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益阳市 2022 年高三下学期期末质量检测语文试卷+参考答

案+精讲精析（评分标准） 

语文试卷 

本试卷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50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

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

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中国古典诗歌多为短小的抒情诗，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那言外

的韵味，尤其需要细细咀嚼。所以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滋味”

二字，并用以说诗。诗歌艺术是极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

而要用语言道出它的精微，又绝非易事，就连诗人自己也常常为此感

到困惑。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曰：“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

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我们研究古人的诗歌艺

术，如果拘泥于字句的表层意义，而不能品尝出声吻之间字句之外更

多的滋味，就无法深入。许多长于诗词的前辈都曾指出吟诵涵泳的重

要，在吟诵涵泳之际可以深深品味到诗的意蕴情趣，得诗人之用心。

诗歌的品味，既不能穿凿附会，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从语言开

始，进而至于意象，再进而达于意境，复进而臻于风格。品味到风格，

就达到了对诗人的总体把握。 

（摘编自袁行霈《博采 精鉴 深味 妙悟——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

点滴体会》） 

材料二： 

诗是最精炼的情思表现于最精炼的语文，所以比其他种类文学较

难理解。有些诗难在情思深微，境界迷离隐约，词藻艰深，典故冷僻，

本事隐晦。但是我们一望而知其难，便知道要费一番苦心去摸索，不

至把它轻易放过；费过一番苦心，总可以有豁然贯通的时候。真正“难”

的诗倒是表面看来很平淡无奇而实在有微言妙蕴的，我们略不经意，

便滑了过去，犹如佛家所说的身怀珠玉，不知其为宝而去行乞一样。

最大诗人的最大成就往往就在这种平淡无奇、不易令人经意处。比如

说，陶渊明比李商隐难懂，虽然表面看来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这个道

理。我们看诗话或批评文，常看见修养比我们深厚的鉴赏家们指出某

一首或某一两句诗特加赞叹，不免惊讶：这是我们常读的诗，向来不

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原来竟有人这样激赏它！稍加玩味，我们会开始



发现它果然佳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粗心。这是普遍的经验，它

证明读诗必须极细心，也证明我们通常很粗心。读诗第一件要事是养

成细心的习惯，一语不苟，一字不苟，不放过题中应有之意，更不放

过言外之意。 

诗寓情志于景于事，表达于语文。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眼见印在书上的十六字是语文，杨柳雨雪是

景，来往是事，而诗人所写的对于时序变迁的感慨是情。我们读诗，

第一步须透懂语文，由语文以见景事；第二步须把景事在心中融会成

一种完整境界，由此以推见情志。懂语文大非易事，我们须明白字面

的意义和字句间的声音节奏。有些诗字面意义有些艰深，我们入手，

不得不虚心得像一个小学生，不惜勤翻字典、类书和注释，或是请教

师友，总之，不能囫囵吞枣，不容许有一字一句没有透懂就放过。诗

有时有本事，与作者生平或时代背景有关，在本文中或不易见出，也

必须尽量地把它理得清清楚楚。这是起码的工夫。但是诗的语文最重

要的成分在声音节奏，我们必须反复吟诵，把声音节奏抓住。声音节

奏是情趣的直接的表现，读诗如果只懂语文意义而不讲求声音节奏，

对于诗就多少是门外汉。诗不仅要朗诵，而且要熟读，读熟了，一首

诗就常在心中盘旋，成为自己的精神产业的一部分，可以在心中生根

发芽，新的领悟会随新的人生经验源源而来，总之，它就在心中活着，

而且不断地生长着。 

真正的欣赏都必寓有创造，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诗都以有限寓无

限，我们须从语文所直示的有限见出语文所暗示的无限。这种“见”



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所谓“想象”就是把感官所接受的印象加以综合

填补，建立一个整个的境界出来。最重要的是视觉想象，无论读哪一

首诗，“心眼”须大明普照，把它的情景事态看成一个完整境界，如

一幕戏或一幅画。有时单是“看”还不够，有气味时须能嗅，有声音

时须能听，有运动时须能以皮肤筋肉去感触。比如读杜工部的一首七

绝《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

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如果在想象中眼睛没有看见那春天乡

下百花盛开、莺啼蝶舞的状况，鼻子没有嗅到花香和江边春天的新鲜

空气，耳朵没有听见莺啼，皮肤没有感觉到暄风丽日，筋肉没有体验

到“压”“舞”“流连”“自在”的风味，而且如果在想象中没有这

一切见闻嗅触综合成为恰如杜工部所经历的境界，我们对于那首诗绝

不能完全了解。诗主要由感官透入心灵，如果感官活动不灵敏，接受

诗的影响就比较微薄，读诗时我们也不妨随时分析，看哪些意象该用

哪种感官去了解。 

（摘编自朱光潜《研究诗歌的方法》）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钟嵘以“滋味”说诗，可谓对诗歌深有会心。但诗歌艺术极

