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考语文记叙文阅读复习考点句子含义段落作用达标练习 

一、自行车之歌 

苏童 

①我父亲的那辆自行车是六十年代出产的永久牌，黑色车身，造型憨厚坚固。从我记

事到八十年代离家求学，我父亲一直骑着它早出晚归。星期天的早晨，我总是能看见父亲

在院子里用纱线擦拭他的自行车。现在我是以感恩的心情想起了那辆自行车，因为它曾经

维系着我的生命。 

②童年多病，许多早晨和黄昏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来往于去医院的路上。曾经有一

次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骑了二十里路，去乡村寻找一个握有家传秘方的赤脚医生。我难

以忘记这二十里路，大约十里是苏州城内的那种石子路、青石板路，另外十里就是乡村地

带如海浪般起伏的泥路了。我像一只小舢板一样在父亲身后颠簸，而我父亲就像一个熟悉

水情的水手，也尽量让自行车的航行保持通畅。 

③多少中国人对父亲的自行车怀有异样的亲情！多少孩子在星期天骑上父亲的自行车

偷偷地出了门！去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去骑车！我记得我第一次骑车在苏州城漫游的

经历。我去了市中心的小广场，小广场四周有三家电影院，一家商场。等我从商场出来，

突然感到十分恐慌：我发现广场空地上早巳成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辆自行车看上去都像

我们家的那一辆。我拿着钥匙在自行车堆里走过来走过去，头脑中一片晕眩，我觉得许多

半新不旧的“永久”自行车的坐垫和书包架上，都散发出我父亲和我自己身上的气息。 

④1980 年我中学毕业前夕，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说：你假如考不上大学，这



 

车就给你上班用。但我考上了。我父母又说：车放在家里，等你大学毕业了，回家工作后

再用。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回家乡工作。于是我父母脸上流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

说：那就只好把车托运到南京去了，反正还是给你用。 

⑤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从南京西站的货仓里找到了从苏州托运来的那辆自行车。车子

的三角杠都用布条细致地包缠着，是为了避免装卸工的野蛮装卸弄坏了车子。我摸了一下

轮胎，鼓鼓的，托运之前一定刚打了气，这么周到而细致的事情一定是我父母合作的结

晶。      。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生活将有所改变，我有了自行车，就像听到了奔

向新生活的发令枪，我必须出发了。 

⑥那辆自行车我用了五年，是一辆黑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与我父亲的那辆“永久”何

其相似。自行车国度的父母，总是为他们的孩子挑选一辆结实耐用的自行车，他们以为它

会陪伴孩子们的大半个人生。但现实既令人感伤又使人欣喜，五年以后我的自行车被一个

偷车人骑走了。我几乎是怀着一种卸却负担的轻松心情，跑到自行车商店里，挑选了一辆

当时流行的十速跑车，是蓝色的，是我孩提时代无法想象的一辆漂亮的威风凛凛的自行车。 

⑦这世界变化快——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人生。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喜欢骑着自

行车出门，我仍然喜欢打量年轻人的如同时装般新颖美丽的自行车，有时我能从车流中发

现一辆老“永久”或者老“风凰”，它们就像老人的写满沧桑的脸，让我想起一些行将失

传的自行车的故事。 

⑧我曾经跟在这么一辆老“凤凰”后面骑了很长时间，车的主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

人，他的身边是一个同样骑车的背书包的女孩，女孩骑的是一辆目前非常流行的橘红色山

地车，很明显那是父女俩。两辆自行车在并驾齐驱的时候仿佛也在交谈—— 



 

⑨黑色的老“凤凰”说：你走慢一点，想想过去！ 

⑩橘红色的山地车却说：你走快一点，想想未来！ 

1. 作者满怀深情回忆有关“自行车”的往事，原因是什么？请联系全文，分点概括作

答。 

2. 文章第⑤段空缺处原有一段描写，下面给出的哪一个选项更适合填入？请结合文章

内容，作出判断并简述理由。 

A 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离开了车站的货仓，初秋的阳光洒在南京的马路上，仍然

热辣辣的，我的心也是热的。 

B 我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离开了车站的货仓，初秋的清风拂过我的脸颊，轻轻地踩

着踏板，我的心也是轻松的。 

3.如何理解第⑥段画线句“但现实既令人感伤又使人欣喜”？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

