请九位客人在这里饮酒。傍晚天气

转为半阴，山风突然刮起来，猛烈地吹打悬崖峭壁，树木草丛、许多泉水、碎石乱响，游玩

的人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回去了。这一天，我的伯父姜坞先生也去了，我跟随他，他让我记

下来这件事。

【附】

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其中）中谷的水环绕泰安城，这就是郦道元书中所说的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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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初沿着中间的山谷进山，走了一小半段，越过中岭，又沿着西面的山谷走，就到了山顶。

古时候登泰山，是沿着东面的山谷进去，路上有个天门。这东边的山谷，古时候称它为“天

门溪水”，我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我）经过的中岭和山顶，有山崖像门槛一样横在路上的，

人们都叫它天门。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

见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汶水、徂徕山

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像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戊申这一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颍坐在日观亭里，等待日出。这时大风扬起的

积雪扑面打来。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一片云雾弥漫，依稀可见云中几十个白色的像骰子似

的东西，那是山峰。天边的云彩形成一条线（呈现出）奇异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

的。太阳升上来了，红的像朱砂一样，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有人说，这是东海。

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到，有的没照到，或红或白，颜色错杂，都像弯腰

曲背鞠躬致敬的样子。

（节选自姚鼐《登泰山记》）

河南省驻马店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本一：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驾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

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节选自《劝学》）

文本二：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

细事宜，皆所当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

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大抵为人，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

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行步趋跄，不可疾走跳踯。

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

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

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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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

矣，岁不我延。呜呼老矣，是谁之愆？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

明，不可潦草。

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凡侍长上出行，必居

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此种种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依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

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摘编自《童蒙须知》《劝学文》）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凡此种种/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

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B. 凡此种种/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

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C. 凡此种种/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人

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D. 凡此种种/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

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下饮黄泉”中的“下”字与“济水东流”（《登泰山记》）中的“东”字用法相同。

B. “其义自见”与“半壁见海日”（《梦游天姥吟留别》）两句中“见”字含义不同。

C. “心到最急”与“却坐促弦弦转急”（《琵琶行》）两句中“急”字含义不同。

D. “工拙如何”与“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两句中的“拙”字含义相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本二认为，童蒙教育应从服装穿着、言行举止、打扫卫生、读书写字、杂细事宜五个

方面展开，先不涉及修身治心、事亲接物。

B. 坚持读书，读的遍数多了，就能够背诵并理解书中的思想内容。这种观点和《劝学》借

“鸳马十驾”“金石可镂”表达的思想相似。

C. 表敬意时，古人根据对象的不同称名或称字。如：称呼长辈，要称呼他们的名，不能称

字；提到历史人物孙权，辛弃疾称呼的是字。

D. 古人以右为尊。如：白居易被贬称为“左迁”；晚辈陪同长辈行走在路上时要站在道路的

右侧，和长辈并立时要站在长辈的左边。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2）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呜呼老矣，是谁之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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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如何读书学习的问题上，两则文本提到了多个因素。对于“心”这一因素，两则文本

表达的共同观点是什么？对于“心”与其它因素间关系的认识，又有什么不同？

【答案】10. D 11. D 12. C

13. （1）积累善行，形成良好的品德，就会得到非凡的智慧，具备圣人的心怀。

（2）日月流逝，时间不会为我（我们）延长。哎，等到年纪老迈（却一事无成），这是谁的

过错啊？

14. ①两则文本表达的共同观点是读书学习时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②文本一认为学习者

要有贵在积累、重在坚持、用心专一的学习方法和态度，这三者同等重要。③文本二认为，

“心到”是最重要的，心能专注，看书和诵读才能有收获。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对于上述这些，如果能够认真遵守，不去违反，自然能成为一个谨慎、质朴的士人。

（有了这个基础），如果又能进一步学习圣贤的著作，（那么）拓宽内心的境界，增进道德、

学习知识，进入圣贤君子的境界，都是可以实现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实现的）。

“自”为副词，修饰“不失为”，所以应在“自”前面断开，排除 AC；

“域”的定语为“大贤君子”，中间不应断开，应在“域”后面断开，排除 B。

故选 D。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正确。“下饮黄泉”中“下”解释为“向下，名词活用作状语”；句意：向下可以饮用地下

的泉水。

“济水东流”中“东”解释为“向东，名词活用作状语”；句意：济水向东流去。

B.正确。“其义自见”中“见”解释为“体现，呈现”；句意：它的含义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