其精微，连诗人自己有时也很难用语言道出其精微之处。 

B．古代诗人的某些诗看起来平淡无奇不易引人注意，其实却有

“微言妙蕴”，这类诗比那些一望便知其难的诗更应多用心思。 



C．诗人用语文写景叙事，表达情志；读者由语文以见景事，然

后推见情志。可见语文只是工具，读诗应当“得意忘言”。 

D．一首诗经朗诵熟读之后，可以成为自己“精神产业”的一部

分；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读者会对这首诗有更多领悟。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国古典诗歌多是短小的抒情诗，这应与古人重含蓄、汉语

贵简洁的特点有一定关系。 

B．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本事隐晦，情思深微，如果学者苦心思

索，必有豁然贯通之时。 

C．李白《蜀道难》句式参差错落，长短不齐，从字句间的声音

节奏可领悟其豪放风格。 

D．有的诗好比一片自然风景，读者所得的深浅，常常和他自己

的想象能力成正比。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第三段主要观点的

一项是（3 分） 

A．宋代戴复古：“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从横。须教自

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B．清代王夫之评崔颢《长干行（其一）》云：“墨气所射，四

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C．瞿蜕园：“写景要就眼前所见的景物细加体会，然后再用真

切而朴素的字句写出来。” 

D．林庚：“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

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4．元好问论诗说：“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

百过（遍）良未足。”请结合材料一对此加以分析。（4分） 

5．诗是最精炼的文学，请结合材料二谈一谈我们怎样做才能更

好地欣赏诗。（4 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自修生活 

唐弢 

我在华童公学读过三年书，到正科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二

年级）为止，没有毕业，这三年也是勉强度过的。我能在那里读书，

完全出于几位远房亲戚——包括一个在南货铺里当账房的舅父的资

助：他们让我住在家里，免费供给食宿；或者安排我和店员学徒同住，

象征性地交纳一点房饭钱。学费则由父亲筹措。我家世代务农，我的

父母都不识字。父亲由于没有文化吃过大亏，因此他诚心真意地赞同

我上学。为了凑足学费，千方百计节衣缩食，甚至将几间破屋典押出

去，也毫不惋惜。他决心很大，不过他实在太穷了。 



而我那时又年轻，很任性，不懂事。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大概是刚刚转入正科那一年吧，我课余爱好中国古典诗歌，喜欢

温庭筠、李商隐一路的近体诗。近体诗讲究平仄和对仗，我读字发音

不准，很想有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辞书。有一次，父亲从乡间

出来，我和他同往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到了柜台面前，向一个店员说

明来意，店员捧出一部上下两本、刚刚出版的《辞源》来，我一面翻

检内容，一面询问定价，店员漫不经心地回答： 

“四块。” 

“什么？” 

父亲几乎跳了起来。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贵的一部书吧，

他从来不曾想到过一部书要卖四块钱，比两担稻谷还要贵。我也暗暗

地吃惊了。但当我发现这部书确实符合自己需要的时候，便又任性起

来，变得很固执。在父亲的犹豫面前，我摆了许多必须购买的理由。 

“能不能不买呢？”他带着商量的口气。 

“买。我读书离不开它。” 

