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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篇, 助你实现阅读满分

强调人文熏陶还是注重语文能力训练? 这样的争辩一直伴随着语文教学,不过同学们一

直是坦然且淡定的,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学习和进步! 因为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存

在,过硬的成绩还是必须要追求的.

阅读是学好语文的重点,也是同学们必须攻克的难点.为了帮助同学们在阅读理解上有

所突破,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科学的创新,策划了这套 “阅读技能

训练１００篇”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有几个可能会让你心动的理由:

一是理念.这套书的选文文质皆美,文体多样,每一篇文章都很 “靠谱”.我们着力选

取出自名家的富有文化气质的文章;或者选取能够成为学生表达范例的,行文流畅,语言优

美,很容易成为 “考试宠儿”的文章.总之,选文必须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会独立、自由、自

主的情感表达,必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必须能够让学生喜欢和接受。

二是编排体系.这套书从教学和考试的实际出发,以实用为原则,特设 “技能突破”

“例题引路”“整体训练” “真题测试”四大特色栏目,真正践行 “授人以渔”的古训. “阅

读＋做题”,一天一篇,每天１５分钟便可轻松搞定,在不增加学习负担的同时,既能激发学

生的阅读积极性,又能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阅读技能.

三是设题.我们邀请了众多一线名师亲笔编写,严格要求紧扣课标和重点考点、常考考

点,依据命题规律,精心挑选全国的经典题、模拟题加以改编,确保设题的创新性、经典

性、前瞻性和权威性,对每一题都精心撰写详细的试题解析,力求让学生对题目的解法既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促使学生获得从知识到能力的有效迁移.

我们认认真真地编写了这套丛书,但是我们深知自己的浅陋和冒昧,因此热诚盼望各位

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批评指正.本书中的个别标题是由编者所加.此外,本套丛书所选用的

作品,其中大部分已与文章作者取得联系并支付了稿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有部分作者

我们无法联系上,在此我们先致以深深的歉意并保留您应得的权利,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

系,我们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

阅读技能训练散文阅读

技能突破
考点清单 ００２
备考指南 ００２

例题引路
碧云寺的秋色 ００６

整体训练
母　亲 ００９
雾中的村庄 ０１０
浙江的感兴 ０１１
故　乡 ０１２
八月十日灯下所记 ０１３
成人式 ０１４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０１４
清　明 ０１５
心里的天鹅 ０１６
另一片天空 ０１７
苦　夏 ０１８
水兮,水兮 ０１９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０２０
一墨乌镇 ０２１
目　送 ０２２
古　藤 ０２３

真题测试
王国维的忧郁 ０２５
荷　叶 ０２６
太阳梦 ０２７

第二篇

阅读技能训练中外小说阅读

技能突破
考点清单 ０３０
备考指南 ０３０

例题引路
无处安放的花瓶 ０３３

整体训练
枪口下的人格 ０３５
圣诞夜的歌声 ０３６
先别把他当坏人 ０３７
处理品 ０３８
英雄的舞蹈 ０３９
神的惩罚 ０４０
纽　扣 ０４１
奥利弗与其他鸵鸟 ０４２
棉花被子 ０４３
船　魂 ０４４
一步棋 ０４５
琴　王 ０４６
看　病 ０４７
爸爸最值钱 ０４９
千叶瓶 ０５０
棋王(节选) ０５１
柔弱的人 ０５２

真题测试
清　名 ０５４
乡村英文

　　———乡村纪事之一 ０５５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０５７

第三篇

阅读技能训练中外戏剧阅读

技能突破
考点清单 ０６０
备考指南 ０６０

例题引路
玩偶之家(节选) ０６２

整体训练
雷雨(节选) ０６４
秦王李世民(节选) ０６５
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 ０６６

真题测试
关汉卿(节选)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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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阅读技能训练论述类文本

技能突破
考点清单 ０７０
备考指南 ０７０

例题引路
网络暴戾与臣民文化 ０７２

整体训练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０７４
杜甫很忙我们无须紧张 ０７５
联　觉 ０７６
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节选) ０７７
«老子»的年代 ０７８
论诚意 ０７９
中国的娱乐比重 ０８０
试论“文化低保” ０８１
中秋的中国含义 ０８２
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何以式微? ０８３
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０８４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０８５
经学漫谈 ０８６
绘画史上的悲剧意识 ０８７
动外静里说东方(节选) ０８８
人肉搜索,请先搜索理性 ０８９
谈古论今说“领导挨骂”(节选) ０９０
女书: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 ０９１
“曹操高陵”亦真亦幻难断定 ０９２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历史根源 ０９３
文质论 ０９４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 ０９５