了。

“半壁见海日”中“见”解释为“看见”；句意：上到半山腰就看到从海上升起的太阳。

C.正确。“心到最急”中“急”解释为“重要，迫切”；句意：“心到”是最重要的。

“却坐促弦弦转急”中“急”解释为“声音急促”；句意：回身坐下再转紧琴弦拨出急声。

D.错误。“工拙如何”中“拙”解释为“粗劣”；句意：写字时无论字写得好坏、美丑。

“守拙归园田”中“拙”解释为“愚拙”；句意：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表敬意时，古人根据对象的不同称名或称字。如：称呼长辈，要称呼他们的名，不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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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错误。通常来说，古人自称称名，称人称字。文中的意思是面对父母、长辈、朋友时，

要用名来自称；称呼长辈的时候，连称呼对方的字都不足以表示尊重，要尊称对方为“某丈”。

像我们今天称呼张姓男长辈为“张叔”“张伯”等，和古人是一脉相承的。

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神明”，非凡的智慧；“圣心”，圣人的心怀。

（2）“延”，延长；“愆”，过错、罪过。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概括信息的能力。

共同观点：

由原文“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

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可知，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强健的筋骨，却能上吃泥土，

下饮泉水，是因为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条腿，两只钳，然而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无处容身，

是它用心浮躁的缘故。从而用比喻的手法来说明读书学习时要专心致志、聚精会神。

由原文“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可知，在“三到”中，“心到”

是最重要的。已经聚精会神了，看书和诵读难道还不能集中精力吗？强调读书学习时要专心

致志、聚精会神。

和其他要素的关系：

由原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知，堆土成山，风雨就在这里兴起；

水流汇成深渊，蛟龙就在这里生长；积累善行，形成良好的品德，就会得到非凡的智慧，具

备圣人的心怀。所以，不积累小步，就不能远达千里；不汇集细流，就不能形成江海。从而

说明学习者要贵在积累。由原文“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驾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可知，骏马跳跃一次，还没有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

能走得很远），功效来源于走个不停。拿刀刻东西，中途放弃，腐朽的木头也不能刻断；不

停地刻下去，金石也能雕刻成功。从而强调学习者重在坚持。所以文本一认为学习者要有贵

在积累、重在坚持、用心专一的学习方法和态度，这三者同等重要。

由原文“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

岂不到乎？”可知，我曾说读书时有“三到”的标准，说的是心要到位、眼要到位、口要到

位。在“三到”中，“心到”是最重要的。已经聚精会神了，看书和诵读难道还不能集中精

力吗？所以文本二认为，“心到”是最重要的，心能专注，看书和诵读才能有收获。

参考译文：

文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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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土成山，风雨就在这里兴起；水流汇成深渊，蛟龙就在这里生长；积累善行，形成良

好的品德，就会得到非凡的智慧，具备圣人的心怀。所以，不积累小步，就不能远达千里；

不汇集细流，就不能形成江海。骏马跳跃一次，还没有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

很远），功效来源于走个不停。拿刀刻东西，中途放弃，腐朽的木头也不能刻断；不停地刻

下去，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强健的筋骨，却能上吃泥土，下饮泉水，

是因为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条腿，两只钳，然而没有蛇鳝的洞穴就无处容身，是它用心浮