说明。 

4. 文末用⑧⑨⑩三个段落写一对陌生父女，这样结尾有何妙处？请结合全文进行赏

析。 

二、天马①雄风 

周涛 



 

①有一次我碰上伊犁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那雨来势之快，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

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

就在那场短暂暴雨的吆打下，我见到了最壮阔的马群奔跑的场面。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

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

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生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泻似

的在这原野上汇聚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叫、纷乱、快速移

动的集团冲锋场面!争先恐后，前呼后应，披头散发，淋漓尽致!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像一

队尖兵，要去踏住那闪电；有的来回奔跑，忙乱得像临危不惧、收拾残局的大将；小马驹

跟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不再顽皮，撒欢儿，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牧人在不可收拾

的潮水中被裹挟，他大喊大叫，却毫无声响，他的喊声像一块小石片扔进奔腾喧嚣的大河。 

②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的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

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

而这一切，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你再也看不见了。 

③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发愣、发痴、发呆。我见到了，见过了，这世间罕见的奇景，

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这古战场的再现，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

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相信，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④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

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

也并不过分。屠格涅夫有一次在他的庄园里说托尔斯泰“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当过马”，因为

托尔斯泰不仅爱马、写马，并且坚信“这匹马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它们和历史上的那

些伟大人物、民族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 



 

⑤过去我只认为，只有《静静的顿河》才是马的史诗；离开伊犁之后，我不这么看了。

瞧瞧我们伊犁的天马吧，这些被古人称之为骐骥、称之为汗血宝马的英气勃勃的后裔们，

日出而撒欢，日入而哀鸣。它们好像永远是这样散漫而又有所期待，这样原始而又有感知，

这样不假雕饰而又优美，这样我行我素而又不会被世界所淘汰。成吉思汗的铁骑作为一个

兵种已经消失，六根棍马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已被洶汰，但是马却不会被什么新鲜玩意儿

所取代，它有它的价值。 

⑥牛从挽用变为食用，仍然是实用物；毛驴和骆驼将会成为动物园里的展览品，因为

它们只会越来越稀少；而马，车辆只是在实用意义上取代了它，解放了它，它从实用物进

化为一种艺术品的时候恰恰开始了。 

⑦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有好马。从秦始皇的兵马俑、铜车马到唐太宗的六骏，从马

踏飞燕的奇妙构想到大宛汗血宝马的美妙传说，从关云长的赤兔马到朱德总司令的长征坐

骑……纵览马的历史，还会发现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着。这也难怪，骏马与武士与

英雄本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呢，彼此作用的相互发挥、彼此气质的相互补益，曾创造

出多少叱咤风云的壮美形象?纵使有一天马终于脱离了征战这一辉煌事业，人们也随时会从

军人的身上发现马的神韵和遗风的。我们有多少关于马的故事啊，我们是十分爱马的民族。

至今，如同我们的一切美好传统都像黄河之水似的遗传下来那样，我们的历代名马的筋骨、

血脉、气韵、精神也都遗传下来了。那种“龙马精神”就在伊犁的天马身上—— 

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⑧我想，即便我一直固执地对不爱马的人怀一点偏见，恐怕也是可以得到谅解了吧。 

(选文有删改) 



 

【注】①天马:新疆伊犁盛产的良种马。 

5. 选文第③段画线句子中“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的是什么?(4 分) 

6. 理解选文第⑤段画线句子的含意。(4 分) 

7.从文章构思的角度简述选文第⑦段画线句子的作用。(4 分) 

8.赏析选文第①段画线句子的语言特色。(4 分) 

三、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宗璞① 

图书馆，在一座大学里，永远是很重要的，教师在这里钻研学问，学子在这里发奋学

习，任何的学术成就都是和图书馆分不开的。  

我结识清华图书馆是从襁褓中开始的。我出生两个月，父亲执教清华，全家移居清华

园。母亲在园中来去，少不得有时抱着我，或用婴儿车推着我。从那时，我便看见了清华

图书馆。我想，最初我还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渐渐地，能认识那是一座大建筑。在上幼稚

园时就知道那是图书馆了。 

图书馆外面的石阶很高，里面的屋顶也很高，一进门便有一种肃穆的气氛。说来惭愧
．．

，

对于孩子们，它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不记得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父亲当时在