真题测试
谁在支持我们的“心灵成长” ０９７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０９８
笑的价值 ０９９
应该认真对待文献综述 １００
中国文化概论(节选) １０１
历史的先见(节选) １０２
围棋与国家 １０３

第五篇

阅读技能训练实用类文本

技能突破
考点清单 １０６
备考指南 １０６

例题引路
寿光８万农民工“寒冬”不失岗 １０８

整体训练
一个老羊倌的人生长跑 １１０
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１１１
数学奇才华罗庚 １１２
朱启钤:“被抹掉的奠基人” １１３
亦雅亦俗汪曾祺(节选) １１４
我所认识的盖茨 １１５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１１６
美联储的“孤注一掷”意味着什么? １１７
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 １１８
“生态建筑”如何“生态”? １１９
雷达的“克星” １２０
主动休息:“生物钟养生”新概念 １２１
适度压力有利于保持青春 １２２
从仿真到逼真:转瞬显现导演创意 １２３
可读懂声音和面部表情的软件问世 １２４
杨澜:多亏老爸不帮忙 １２５
纪连海访谈录 １２６
王安石逸事 １２７
互联网:没有脚印的道路 １２８
个性化“报纸”亮相 １２９
梁宗岱先生 １３０
古气候研究敲响气候变暖警钟 １３１

真题测试
树人立学毕生事 １３２
能说会道也莫言 １３３
霍达: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１３４
因纯粹而传奇 １３５
古怪的重水 １３７
谢希德的诚与真 １３８

参考答案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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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明确要求:“了解散文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注重审美

体验.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内涵,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蕴

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散文阅读是高考语文试题中集中体现语文课程人文性的考题,这类题分值重,主观性强,答题要求严格,

评分要求严谨,对考生的语文素养要求较高.新课标实施后,散文更成为高考大阅读的首选文体.
针对高二学生阅读学情的实际,应明确现代散文以下考点:

１．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

２．分析作品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

３．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义,品味精彩语句的表现力.

４．欣赏作品的形象,赏析作品的内涵,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５．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做出评价.

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

７．探讨作品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８．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地解读.

一、散文的特点

１．小.篇幅短小而情长意远,是散文可贵的优点.例如,«白杨礼赞»«济南的冬天»不过千字左右,虽然短小,
却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使读者“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２．散.散文的取材广泛,自然和人生是散文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大到茫茫宇宙,小到花鸟鱼虫,重大的历史

变革,叱咤风云的领袖伟人,以至日常琐事、平凡百姓,都可以作为散文的写作对象.散文的形式自由,除一般的

常用形式外,还可用书信体、日记体等.散文的表现方法多样,可叙述,可描写,可议论,可抒情,并且多用想象和

联想.当然,散文广泛的取材、自由的形式、多样的方法,都要始终围绕一个明确而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们常说

的散文的“神”,要神聚,“形散神不散”就指此.散文中各种题材靠主题来凝聚,靠线索来贯穿.

３．情.“文章不是无情物”.散文是作者感情的产物,注重表现真实的生活感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是散文

的又一显著特点.只有写真情实感的散文,才能真正征服读者的心.

４．美.散文被称为美文,以绘画的眼光和技法写景状物,构架生活,富有诗情画意;散文语言骈散兼用,长短

结合,有自然、和谐的旋律之美:散文以绘画美、音乐美、诗意美、品质美使读者愉悦和陶醉.
二、散文常用的线索

１．感情线索.我们的感情在生活中发生变化,如由厌恶到喜爱,或从喜欢到厌恶,就可以用这条感情的线索

把一些似乎没有关联的材料联结起来.

２．事物线索.把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的事件组合在一起.许多托物言志的散文就是以物

为线索的.

３．人物线索.如写某一个人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活动,可以用这个人物作为线索把活动串联起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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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另一个人物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不同内容的事物串联起来.这个人物还可以是写作者本人

“我”.