躁的缘故。

（节选自《劝学》）

文本二：

童子的学习步骤，要从学会端正衣服鞋帽开始，其次是学习说话、走路的规矩，接下来

要培养打扫卫生的习惯、方法，然后是读书、写字的注意事项，以及各种细致的礼仪规范，

都是应当知晓的。至于修身养性、涵养品德、侍奉长辈、待人接物以及穷究万物的终极规律

等等，这些修养的要点，可以从圣贤的典籍、教导中进行明晰的考察，循序渐进地加以学习、

掌握，在这里就不详细说解了。

一般来说，每个人从帽子、头巾到衣服鞋袜，都要爱护整理，时常让它们保持干净整齐。

作为年轻后辈，应该时常低声下气、恭顺小心，说话要详尽、缓慢；无论是走路还是小

跑，都不能匆忙奔跑、跳上蹿下。

作为年轻后辈，要经常打扫居住的环境，擦干净书桌，让它保持整洁。

读书的时候，要把每个字都响亮地读出来，不能读错一个字，不能读少一个字，不能添

加一个字，不能有一处前后读颠倒的地方。读书的时候不能勉强地暗暗记忆，只要一遍遍地

多去诵读，自然能够牢记，顺口而出，很长时间之后都不忘记。古人说：“书读的遍数多了，

其中的思想、义理自然而然便呈现出来。”指的是书读熟了之后，不需要别人讲解，自己就

能明白书中的意思。我曾说读书时有"三到"的标准，说的是心要到位、眼要到位、口要到位。

在"三到"中，“心到”是最重要的。已经聚精会神了，看书和诵读难道还不能集中精力吗？

不要说今天不学还有明天（可以学），不要说今年不学还有第二年（可以学）。日月流逝，时

间不会为我（我们）延长。哎，等到年纪老迈（一事无成），这是谁的过错啊？写字时无论

字写得好坏、美丑，都要一笔一画，字迹端正整齐、易于辨认，不能潦草。

面对父母、长辈、朋友时，要自称自己的名。称呼长辈时，不要称字，要称他为“某丈”。

如果陪同长辈出行的话，行走的时候要走在道路的右侧，停下来的时候则要站在左侧。

对于上述这些，如果能够认真遵守，不去违反，自然能成为一个谨慎、质朴的士人。（有

了这个基础），如果又能进一步学习圣贤的著作，（那么）拓宽内心的境界，增进道德、学习

知识，进入圣贤君子的境界，都是可以实现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实现的）。

（摘编自《童蒙须知》《劝学文》）

河南省洛阳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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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文本一：

宣宗．．宣德元年，礼部进《耕籍田仪注》，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籍田．．，天子率公卿

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曰：“先王制礼有本有文，苍生

之福也。”户部奏青州借官粮赈饥，乞复勘，然后给。上曰：“民饥无食，当如拯溺救焚，即

命就便分给。”

三年六月，上谕朝臣：“贪污奈何？”杨士奇对曰：“贪风始永乐末，今更甚。太宗尝数

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杨荣曰：“当是时，惟方宾有贪名。”上即顾

荣问：“今日贪者谁甚？”对曰：“莫甚刘观。”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

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现去谁代观者 士奇曰：“通政使

顾佐廉公有威。”荣曰：“佐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顾佐乃能如是！”

阅数月，乃命观巡阅河道，而以佐代之。寻下观狱。

上与侍臣论历代户口盛衰。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

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

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

大戒。”

九月庚戌朔．．．，驻跸蓟州，进州官谕之曰：“此汉渔阳郡也。昔张堪为政，民有乐不可支

之谣，尔曹勉之！”又进耆老谕曰：“今岁丰稔，无他虞，善训厉子孙，务礼义廉耻，毋安温

饱自弃。”

四年春，上召大学士杨溥谕曰：“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

顾祸乱生于不虞。迩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辅朕。”溥顿首谢：“臣不敢忘报。”

上曰：“直箴朕过，报朕多矣。” 溥又顿首谢曰：“直言求之非难，受之为难。”上曰：“然。”

（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

文本二：

赞曰：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仓庾充羡，闾阎．．乐业。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

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选自《明史·本纪九》）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

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

B. 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

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

C. 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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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

D. 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

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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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宣宗，明朝皇帝朱瞻基的庙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的名号。

B. 籍田，天子率臣子亲自耕田的典礼，又指天子征用民力耕种的田，文中指后者。

C. 庚戌朔，指庚戌日初一这天。这与《登泰山记》中“戊申晦”的纪日法相同。

D. 闾阎，原指古代里巷内外的门，也用来指平民居住的地区，文中代指百姓。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永乐末年，一些官员公开行赠受贿，贪腐之风盛行。杨士奇和杨荣一致认为顾佐廉正有

威名，可以取代刘观，这与明宣宗的想法不谋而合。

B. 汉武帝和隋炀帝，或穷兵黩武，或大兴土木，致使户口衰减，国家动荡，甚至社稷覆亡，

明宣宗认为他们都是后世治世的借鉴。

C. 汉代的张堪担任渔阳郡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当地传唱民谣以颂扬他。明宣宗告诫蓟

州官吏，要努力向张堪学习。

D. 明宣宗深知创业艰难，守成不易，日夜忧思国事。当天下逐渐安定时，群臣多有阿谀之

辞，明宣宗对此表示厌恶，希望贤臣全力辅佐他。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民饥无食，当如拯溺救焚，即命就便分给。

（2）今岁丰稔，无他虞，善训厉子孙，务礼义廉耻，毋安温饱自弃。

14. 请结合文本一简要概括明宣宗时社会出现“治平之象”的原因。

【答案】10. C 11. B 12. A

13. （1）百姓饥饿无食，应当像拯救溺水的人和救助被火烧的人一样，一旦有需求就应立

即拨付给他们。

（2）今年谷物丰稔，不要有其他的担忧，要好好教育子孙，让他们知晓礼义廉耻，不要只

是贪图安逸温饱，而自甘堕落。

14. ①皇上重视农业生产，率先垂范。②敢于反腐，惩罚贪官污吏。③以史为鉴，善于与民

休息。④忧勤国事，善于纳谏。

【解析】

【分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断句的能力。

“肃”是动词，“百僚”是“肃”的宾语，所以“肃”和“百僚”不能断开。从而排除 AB。

“则不肖御史皆效之”与“则不肖有司皆效之”是对称句，且“则”表假设关系的连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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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面的分句（假设的结果），其前都要断开，从而排除 D。