楼下，向南的甬道里有一间朝东的房间，我和弟弟大概是跟着父亲走进来的。那房间很乱，



 

堆满书籍文件，我不清楚那是办公室还是个人研究室，也许是兼而用之。每次去不能多停，

我们本应立即出馆，但常做非法逗留，在房间外面玩。给我们的告诫是不准大声说话，于

是我们的舌头不活动，腿却自由地活动。我们把朝南和朝西的甬道都走到头，甬道很黑，

有些神秘，走在里面像是探险。有时我们去爬楼梯，跑到楼上再跑下来。我们还从楼下的

饮水管中，吸满一口水，飞快地跑到楼梯顶往下吐，听见水“啪”的一声落地，觉得真有

趣。我们想笑却不敢笑，这样的活动从来没有被人发现。 

上小学时学会骑车，有时由哥哥带着坐大梁，有时自己骑，当时校中人不多，路上清

静，慢慢地骑着车左顾右盼很是惬意。我们从大礼堂东边绕过来，到图书馆前下车，走上

台阶，再跑下来，再继续骑，算是过了一座桥。我们仰头再仰头，看这座“桥”和上面的

楼顶。楼顶似乎紧接着天上的云彩。云彩大都简单，一两笔白色而已，但却使整个建筑显

得丰富。多么高大，多么好看。这印象还留在我心底。 

从外面看图书馆有东西两翼。东面的爬山虎爬得很高。西面的窗外有一排紫荆树。那

紫色很好看，可是我不喜欢紫荆，对于看不出花瓣的花朵我们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紫荆是

清华的校花，如果真是这样，当然要刮目相看。 

抗战开始，我们离开清华园，一去八年，对北平的思念其实是对清华园的思念。在清

华园中长大的孩子对北平的印象不够丰富，而梦里塞满了树林、小路、荷塘和那一片包括

大礼堂、工字厅等处的祥云缭绕的地方。胜利以后，我进入清华外文系学习，在家中虽然

有一个小天地，图书馆是少不得要去的，我喜欢那大阅览室。这里是那样安静，每个人都

在专心地读书，只有轻微地翻书页的声音。几个大字典架靠墙站着，字典永远是打开的，

不时有人翻阅。我总是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上。因为出入都要走一段路，就可以让自己多

坐一会，在那里看了一些参考书，做各种作业。在家里写不出的作文，在图书馆里似乎是

被那种气氛感染，很快便写出来，当然也有时在图书馆做功课不顺利，在家中自己的小天



 

地里做得很快。 

在这一段日子里，我惊异地发现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小，不像儿时印象中那样高大，但

它仍是壮丽的。也常有一两笔白色的云依在楼顶。 

四年级时，便要做毕业论文，可以进入书库。置身于书库中，真像是置身于一个智慧

的海洋，还有那清华图书馆著名的玻璃地板，半透明的。让人觉得像是走在湖水上，也像

是走在云彩上，真是祥云缭绕了。我的论文题目是托马斯·哈代的诗，本来我喜欢哈代的小

说，后来发现他写诗也是大家，深刻而有感染力，便选了他的诗做论文题目。导师是美国

教授温德。在书库里留恋徜徉真是乐事。 

那时，图书馆里有教室。我选了邓以蛰的美学，便是在图书馆里授课，在哪间房间记

不起了。这门课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男生。邓先生却像有一百个听众似的，每次都做了充分

准备，带了许多图片，为我们放幻灯。幻灯片里有许多名画和建筑，我在这里第一次看见

蒙娜丽莎，可惜不记得邓先生的讲解了。这门课告诉我们，科学的顶尖是数学，艺术的顶

尖是音乐。只是当时没有音响设备，课上没有听音乐。 

从清华图书馆里走出来的还有少年闻一多和青年曹禺②。闻一多一九一二年入清华学

堂，在清华学习九年中，少不了要在图书馆读书，在九年中他课余写的旧体诗文还自编为

《古瓦集》。去年经整理后出版，可惜我目力太弱，已不能阅读，只能抚摸那典雅的蓝缎面，

让想象飞翔在那一片彩云之上。 

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是在清华图书馆里写成的。我想那文科的教育，外国文学

的熏陶，那祥云缭绕的书库，无疑会影响着曹禺的成熟和发展。我们不能说清华给了我们

一个曹禺，但我们可以说清华有助于万家宝成为曹禺。我想，演员若能扮演曹禺剧中人物，



 

