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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国及各地高考现代文考题简评
与２００９年命题趋势分析

２００８年夏季高考，全国统一命题及各地自主命题的高考语文试卷，我们搜

集到了１８套。即全国卷１、全国卷２、北京卷、天津卷、上海卷、重庆卷、辽宁卷、

山东卷、江苏卷、浙江卷、福建卷、江西卷、湖北卷、安徽卷、湖南卷、广东卷、四川

卷、宁夏海南卷。１８套试卷粗略统计，共有现代文约４０篇（套），其中多数试卷

是２篇（套），也有少数试卷是３篇（套）。例如，天津卷、山东卷、广东卷、宁夏海

南卷，都用了３篇文章出题。天津卷１篇社科文，１篇科技文，１篇文学散文；山

东卷１篇社科文，１篇文学散文，１篇评传性文章；广东卷１篇社科文，１篇文学

散文，１篇实用文；宁夏海南卷１篇社科文，１篇文学散文，１篇实用文。按文章

的内容来分，分别是社科文１０篇，科技文８篇，文学散文１８篇（１８篇中有少数

几篇是小说），实用文３篇，评传性文章１篇。就文章的数量而言，社科文约占

２５％，科技文约占２０％，文学散文约占４５％，实用文约占７．５％，评传性文章约

占２．５％。根据这些文章所出的题型来看，社科文、科技文大多出的是选择题，

而文学散文大多以问答题为主，兼及其他。下面就２００８年全国及各地高考现代

文考题作简单评析，以飨读者。

全国卷１。１篇摘编的社科文，主要内容为谈盖天图仪，出有３道题，都是选

择题，共９分。１篇是题为《阳关古道苍凉美》的文学散文，出有４道题，大体上

都是问答题。

全国卷２。１篇谈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

分。１篇文学散文，季羡林的《马缨花》，出有４道题，３道问答题，１道解释题，共

２２分。

北京卷。１篇科技文，谈塑料袋的使用，出有３道题，２道选择题，１道问答

题，共１０分。１篇文学散文，钟敬文的《碧云寺的秋色》，出有４道题，１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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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３道问答题，共１８分。

天津卷。１篇谈绿色经济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１篇谈树木

吉普赛蛾幼虫防治问题的科技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以上２篇文章的６

道题共１８分。还有１篇题名为《敦煌》的文学散文，出有４道题，３道问答题，１

道选择题，共１８分。

上海卷。１篇社科文，谈“城市地标”，出有５道题，２道填空题，１道选择题，

１道“简述”题，１道“概述”题，实际上应属于问答题，共１５分。１篇题名《灯笼

红》的文学散文，出有７道题，１道填空题，１道辨析题，１道问答题，１道简析题，１

道选择题，１道赏析题，１道评析题，共２２分。

重庆卷。１篇谈人体生物钟的科技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分。１

篇文学散文，迟子建的《时间怎样地行走》，出有４道题。１道问答题，３道分析

题，共２２分。

辽宁卷。１篇谈书院教育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分。１篇

文学散文，从维熙的《雨韵》，出有４道题，３道问答题，１道解释题，共２２分。

山东卷。１篇谈图腾与社会制度的产生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

题，共９分。１篇题为《歌德之勺》的文学散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问答题，共１８

分。还有１篇题为《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属评传性文章，出有４道题，都是问答

题，共１８分。

江苏卷。１篇文学散文，汪曾祺的《侯银匠》，出有４道题，２道问答题，２道

分析题，共２０分。１篇称为“论述类文本”的社科文，题为《纯朴的嗜血者》，出有

４道题，２道选择题，２道问答题，共１８分。１篇题为《晚清举人杨守敬》的实用

文，出有４道题。２道选择题，１道问答题，１道分析题，共１８分。以上２篇标明

为选做题，考生任选１篇即可。

浙江卷。１篇谈生物多样性的社科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１２分。

１篇文学作品，高尔基的《乌米》，出有４道题，２道分析题，１道问答题，１道赏析

题，共１８分。

福建卷。１篇谈民间艺术的社科文，出有２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６分。１篇

题名为《吟风》的文学散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问答题，共１７分。

江西卷。１篇题名为《白日梦》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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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学散文，萧乾的《朦胧的敬慕》，出有４道题，３道问答题，１道选择题，共２１分。