该句的译文是：杨士奇说“风纪是用来约束百官的，风纪官如果这样了，那么无能的御史大

夫就会效法他的清正，御史清廉的巡游四方，那么不才的属员都会效仿他”。皇帝叹息说：

“除恶务本，但如果罢免了刘观，谁来取代他的职务呢？”

故选 C。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学常识的识记和理解能力。

B.“又指天子征用民力耕种的田，文中指后者”错误。从原文“天子率公卿躬秉耒耜，贵有

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可知：此处的“籍田”是前者。

故选 B。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有关内容的分析概括能力。

A.“这与明宣宗的想法不谋而合”错误，从原文“顾佐乃能如是”看出他对顾佐这个人是并

不了解，听二杨说他如此清廉端肃，感到惊喜。

故选 A。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翻译句子的能力。

第一句的采分点：“无食”，没吃的（东西）；“拯溺救焚”，拯救溺水者，救助火灾；“即命”，

如果有请求（需要）。

第二句的采分点：“岁”，年；“丰稔”，丰收；“虞”，担心；“训厉”，教诲勉励；“务”，重视；

“毋”，不要。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概括文本信息的能力。

从文中：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籍田，天子率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

推五推，何益于事！”等语句看出皇上是一个重视农业生产，富有魄力，英明有为的皇上。

从文中：三年六月，上谕朝臣：“贪污奈何？”等语句看出皇上大力打击贪官污吏，有很强

的反腐决心和干劲。从“上与侍臣论历代户口盛衰”等文字，可看出皇上善于以史为鉴，能

够与民休息。

从“驻跸蓟州，进州官谕之……”等文字看出皇上善于教化属吏和百姓。

从“此汉渔阳郡也。昔张堪为政，民有乐不可支之谣，尔曹勉之！”又进耆老谕曰：“今岁丰

稔，无他虞，善训厉子孙，务礼义廉耻，毋安温饱自弃”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

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顾祸乱生于不虞。迩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辅朕”等

文中可以看出他心忧国事，善于纳谏。

参考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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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宣宗宣德元年，礼部进献《耕籍田仪注》，皇上阅览后，对身边的侍臣说：“先王制订了

率群臣耕田的典礼，亲自拿着耒耜等工具去耕种，最难能可贵的是有务实之心罢了。如不这

样，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对事有什么帮助呢！”侍臣回答说：“先王考订的籍田制是符

合礼和文献的，这实在是苍生的福气啊。”户部启奏青州借用官粮赈济灾民，但要求反复勘

验数目，然后供给。皇上说：“百姓饥饿无食，应当像拯救溺水的人和救助被火烧的人一样，

一旦有需求就应立即拨付给他们。”

三年六月，皇上宣告朝臣说：“对于贪官污吏该怎么办？”杨士奇对答说：“贪污风气从

永乐末年开始，现在更加严重了。明太宗曾经多次染疾不上朝，阿谀逢迎之臣，就贿赂成风，

公开行贿、受贿毫无禁忌。”杨荣说：“正当那个时候，只有方宾有贪污之名。”皇上立即回

头问杨荣说：“当今贪污最厉害的是谁？”回答说：“没有比刘观更贪的了。”杨士奇说：“风

纪端正严明是用来约束百官的，风纪官如果这样了，那么不才的御史大夫就会效法他的清正，

御史清廉的巡游四方，那么不才的下属官员都会效仿他。”皇上叹息说：“除恶务本，但如果

罢免了刘观，谁来取代他的职务呢？”杨士奇说：“通政使顾佐清廉很有威严。”杨荣说：“顾

佐担任京都府尹，对下属管理很严厉，政治清明，革除了很多弊端。”皇上高兴地说：“顾佐

竟然是像这样好的人选！”过了几个月，就下命刘观巡视河道，而让顾佐取代他。不久把刘

观逮捕下狱。

皇上同侍臣谈论历朝历代户口兴盛衰落的事情。皇上说：“户口的盛衰问题，完全能够

看出这个国家是太平盛世还是乱世。户口兴盛多是由于采用了休养生息政策，户口的衰落往

往是因为大兴土木和兵戈四起。汉武帝沿承文帝、景帝的余威，隋炀帝继承隋文帝之后，最

初也是十分兴盛，后来出现了安史之乱，难道不是仅仅凭借富庶繁荣而不知对百姓休养生息

吗？汉武帝末年就后悔征伐轮台，隋炀帝也因此而亡国，唐玄宗死后朝代的衰颓流转，都完

全可作为后世引以为戒的教训”。

九月庚戌，农历初一这天，皇上到达蓟州，把州官叫进来告诉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汉