是一种幸运。他的台词几乎不用背，自然就会记得。“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头，但是太

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上中学时，如果有人说一句“太阳出来了”，立刻会有人接

上“黑暗留在后头”。“我的中国名字叫张乔治，外国名字叫乔治张”，短短两句话给了多么

宽广的表演天地。也许这是外行话，但这是我的感受。 

从图书馆走出的还有许多在各方面有成就的人，无论成就大小，贡献大小，都是促使

社会进步的力量，想来，在清华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教职员工都会感到安慰。 

今年夏天，目疾稍稳定，去清华参观新安排的“冯友兰文库”，便也到图书馆看看。大

阅览室依旧，许多同学在埋头读书，安静极了。若是五年换一届学生，这里已换过十届了。

岁月流逝，一届届学生的黑发变成银丝，但那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在。 

（选自《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删节） 

【注释】①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 年出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②曹禺：本名

万家宝。 

（有删节） 

9、首段在整篇文章中起到什么作用？（4分）                                               

            

10、请写出作者在清华图书馆中亲身经历的事。（两件即可）（4 分） 

                                                                                        



 

11、理解文中画横线句子的含义。（4分） 

我们不能说清华给了我们一个曹禺，但我们可以说清华有助于万家宝成为曹禺。 

                                                                 

12 请简要回答作者在文中表达的主要
．．

情感？（4 分） 

                                                                      

                                                              

（四）笔下犹能有花开（13 分） 

肖复兴 

末冬初，天坛里那排白色的藤萝架，上边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想起春末，一架

紫藤花盛开，在风中像翩翩飞舞的紫蝴蝶——还是季节厉害，很快就将人和花雕塑成另外

一种模样。 

②没事的时候，我爱到这里来画画。这里人来人往，坐在藤萝架下，以静观动，能看

到不同的人，想象着他们不同的性情和人生。我画画不入流，属于自娱自乐，拿的是一本

旧杂志和一支破毛笔，倒也可以随心所欲、笔随意驰。 

③那天，我看到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太，个子很高，体量很壮，头戴一顶棒球帽，

还是歪戴着，很俏皮的样子。她穿着一件男士西装，不大合身，有点儿肥大。我猜想那帽



 

子肯定是孩子淘汰下来的，西装不是孩子的，就是她家老头儿穿剩下的。老人一般都会这

样节省、将就。她身前放着一辆婴儿车，车的样式，得是几十年前的了，或许还是她初当

奶奶或姥姥时推过的婴儿车呢。如今的婴儿车已经“废物利用”，变成了她行走的拐杖。车

上面放着一个水杯，还有一块厚厚的棉垫，大概是她在天坛里遛弯儿，如果累了，就拿它

当坐垫吧。 

④老太太长得很精神，眉眼俊朗，我们相对藤萝架，只有几步距离，彼此看得很清楚。

我注意观察她，她也时不时地瞄我两眼。我不懂那目光里包含什么意思，是好奇？是不屑？

还是不以为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很暖，透过藤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洒落在老太太

身上，老太太垂下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也没准儿是打瞌睡呢。 

⑤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时，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

句：“刚才是不是在画我呢？”我像小孩爬上树偷摘枣吃，刚下得树来要走，看见树的主人

站在树底下等着我那样，有些束手就擒的感觉。我很尴尬，赶紧坦白：“是画您呢。”然后

打开旧杂志递给她看，等待她的评判。她扫了一眼画，便把杂志还给我，没有说一句我画

的她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我也会画画。”这话说得有点儿孩子气，有点儿不服气，

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或跳远，我跳过去了或跳出来的那个高度或远度，另一个同学

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 

⑥我赶紧把那本旧杂志递给她，对她说：“您给我画一个。”她接过杂志，又接过笔，

说：“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我指着杂志对她说：

“那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她拧开笔帽，对我说：“我不会使这种毛笔，

我都是拿铅笔画。”我说：“没事的，您随便画就好！” 

⑦架不住我一再请求，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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