湖北卷。１篇谈湿地的科技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１２分。１篇文学

散文，季羡林的《雾》，出有４道题，１道问答题，１道概括题，２道分析题，共１８分。

安徽卷。１篇题为《我们的宇宙外面是什么》的科技文，出有３道题。都是

选择题，共有９分。１篇文学散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出有４道题，都是问答

题，共２２分。

湖南卷。１篇谈不对称性的科技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１２分。１

篇文学散文，朱光潜的《谈静》，出有４道问答题，共１７分；另外还出有１道赏析

题，１４分。

广东卷。１篇题为《诗与直觉》的朱光潜的文章，可以看做是社科文（亦可看

做是文学类文章），出有４道题，２道选择题，２道问答题，共１６分。１篇题为《河

的第三条岸》的文学作品，出有３道题，２道问答题，１道分析题，共１５分。１篇

题为《绝妙的错误》的实用文，出有３道题，２道问答题，１道分析题，共１５分。以

上２篇，考生只需选取任１篇题目做出即可。

四川卷。１篇谈煤变石油的科技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分。１篇

题为《我爱水》的文学散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问答题，共２２分。四川延考区试卷

中，一篇介绍龙山文化陶鬶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题，共９分。１篇题

为《河声入梦来》的文学散文，出有４道题，都是问答题，共２２分。

宁夏海南卷。１篇谈艺术作品中变形问题的社科文，出有３道题，都是选择

题，共９分。１篇题为《二十年以后》的文学作品，出有４道题，１道选择题，３道

问答题，共２５分。还有１篇实用文，题为《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出有

４道题，１道选择题，３道问答题，共２５分。

以上１８套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现代文试题，就其难度而言，普遍属于中等或

中等偏上；但在中等或中等偏上难度的基础上，总会有个别难度较大的题目。关

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年不打算作个案分析。因为１８套试题中，仅就现代文而言，

在中等难度的基础上，几乎每１套总有个别地方有较大难度，似乎成了一种规

律，所以不便于再对某一套或几套现代文考题进行难点分析。

关于２００９年高考语文试卷中现代文命题的趋势，在分析２００８年试题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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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进行如下简要推测，以供考生参考。

第一，就文体而言，我们早在２００７年的预测中就说过：“几乎可以肯定，２００７

年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现代文试题，每卷都会有一篇文学散文。”２００７年如此，

２００８年还是如此。２００８年高考试卷中的现代文考题，几乎每一卷都有一篇是现

代文学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文学散文。我们认为，２００９年在这个问题上不会

有多大变化。其他几种文体，２００７年社科文１４篇，约占３６％，２００８年１０篇，约

占２５％；２００７年科技文５篇，约占１３％，２００８年科技文８篇，约占２０％；２００７年

与２００８年的实用文都是３篇。关于社科文与科技文的这种变化，我们在２００７

年的预测中就说得很准：“社科文保持一定数量可以肯定，但科技文在２００８年的

考题中也许要多一些。”２００８年高考现代文试题中的社科文与科技文的变化证

实了这一点。２００９年社科文与科技文的消长，将会继续沿着这一趋势发展，其

消长的比例不会太大。

第二，就题型而言，我们去年预测时说过一段话：“２００８年的社科文、科技文

的题型很可能与２００７年的题型相当；但考生应考虑其变化，那就是社科文、科技

文的题型朝综合方向发展，即既有选择题，也有填空题、解释题、分析题等。”２００８

年的社科文、科技文的题型，的确在朝综合方向发展。２００９年将会继续沿着这

一综合方向发展；但选择题这一题型仍将占较大比重。

至于文学作品的题型，２００８年的“综合性”看得很清楚。即既有问答题、分

析题、解释题，也有赏析题与选择题。２００９年也将会沿着这一综合方向发展，但

问答题、分析题仍将占较大比重。

第三，２００６年湖北的现代文考题，一篇是科技文，一篇是文学散文。我们在

当时预测：湖北的“２００７年文学散文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一篇，但科技文也许会换

成社科文。”这个预测在２００７年变成了现实。在２００７年，我们又对２００８年的考

题所使用的文体进行了预测：“２００８年可能是文学散文与科技文各一篇。”这一

预测又变成了现实：２００８年湖北考卷中，一篇是谈湿地的科技文，一篇是季羡林

的文学散文《雾》。２００９年，在两次预测准确之后，我们显得更加慎重，只说一句

展望的话：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三年的文体中调剂；也许仍沿２００８年的

现状走下去。

第四，考生在复习时，还要熟悉２００８年底、２００９年初的新一年的《考试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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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切忌猜题、捉题。猜题、捉题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常常没有实质性的收