４．思绪线索.如面对某一事物、景物沉思遐想,通过联想和想象,把有关的材料组织在一起,表达原来的主题

思想.

５．景物线索.通过景物描写,在写景中融进作者的思想感情.

６．行动线索.如游记以流程行踪为线索.
三、散文常用的表达方式

散文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顺叙、倒叙、插叙)、描写(人物描写、事件描写、环境描写、景物描写)、抒情(直
接抒情、间接抒情)、议论和说明.就表达方式来讲,散文用得最多的是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

１．叙述.叙述是散文最重要的表达手段,因为无论什么形式的散文,都要以事或以景、以物见意.材料的叙

述顺序,关系到表意的效果.

２．描写.描写的目的在于给读者以鲜明的形象.但一篇散文,如果不加以区别,处处都展开描写,形象反而

就模糊了,因此,描写又是有重点的.文章描写的重点,总是那些最能表现作品思想的内容,最能烘托作品情境的

内容.

３．抒情和议论.在散文中,抒情和议论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对所述对象的见解和感情,常常直

接以抒情或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阅读散文把握住了抒情和议论,就把握住了材料的精神,把握住了作者

的思想倾向和写作意图.
如果说记叙是散文的形,抒情和议论则起着点“神”的作用,抓住了抒情和议论,对散文也就“意领神会”了.
四、散文中常用的表达技巧

１．悬念.引起读者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急切期待心理的一种艺术手段.先不把谜底揭开,引出下文.

２．照应.即后文对前文写过的内容做补充或加深,前文对将要出现的人物或事件预先做出暗示.首尾呼应,
使结构更严谨,中心更突出.

３．伏笔.在文章的前边将下文要出现的人物或事物预先做出暗示,然后在相宜之处做响应,使故事情节的发

展合理,使读者感到巧妙有趣.

４．衬托.用相似或相反的事物做陪衬,烘托出主体事物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用相似的做陪衬叫正衬,用相

反的做陪衬叫反衬.衬托有主次之分,对比没有主次.铺垫也叫陪衬.

５．渲染.用各种手段对环境、场面、人物、事件等多方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以突出气氛、刻画人物、表现主题.

６．象征.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其特点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

之间的某种类似,使被象征物的某一方面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现.

７．想象.它是人们在头脑里原有的感情形象的基础上创造新形象的活动.

８．联想.它是人们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由某个事物或事理联想到其他有关的事物或事理的心理活动.
联想的类型一般有下列几种形式:①接近联想,是由某一事物想到在空间或时间上相接近的另一事物的一种联

想;②类似联想,是根据事物的相似点而产生的一种联想;③对比联想,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形成的一种

联想;④因果联想,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联想.

文学类文本阅读答案的组织方法:

１．明确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区别

文学作品一般采用文学语言,而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的答案表述则应用科学语言.所谓科学语言,就是把意思

准确直接地表达出来的语言,具有精确性;所谓文学语言,就是形象含蓄的富有联想意义的语言,具有模糊性.而

文学类文本阅读的答案,就是要把文学语言转换成科学语言.

２．掌握两种重要的答题方法

(１)抽取

抽取法即直接抽取文本中相关的词句作为答案的方法.相关的词语和句子也就是文本中那些具有提示性、
归结性、概括性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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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示例:
阅读下面的文字,请回答:作者从“乡村的瓦”中感受到了什么?

①乡村的瓦大都呈蓝色,那种蓝不是天蓝也不是海蓝,是近似土蓝;我们乡下有个词说得准确———“瓦蓝”.
这个词属于瓦的专利.

②在我的印象里,瓦是童年的底片,能冲洗出乡村旧事.

③瓦更像是乡村房子披在身上的一面带羽的蓑衣,在苍茫乡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雨的清气里漂浮.若

在雨日来临的时刻,瓦会更显出自己独到的神韵与魅力.雨来了,那一颗颗大雨珠子,落在片片房屋的羽毛上,胆
子大的会跳起,多情的会悄悄滋润到瓦缝;最后才开始从这面蓑衣上滑落,从屋脊上,再过渡到屋檐.浩浩荡荡穿

越雨瓦的通道,下去,回归大地,从而完成一方方瓦存在的全部意义.