代的渔阳郡，过去张堪在这里为政，百姓有十分幸福康乐的民谣传颂，你们要好好地干啊！”

又把老年人召进来明确告诉说：“今年谷物丰收，不要有其他的担忧，要好好教育子孙，让

他们知晓礼义廉耻，不要只是贪图安逸温饱，而自甘堕落。”

四年春，皇上召见大学士杨溥并明确告知说：“我每每想到创业艰难，守成更是不易，

早晚忧虑。所幸当下百姓稍微安康了，不过担心的祸乱产在没有意料的情形中。近段时间以

来众臣喜欢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让人十分厌烦，爱卿要好好地辅佐我哟。”杨溥叩头称谢

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皇上说：“直言指出我的过时，就是最好的报

答。”杨溥再次叩头答谢说：“要得到直言并不是难事，能接受直言才是最困难的。”皇上说：

“对”。

（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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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二：

有诗称赞说：宣宗即位以后，官吏非常称职，政事太平，粮仓丰盈，百姓和乐。大抵是

明朝建立到这一朝经过了六十年，百姓的安然美好的气象渐渐地呈现，蒸蒸日上有太平盛世

的景象了。

河南省南阳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

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

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齐顷公，骄蹇怠傲，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

筑，轻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

大败齐师，获齐顷公，伤逢丑父，于是戄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

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

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来，尊崇不武而得之，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羞

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要

秦师，襄公曰：“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也。”

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毕尚

薄屋，无哀吾丧也。”晋襄公兴师，大结怨于秦，伏尸遍野，糜烂国家，祸及大夫，忧累后

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选自《说苑·敬慎》，有删改）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

B. 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

C. 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

D. 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莫见乎隐”与“半壁见海日”（《梦游天姥吟留别》）两句中的“见”字含义不同。

B. “右坐之器”与“与子颍坐日观亭”（《登泰山记》）两句中的“坐”字含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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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此之谓也”与“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师说》）两句中的“谓”字含义不同。

D. “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与“假舆马者”（《劝学》）两句中的“假”字含义不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在周庙参观时，向守庙人询问关于欹器的情况，然后让子路取水来加以验证，果然

和守庙人说的一致，水越少越能保持平衡，感慨盈满之后必定倾覆。

B. 齐顷公骄横傲慢，兴兵攻打鲁国，归来的途中又打败卫国的军队，轻视小国，欺侮大国，

长此以往可能会招致灾祸。

C. 齐顷公在大败而逃之后，幅然醒悟，不贪图享乐，对外以谦卑的姿态结交诸侯，对内认

真推行仁政，一举扭转了国家的局势。

D. 先轸为了邀功获取名声，劝说晋襄公出兵攻打秦国，晋襄公最初并不乐意，但在先轸三

条理由的劝说下同意了这件事，而这也给国家带来遗祸。

13. 把教材所学的句子和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登泰山记》）

（2）大结怨于秦，伏尸遍野，糜烂国家，祸及大夫，忧累后世。

14. 请列举三条选文所提到的观点（可摘取原句）及对应的材料。

【答案】10. A 11. C 12. A

13. （1）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青山

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

（2）（晋国）和秦国结下深仇大恨，（结果导致）尸横遍野，使国家局势糜烂，祸患延及大

夫，忧患连累到后世百姓。

14. ①君子能慎其独，引用《诗经》的诗；

②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子路取水而试的事例；

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引用老子的话；

④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的事例；

⑤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晋国先轸的事例。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不久，晋、鲁两国派人前来通使修好，齐顷公又戏弄这两国的使者。晋、鲁两国使者

大怒，回国后寻求同党帮助，找到了卫国与曹国。四国结成联盟，与齐国在鞍地会战。

“二国”作“怒”的主语，构成主谓结构，二者不可断开，排除 BD。

“卫及曹”指的是卫国与曹国，应作“得”的宾语，而“助”应是前面“求”的目的，故应

在“得”前断开，排除 C。

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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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正确。“莫见乎隐”的“见”，通“现”，被发现。句意：没有什么不在阴暗处被发现。

“半壁见海日”的“见”，看见。句意：上到半山腰就看见了从海上升起的太阳。

B.正确。“右坐之器”中“坐”，通“座”，意为“座位”。句意：应该是右座器。

“与子颍坐日观亭”中 “坐”，动词，坐。句意：与子颍在日观亭坐着。

C.错误。“此之谓也”中“谓”，“说”。句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中“谓”，“说”。句意：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

难问题的老师。

D.正确。“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中“假”，借。句意：兴师直接经过我国境地而不向我们借

道。

“假舆马者”，凭借，利用。句意：凭借车马的人。

故选 C。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 .“水越少越能保持平衡”说法错误，从“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一句可知，只有水