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全面了解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两年的所有现代文考题，先避开

参考答案，按考试要求做一遍；同时按选定的方向增加文学散文、社科文、科技

文、实用文的阅读量，加强仿真实战演练，以提高解题能力。

·６·





２００８年全国及各地高考
现代文考题精编

一、全 国 卷１

二、（９分，每小题３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５～７题。
盖天说与浑天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上两大主流学派的理论，两派都创造了

许多天文仪器，用于观测、记录、研究和演示天象。浑天学派的浑天仪和浑象
奇瑰雄浑，在历史上备受推崇，盖天学派的圭表也广为世人所知。其实，盖天
派还创制了一种盖天图仪，同样闪烁着先哲智慧的光芒，然而遗憾的是，这种
盖天图仪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却鲜有提及，所以今天仍有必要介绍和探讨。

盖天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天文学理论，传说出自周人之手的 《周髀算经》
说：“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古人于伞盖之下，仰观其形有若天穹，于是绘制
星辰图像于其上，就成为一幅盖天图。与盖相类者有笠，笠无柄，顶戴于头遮
日防雨。用笠制作法天之器，作用与盖相同，故有 “盖笠”一词。但笠小盖
天，盖上可以绘制更多星辰，这大约就是后代多称 “盖天”的原因吧。

盖天图仪之形与天穹相似，人可站立其下仰视，也可以回转盖图以示天空
星辰旋转，还可以斜置以演示北极倾斜之状。既简单又直观，可谓古人法天最
理想的器具。这种图，天区星度布局比较均匀，完全不像后来的平面盖天图误
差那么大。但古代完整的盖天图仪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就相似的车盖等
来探讨其形制。《隋书》中记有一辆南齐帝车： “及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
府。……有乾象辇，羽葆圆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云罕。”乾象即
天象，这正是盖天图仪的形制。另一类盖天图绘于古墓葬中，汉至隋唐的许多
墓室设为穹顶，上绘天象，虽稍简陋，但屡见不鲜。

流传于古籍中的平面盖天图，则是将球面图形加以平面化，其好处是制作
简易，方便携带。但这样一来所绘星位必然因照顾角度而牺牲距离，而与实际
天象不合，于是广受诟病。其实，在表现天象方面，浑天派也有缺点。浑象上
绘出的星图是目视星空的反象，相当于人从天外向下俯视。从这一点说，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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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盖天图直观形象。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浑盖之争，由于浑天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盖天图仪

遂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今天再进行浑盖之争当然已经毫无意义，但如果把盖天
图仪纳入人类天文学史，则依然是很有意义的。

（摘编自秦建明 《盖天图仪考》）

５．下列关于作者写作本文原因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盖天学派跟浑天学派一样，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流学派，创造了
许多天文仪器。

Ｂ．浑天学派的浑天仪和浑象，以及盖天学派的圭表在历史上备受推崇，
广为世人所知。

Ｃ．盖天图仪和浑天仪等，都是古代用于观测、记录、研究和演示天象的
重要天文仪器。

Ｄ．盖天图仪是盖天学派创制的，这一仪器闪烁着先哲智慧的光芒，但后
人却鲜有提及。

６．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Ａ．作为天文学理论的盖天说诞生甚早，在春秋时代周朝人所著的 《周髀
算经》中就有 “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说法。

Ｂ．盖天图仪状如伞盖，上绘日月星辰，人可站立其下仰视。盖图可以旋
转、倾斜，演示星辰运动状态。

Ｃ．古代完整的盖天图仪实物已经失传，但在古人的车盖、墓室穹顶上仍
绘有盖天图，形制与其相似。

Ｄ．平面盖天图虽然所绘星位因照顾角度而牺牲了距离，但是比起浑象来，
仍然显得直观形象，而且容易携带。

７．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所谓 “盖天图”是说像伞盖一样的天象图，但古代也有用笠制作的法
天之器，所以应该也有以 “笠”为名的图。

Ｂ．虽然从古人车盖和墓室穹顶上所绘制的盖天图可以探知古代盖天图仪
的主要形制，但是盖天图仪原物必定更加复杂。

Ｃ．正因为浑象上绘出的星图是人们目视星空的反象，所以浑象上星辰的
位置、距离也有不符合实际天象的。

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浑盖之争，最后浑天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盖以仰
视，浑以俯视，应该说两者各具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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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２２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４～１７题。