④瓦有对称之美,任何人看到乡村的瓦,都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鳞次栉比”,如观黄河的鱼鳞与母亲的梳篦.
瓦在骨子里是集体主义者,它们总是紧紧地扣着,肩并肩,再冻再冷也不松手.在冬天它们能感到彼此的体温,像
肌肤相亲的爱人,贴得密不透风,正团结在月亮缓缓上升的乡村里.

⑤当瓦还没有走上屋顶时,生命里的“籍贯”一栏早就填上了,是两个粗拙的字,叫“乡村”,像一个孩子或者老

人用颤巍巍的笔所写.是的,瓦更是一种对乡村的坚守.在瓦的记忆里,所有的飞鸟都是浪子与过客,都是浮云

与苍狗.
(冯杰«乡村的瓦»)

答题步骤及解析:
第一步,通读全文,感悟全文的主旨和思路.本文借写乡村的瓦回忆童年生活,表达自己对童年的向往和

回归.
第二步,理清文章思路.本文第①②段总说,提出对乡村瓦的回忆;第③至⑤段具体描写乡村的瓦的特点、

感受.
第三步,抽取文章或语段中概括性、归结性、议论性的能揭示主旨或要义的词语.发现第③段中的“神韵与魅

力”,第④段中的“对称之美”“集体主义”“团结”,第⑤段中的“乡村的坚守”等具有概括直白性且符合题干“感受”
的要义,可以抽取出来直接作为答案.

第四步,条分缕析组织语言.得出准确答案,作者从“乡村的瓦”中感受到了:①瓦在雨中的神韵与魅力;②对

称之美;③团结与温情;④对乡村的坚守.
(２)提炼

提炼的本质就是把文学语言转换成科学语言.掌握提炼的诀窍就是弄清两类言语的关系,即“象与义”以及

“具与类”的关系.所谓“象与义”的关系,可以解读为形象与被赋予的联想意义的关系.比如,古典诗歌中的意象

都负载有丰富的情感意义,“柳”隐含的可能是离别之意,古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而且柳丝缕缕,如情思绵绵,依
依不舍.此处的提炼就是从形象的外在特点挖掘隐含的内在情理意义和文化意义.所谓“具与类”的关系,可以

解读为具体的描述内容与所属语义类别的关系.文学语言通常是具象的,但答案需要概括,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对具象的事物予以归类.此处的提炼就是从具体的描述语言中概括出其所属的类别语义.
运用示例(象与义):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请回答:为什么说地坛“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

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

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

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

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史铁生«我与地坛»)

答题步骤及解析:
第一步,回到原文,段末“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一句是结论,理由应该在上文中寻找.
第二步,细读语段,我们发现从“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一直到“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段关于小

昆虫的具体的景物描写讲的就是“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的理由,但没有直接的词语可以抽取,需要对隐含的答案

进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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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可以从“象与义”的关系入手.这里“象”有“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都具有微小、充满生机和

活力、具有生命力等特点,再结合下文的“竞相生长”可知这些具象隐含的联想意义应该是“微小的生命也具有生

命力”.
第四步,组织答案,准确作答:因为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等让“我”感觉到微小的生命也充满生机与活

力,所以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运用示例(具与类):
阅读下面文字,请回答:作者从哪些方面谈了自己应该感激的对象?
我跟自己说,从明天起,我要尝试赞美每一个早晨,每一个中午,每一个悄然到来的黄昏和夜晚.甚至,尝试

赞美每一个失眠的寂寞的深夜.同时,我还要尝试感激.感激一份简单的早餐,感激吹到我脸上的风,感激我身

上的棉布裙子———也连带着感激那个种棉花的农人,感激一杯水,一个苹果———心里对它说:“你的核要在我的身

体里生长,你来世的嫩芽要在我的心中萌发,你的芳香要成为我的气息,我们要终年地喜悦.”最后感激我的先生,
是他,不是别人,陪伴我走了大半旅程.

(华姿«寂夜的虫子叫»)
答题步骤及解析:
第一步,回到原文,明确答案的信息分布在“同时,我还要尝试感激”一句的后面直至结束.
第二步,细读语段,找到她要感激的具象依次是“早餐”“风”“棉布裙子”“农人”“水”“苹果”“我的先生”.
第三步,对具象进行归类概括,“风”属于自然的赐予,“早餐、水、苹果”属于物质条件,“农人”属于劳动者,“我

的先生”属于亲人.这个提炼的过程就是明确“具与类”的关系.
第四步,条分缕析组织答案:作者从大自然的赐予、简单的物质条件、为“我”创造物质生活的劳动者、陪伴

“我”的亲人四个方面谈了自己应该感激的对象.