“太贵啊，你再想想……”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我还是固执地重复着自己的理由。 

父亲以仿佛是乞求的目光向我投了最后一眼。他终于从腰包里吃

力地摸出四块钱，数了两遍，颤巍巍地递到那个店员的手里。我望着



他：他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我的鼻子一阵酸，热泪夺眶而出，赶紧

抱起书，扶着他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我见到了自己的心，多么冷酷的心啊！ 

那天，我一个人回到在亲戚家借住的那间小阁里，再也抑制不住

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晚上，做完功课，推说身体不适，将头蒙在

被子里，又独自痛哭了一个整夜。我为贫穷痛哭，为父亲的衰迈痛哭，

为自己的任性痛哭。虽然新得的工具书对我是一个诱惑，然而出于内

疚，出于强烈的自我谴责的心情，在开头两个多月漫长的时间里，我

几乎连碰都不去碰，它使我痛苦，我的创伤太深了。 

我终于将《辞源》作为工具书拿出来使用，是在受了另一次刺激

之后。那时我不仅喜欢古典诗歌，自己还偷偷地学着作，大部分是七

言绝句，也有一些律诗，五言的比较少。我们学校有一位年纪最大的

教师余槐青，大家都称他老余先生。老余先生负责中文教务工作，没

有直接教过我，但他常常抽阅我的课卷，到高年级同学面前夸奖我，

说我文章写得好，为我延誉。 

大约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知遇之感吧，我对老余先生很感激，很尊

敬，很信任，一心想将自己的诗歌习作送给他看，课余到朵云轩买了

一些八行笺，将所有的诗抄写下来，订成一本。总有一百来首吧。有

一天，老余先生到班里听课，窥个方便，我跑到前面，将抄本送给他。 

老余先生拿在手里，没有作声。他戴上眼镜，翻了几首，立刻又

从鼻梁上将眼镜摘下来，和气地、但是严肃地对我说： 



“你不要把作诗看得那么容易呀！” 

这真是当头一棒，将我的“诗人”的美梦打破了。那天我回到住

处，一发狠，把那本诗撕得粉碎，烧掉了。往后怎么办呢？摆在我眼

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从此洗手不干，不再写旧体诗；二，一切从头

做起，决定攻下难关，把旧体诗学会、写好。 

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从那时开始，我读了许多古典诗歌，不仅温庭筠、李商隐，并且

上溯至庾子山、陶渊明、曹孟德父子。我又非常喜欢《古诗十九首》。

一直没有翻动的《辞源》也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只要课余有一点时间，

我就捧起自己心爱的诗集，朗诵默念，凝神结想。我从多方面探索诗

歌的规律：领会每一首诗的意境，熟悉每一首诗的形式，努力加深自

己对诗歌特点的理解。这样大约过了一年，我又积了近百首习作，陆

续抄写下来，送给余槐青先生。余先生照旧戴上眼镜，翻了几首，这

一回，他没有再说什么，点点头，把诗收下了。 

过了几天，他把抄本退给我，为我指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

有几处还作了修正。 

对这位教务主任，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一直没有忘记他。 

不久我就离开了这所相当于中学的学校，走上社会，到邮局工作。

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只是将学诗

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必须钻研的学问上，努力在业余时间自修，写文章。 



便能解决一切，那也是一种偏颇的见解。在长期实践中，我的体会是：

因循是自修的大敌，但是，急于求成又往往会导致失败。对待学问需

要有“韧”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相信时间终会将人带上成

熟的道路。

年六月于北京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

是（3 分） 

A．作者回忆少时读书经历，对供给食宿的“几位远房亲戚”充

满由衷的感激之情，体现出人情的温暖和人性的美好。 

B．父亲“诚心真意地赞同我上学”，“不过他实在太穷了”，

为下文叙述父亲忍受心里苦痛为儿子购买《辞源》做了铺垫。 

C．《辞源》一书串连起了父子、师生等主要人物和买书、学诗

等主要事件，使得文章主体部分连成一个有机整体，不致显得松散。 

D．作者认为上大学是重要的，但上大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大学也只是做学问的起点，之后仍要锲而不舍地钻研。 

7．关于文中购买《辞源》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很吃惊，更衬出“我”家的贫穷。

B．读诗和写诗并不是“我”的功课，为了读诗和写诗而买《辞

源》，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C．“吃力地摸出”四块钱，“颤巍巍地”递给店员，这些生动

传神的细节描写给人深刻的印象。 

D．父亲的态度、眼神和动作，使“我”认识、反省自己的“冷

酷”，因而强烈地谴责自己。 

8．文本善于运用对比手法传情达意，请举出两例并作简要分析。

（6 分） 

9．作者在《文章修养》中说：“质朴应该是文章的本色。”本

文从哪些方面实践了这一主张？请加以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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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晏子曰：

“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

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见虎，虎



不祥也？”

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

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

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

罪重积于

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注】，堂上唱善，

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

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

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

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

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

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

十乘赐弦章。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

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

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

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

之遗训也。” 

（节选自《说苑·君道》） 

【注】质：箭靶。 



3 分）

A．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

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 

B．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

/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 

C．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

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 

D．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

/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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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寡人，是古代诸侯王对自己的谦称，意为缺少德行之人。诸

侯夫人也自称寡人。 

B．百姓，战国之前是对贵族的统称；战国之后，是对平民的统

称。文中指后者。 

C．社稷，本指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社）和谷神（稷），

后用来借指国家。 

D．“鱼乘塞涂”中的“涂”字与《苏武传》“常愿肝脑涂地”

中的“涂”含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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