量保持适中才能平衡，水量过少则会倾斜。

故选 A。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几”，几乎；“及”，等到；“负”，覆盖；“烛”，照耀。

（2）“糜烂”，名词作动词，使……糜烂。“及”，延及；“累”，连累。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

从文中“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可知，此处引用《诗经》的诗，说明“君子能慎其独”的道理。

从“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

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可知，通过子路取水而试的事例，说明“满则覆”的道理。

从文中“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

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可知，通过引用老子的话，说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

道理。

从文中“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齐顷公，骄蹇怠傲，兴师伐鲁……卑

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来，尊崇不武而得之，故福生于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隐约，而祸生于得意”可知，通过齐顷公的事例，说明“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的道

理。

从文中“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

之故，请要秦师……”可知，通过晋国先轸的事例，说明“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

众”的道理。

参考译文：

《中庸》上说：“没有什么不在阴暗处被发现，没有什么不在细微中显现。所以君子在

独处时能够谨慎不苟。”《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面临深渊，如踏上薄冰。”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

孔子到周王室宗庙参观，看见有一欹器在那里。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物？”

守庙的人回答说：“应该是右座器。”孔子说：“我听说右座器，注满水就会倾覆，空着时就

会侧向一边，注入一半水就端正了。有这样的事吗？”守庙的人回答说：“是这样。”孔子便

让子路取水来试验这件事。果然是灌满水它就翻倒了，装一半的水它就端正，空着时它就侧

向一边。孔子长叹一声说：“唉！哪会有盈满了而不倾覆的呢！”

老子说：“要获得某种利益，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喜欢事情的成功，一定要想到它的

失败。”人做了好事，上天就用福佑来回报他；人做了坏事，上天就用灾祸来回报他。所以

说：“祸和福是相互依附彼此联系的。”（我们）既要警惕又要慎重，君子不致力于此，凭什

么防备灾祸？福运在暗中生长，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齐顷公就是这样的情况。齐顷公，

骄横乖戾怠惰傲慢，兴师攻打鲁国，回师时又在新筑击败卫国军队。他轻视小国，欺侮大国

的行径非常过分。不久，晋、鲁两国派人前来通使修好，齐顷公又戏弄这两国的使者。晋、

鲁两国使者大怒，回国后寻求同党帮助，找到了卫国与曹国。四国结成联盟，与齐国在鞍地

会战，大败齐师，擒获齐项公，砍伤逢丑父，这时齐顷公才大为震惊和害怕。他依靠逢丑父

欺骗了敌军，才得逃脱回国。齐顷公回国后吊唁死者，慰问疾苦，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摈除

声乐，远离女色；外出参与会盟，自甘卑下结交诸侯。国家内部能推行仁义，他的声望震动

了诸侯。所丢失的土地，不用索取别国就主动归还，不用武力就受到尊崇。所以福运在暗中

滋长，而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对小的羞耻感到羞辱就能结成大的仇恨，贪图小利就会损

失众多的军队，晋国的先轸就是这样。先轸想邀功获取名声，就以秦军不向晋国借路为由，

要求拦截秦军。晋襄公说：“不可以。秦伯与我先君有过盟约。先君刚一去世就兴师攻击他，

我这就是辜负先君。”先轸说：“先君去世秦国不来吊唁送礼，这是不为我国的丧事而哀悼；

兴师直接经过我国境地而不向我们借道，这是认为我孤弱；再说灵柩还在灵堂中，秦国不为

我国丧事致哀。”晋襄公就发兵，和秦国结下深仇大恨，尸横遍野，使国家局势糜烂，祸患

延及大夫，忧患连累到后世百姓。因此对好战的臣子，不能不加以考察。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语文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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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

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

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

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

①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

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

仲因而伐楚，责包茅
②
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

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③，有三归、反坫④，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选自《史记·管晏列传》）

注：①召忽：春秋时齐国人，与管仲同事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②南方的一种茅草，又叫菁

茅。盛产于荆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

贡品，就有这种茅草，主要用于缩酒祭祀。③公室：国君。 ④三归、反坫：三归台和国君

的宴饮设备。

10. 下面对画曲线句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B.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C.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D.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11. 下列对文中文化常识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中“上服度则六亲固” 句，关于六亲，历代说法各不相同，泛指亲族、亲戚。

B. 古人幼时命名，成年取字。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者尊辈一般称字。“管仲夷

吾者，颍上人也。”管仲，字仲，名夷吾。

C. 诸侯是古代分封制中各方君主的统称。诸侯源自分封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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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文选自《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司马迁。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着重写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虽是轶事，写来却娓娓动人，