阳关古道苍凉美　　 （寅　公）
一到敦煌，我就想起了阳关。阳关在哪里？它还是那么荒凉、那么令人感

伤吗？于是，一缕思绪把我带到了古阳关遗址。
古阳关位于敦煌城西７５公里的古董滩上，三面沙丘，沙梁环抱。它与玉

门关遥相呼应，像两颗明珠镶嵌在一段汉长城的两端，因在玉门关以南，故名
阳关。阳关这样的边塞之地之所以闻名遐迩，并不起始于王维的那首 《渭城
曲》，而是因为它自汉魏以来就是通往西域诸国最西边防上的重要关隘，是古
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关口。后来，“阳关道”成为光明大道的代名词。

在去阳关古城的路上，只见沿途平沙千里、荒无人烟，戈壁滩与蓝天相互
对峙，偶尔有芨芨草、骆驼刺等沙生植物零星地点缀在远处，把广袤的戈壁滩
映衬得更为荒凉。车轮飞转，发出沙沙的声响，远方地平线，隐隐约约出现了
一线锯齿形的屏障。那屏障原是一条林带。我们的汽车驶进林带，就好像突然
闯进了绿色的海洋。这水渠交错、万木争春的景象，仿佛就是可爱的江南水
乡。

汽车穿过禾田，钻出林带，向荒丘起伏的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驶去。我
们登上烽火台，但见南边有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四个工整的字 “阳关古城”。
然而，向四面看，却只见红沙渺渺，不见古城的一砖一瓦。阳关古城，以雪山
为屏，原也有过美丽的环境，一千多年前，它曾是湖水碧清、林草丰美的地
方，只是由于种种天灾人祸，才成了连天的荒漠。如今，古阳关已被流沙掩
埋，当年筑城用过的石头也已经风化为红尘，只有在沙丘之间暴露出的板结地
面。山下南面从东到西自然排列成二十余座大沙梁。沙梁之间，为砾石平地。
汉唐陶片，铁砖瓦块，俯拾皆是。如果看到颜色乌黑、质地细腻、坚硬如石的
阳关砖，千万莫要小瞧它，昔日有名的 “阳关砚”就是用这种砖磨制的。用阳
关砚磨的墨冬不结冰，夏不缩水，用来写毛笔字十分方便。听着旅伴的介绍，
我不由感慨起来，好像这凄冷的阳关古城也有几分暖意了。

阳关，昔日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隘，原本不过是一道关，却被赋予了许多
哲思和诗情。哲学家站在这儿宣称，即使人生从同一起点出发，也有不同的道
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抽象的对立概念如此生动地写在阳
关之下。诗人站在这儿，与朋友依依不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人”，道尽多少离愁别绪和万般无奈。然而，最初在阳关道上留下足印的并不
是哲学家与诗人，而是戍守边关的将军和士兵。这阳关古道对他们来说，无异
于是一道生死关，归乡的路成了夜晚奢侈的梦，像阳关上的那弯月，清冷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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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他们在这条原本传播文明的古道，冲冲杀杀……于是，这些走过生死之劫
的将军和士兵，便成了哲学家与诗人，他们留下的点滴感慨，震撼着无数人的
心灵。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烽火连天，黄沙穿甲，满是凄凉悲惋。
然而，今天阳关附近，则已出现柳绿花红、林茂粮丰的景象。游人漫步这里，
既可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的自然风光。“何必 ‘劝
君更尽一杯酒’，这样的苦酒何须进，且把它还给古诗人！什么 ‘西出阳关无
故人’？这样的诗句不必吟，且请把它埋进荒沙百尺深！”这是郭小川的诗句
吧！

１４．根据文意，说说古阳关为什么闻名遐迩。（４分）
答：

１５．根据上下文，解释文中画线句子的含意。（６分）
（１）就好像突然闯进了绿色的海洋。
答：
（２）好像这凄冷的阳关古城也有几分暖意了。
答：
（３）这些走过生死之劫的将军和士兵，便成了哲学家与诗人。
答：

１６．结合文中对阳关古道的描述，谈谈你对 “苍凉美”的理解。（６分）
答：

１７．文章末尾引用郭小川的诗句，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这样写有什
么作用？（６分）

答：

二、全 国 卷２

二、（９分，每小题３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５～７题。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２７６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

明初，明朝禁用金银交易，到了明后期，白银则已经通行于全社会。迄今为
止，对于这一货币化过程，中外学术界无不以 《明史》正统初年明英宗 “弛用
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诏令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推行的结果。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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