于细微处见精神。

B. 管仲曾侍奉齐国公子纠，公子小白立为桓公后，公子纠被杀，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囚禁，

后被起用，辅助齐桓公一匡天下。

C. “伐楚”“令燕修召公之政”“柯地盟会”以三个典型事例写出了管仲外交方面的政治才

能。

D. 鲍叔牙推荐了管仲，而管仲让鲍叔牙居于自己之下，做自己的下属，这种行为遭到了天

下人的批评指责。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

（2）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14. 世人常常以“管鲍之交”来评论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深厚友情，请结合本文，谈谈这种

交情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案】10. A 11. D 12. D

13. （1）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

（2）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废除掉。

14. ①鲍叔牙知管仲贤能，有才干，对他的贪便宜没有什么怨言，以贤能为贵。②管仲视鲍

叔牙为知己，懂得鲍叔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③管仲有知恩必报之情，在鲍叔牙的推荐下，

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能。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

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

“与鲍叔牙游”为偏正结构，“游”是谓语，没有宾语，其后断开；第二个“鲍叔”做“知

其贤”的主语，其前断开，排除 B；

“管仲贫困”是主谓结构，意思完整，后面断开，排除 C；

“善遇之”中，“善”做“遇之”的状语，不能断开，排除 D。

故选 A。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的能力。

D.“《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错误。《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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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而管仲让鲍叔牙居于自己之下，做自己的下属，这种行为遭到了天下人的批评指责”错

误。由“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可知，不是管仲让鲍叔牙做自己的下属，是鲍叔牙自己

愿意的；由“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可知，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能，反

而赞美鲍叔牙能够识别人才，天下人是赞赏鲍叔牙的。

故选 D。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尝”，曾经；“仕”，做官；“见……于……”，表被动；“不肖”，不成器。

（2）“俗”，百姓；“因”，于是、就；“去”，废除。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信息，归纳要点的能力。

由原文第二段“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可知，

鲍叔牙知管仲贤能，有才干，对他的贪便宜没有什么怨言，以贤能为贵；

由原文第二段“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可知，管仲视鲍叔牙为知己，懂得鲍叔牙对自

己有知遇之恩；

由原文第一段“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谋也”可知，管仲有知恩必报之情，在鲍叔牙的推荐下，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

参考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能。管仲家

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随后，鲍

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做了齐桓公以后，公子纠被杀，管

仲也被囚禁。鲍叔牙于是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因此而称

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安定，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鲍叔

并不认为我贪心，（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顿

不堪，陷于窘境，鲍叔不认为我愚笨，（因为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

多次做官多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

多次战败逃跑，但鲍叔不认为我胆小，（因为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失败，

召忽为之殉难，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鲍叔不认为我没有廉耻，（因为他）知道我不把小的过

失看作是羞耻，而是把功名不显扬于天下看作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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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自己却情愿做管仲的下属。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

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能，反而赞美鲍

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

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的说法是：“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

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了法度，六亲才能团结。”“不提倡礼义廉耻，

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要像流水的源头，政令要顺着百姓的民心。”所以，政令符

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废除掉。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转化为吉祥，把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

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

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

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

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侯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

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三归和反坫，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

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侯国强大。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 2022-2023 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

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

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

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

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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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

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

县解。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

A.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

B.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

C.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

D.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

11.下列对文中加粗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

A.庖丁，意思是名为“丁”的厨师，“庖”是职业，“丁”是名字。先秦古书往往以职业放在

人名前。

B.官知，是指感官之知。与“神遇”相对。庄子把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官知”属感知

阶段，“神遇”属思维阶段。

C.肯綮，“肯”指附在骨上的肉；“綮”指筋骨结合处。现在以“肯綮”比喻要害或关键之处。

D.踌躇，指徘徊不进。有“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意思，还有“研究，反复思量”的含

义。在本文中是指犹豫，迟疑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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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庄子·养生主》，所谓“养生主”，意思是保养生命、保存天性的根本原则。

选文开头第一段是全文的总纲，接下来用两则寓言加以阐释。

B.寓言“庖丁解牛”开头，先写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整个解牛的过程

如同一场充满美感的乐舞表演。

C.寓言“庖丁解牛”写文惠君的话总共有两句：第一句是文惠君的赞叹，侧面烘托庖丁技艺

的精湛；第二句借以点明题旨，说明“解牛”与“养生”的关系。

D.寓言“秦失吊丧”，表达了庄子的生死观：人虽应时而生，顺依而死，生死之大限是必然，

死亡犹如解除倒悬之苦，但是人不应安于天理和常分。

13.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

(2)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14.“庖丁解牛”是一则寓言，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3 分）

10.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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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焉”在这里是语气词，故放在“向吾入而吊”的

后面，而不应该放在“有老者哭之”前面，因此排除 BD；“然”字在这里是回答“然则吊焉

若此，可乎？”的，应该独立成句，不能和“始也”连在一起，因此排除 C。故选 A。

1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D.“在本文中是指犹豫，迟

疑不决”错误，这里是指庖丁感到“很得意”的样子，“踌躇满志”是指悠然自得，心满意

足。故选 D。

1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D.“但是人不应安于天理和常分”错误，原文“安

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意思是“要安于”天理和常分，顺从自然和变化，哀伤和欢乐便

都不能进入心怀。故选 D。

13.答案：(1)虽然是这样，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到那里很难下刀，就戒惧

地提高警惕。

(2)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进来和意外的变故。

解析：参考译文：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真是危险啊!

已经有了危险，还要执著地去追求知识，那么除了危险以外就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做好事不

要求名，做坏事不要受刑罚，以遵循虚无的自然之道为宗旨，便可以保护生命，可以保全天

性，可以养护新生之机，可以享尽天年。

庖丁给梁惠王宰牛。手接触的地方，肩膀倚靠的地方，脚踩的地方，膝盖顶的地方，哗

哗作响，进刀时发出“騞”的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的。合乎(汤时)《桑林》舞乐的节拍，

又合乎(尧时)《经首》乐曲的节奏。

梁惠王说：“嘻，好啊！(你解牛的)技术怎么竟会高超到这种程度啊？”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追求的是天道，已经超过一般的技术了。起初我宰牛的时候，

眼里看到的是一只完整的牛；三年以后，再未见过完整的牛了。现在，我凭精神和牛接触，

而不用眼睛去看，感官停止了而精神在活动。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砍入牛体筋骨相

接的缝隙，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依照牛体本来的构造，筋脉经络相连的地方和筋骨结合

的地方，尚且不曾拿刀碰到过，更何况大骨呢！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是用刀割断

筋肉割坏的；技术一般的厨师每月就得更换一把刀，是砍断骨头而将刀砍坏的。如今，我的

刀用了十九年，所宰的牛有几千头了，但刀刃锋利得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一样。那牛的

骨节有间隙，而刀刃很薄；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宽宽绰绰地，那么刀刃的运转

必然是有余地的啊！因此，十九年来，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虽然是这样，

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到那里很难下刀，就戒惧地提高警惕，眼睛因为筋骨

交错聚集之处而凝视不动，动作也因此缓慢下来，动起刀来非常轻，然后发出“謋”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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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骨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我提着刀站立起来，为此举目四望，

为此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抹干净，收藏起来。”

梁惠王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懂得了养生的道理了。”

老聃死了，他的朋友秦失去吊丧，大哭几声便离开了。老聃的弟子问道；“你不是我们

老师的朋友吗？”秦失说：“是的。”弟子们又问：“那么吊唁朋友像这样，行吗？”秦失说：

“行。原来我认为你们跟随老师多年都是超脱物外的人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刚才我

进入灵房去吊唁，有老年人在哭他，像做父母的哭自己的孩子；有年轻人在哭他，像做孩子

的哭自己的父母。他们之所以会聚在这里，一定有人本不想说什么却情不自禁地诉说了什么，

本不想哭泣却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如此喜生恶死是违反常理、背弃真情的，他们都忘掉了

人是禀承于自然、受命于天的道理，古时候人们将这种作法叫做背离自然的过失。偶然来到

世上，你们的老师他应时而生；偶然离开人世，你们的老师他顺依而死。安于天理和常分，

顺从自然和变化，哀伤和欢乐便都不能进入心怀，古时候人们称这样做就叫做自然的解脱，

好像解除倒悬之苦似的。”

14.答案：①社会是复杂的，要学会适应环境、顺应自然才能保全天性。②面对具体问题，

要谨慎戒惧，才能把事情做好。③只有认识并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做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运用自如。④凡事要内敛，不要得意忘形。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评价作者思想、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价值的能力。解答此类试题，

首先理解文本内容，体会寓言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情节及细节描写等，结合现实生活，概括

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①庖丁解牛时非常熟悉牛的结构，眼中根本没有完整的牛，然后“依

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所以他的刀用了十九年，依然锋利得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

一样。这启示我们要学会适应，顺应自然的规律，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得以保全。②解牛时

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庖丁总是很小心的，“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然后顺利解

开。由此看出解决复杂问题，不可大意，谨慎行事方能取得更好效果。③庖丁在解牛过程中，

善于摸索，总结规律，“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

余地”。这启示我们找到事物的客观规律极为重要，按规律去做才能游刃有余。④庖丁将牛

解开之后非常得意，“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是因他解牛技术高超，干净

利落。但在生活中，我们做事还是要低调内敛，不可张扬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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