００５



碧云寺的秋色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

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树木也相当繁密.

我是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或红色的叶子.

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柿子树,院子里那些攀着石桥和假山的爬

山虎,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近日,情景突变.

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它来得是那么神速,将我那模糊的季节感惊醒了.

不论这里那里的爬山虎,都急速地换上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整片的绿

叶已经不很容易了.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有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平日,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

差别.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有一些叶子渐渐变黄,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

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柑黄

的叶子都闪着亮光,把大槐树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

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娑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的叶子

也大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自然,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还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

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

了.多彩的秋林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夏日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提到了“草木黄落”的景

象.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是一个叫人感到愉快的时辰.所

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繁荣.但是,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深

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

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这丰富的秋色将唤起

人们怎样一种欢快的感情啊.

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诗人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

难,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即便如此,

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面对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唉声叹气.“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白地颂扬红叶

的生机与美丽;“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江南秋色分明艳羡不已.此外,如像“红树青山好

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也都远离“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种饱含着哀伤的情调.大

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

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力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

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取材于钟敬文的同名散文)

１．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两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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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文对秋叶的描写采取了有详有略的技巧,着重描绘了得秋意之先的爬山虎,而对其他树种的叶子则点到

即止.

B．作者对急速换上新装的爬山虎倾注了热烈的赞美之情,意在对老柏和松树的“保守”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批评.

C．作者在行文过程中用对比的手法具体描述了夏日花园之美,借此突出多彩的秋林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与

风格.

D．古代诗人写下了许多“悲秋”之作,从“满山红叶”中见出“离人眼中血”,这与诗人的生活背景有一定关联.

E．在结尾一段,作者援引了一系列描写秋色的诗句,是为了证明中国古代诗人见秋叶而伤情是完全不可取的.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信息筛选和文意把握.A项正确,作者写秋叶的目的不在“叶”本身,而是要抒发一种创作

和情感体验的关系,因此对秋叶的描写有详有略,点面结合.B项,从第六段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老柏和

松树的“保守”,不肯褪去绿叶,是为了说明秋天的树林也是多彩的,多彩的树林有自己的情调和风格,为结尾点

明主旨蓄势.故B项错误.C项,作者的写作对象是秋色,写秋的多彩与它带给人的别样情感,写夏天只是为了

以它的“单调”反衬秋的丰富,因此,写夏天仅是一笔带过.故该项错误.D项符合文意.E项,作者在结尾援引

一系列古人写秋的诗句,是为了阐明“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悲秋也罢,颂扬秋天红叶的

生机与美丽也罢,羡慕江南秋色也罢,都是诗人心境受外界事物触发而流溢出来的,我们无权力去评判他们.

故该项错误.
【参考答案】AD

易错警示:判断说法正误的题,一定要结合文章内容,要在文章中找到对应点,切忌脱离文章答题.

２．请仔细体会第三段结尾画线的一句话:“它来得是那么神速,将我那模糊的季节感惊醒了.”回答下面问题.

(１)这句话在文章结构上的作用是什么?

　
　

(２)作者使用了“惊醒”一词,好在哪里?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对重要句子的理解.第一问:作者一开始写秋的缓慢,树叶很少变色.在这样的情况下,

情景突变,突然看到黄的红的赤的树叶,于是作者用了“惊喜”一词写出了秋迅猛到来的特点以及它带给“我”的

惊喜,同时,引出下文对秋色的描写.结构上是承上启下.第二问“惊醒”一词非常形象,把作者由失望、倦怠,

直至发现秋在不知不觉间突然出现的惊喜感传递出来了,似乎人因倦怠而蛰伏的情感一下子被秋激活了.

【参考答案】(１)直接触发了作者对秋的集中描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２)彰显了秋色的突如其来,表现了

作者对秋色之美的惊叹.

易错警示:本题第二问对概括能力要求较高,答题容易偏离题意,造成失分.

３．本文大量运用描写色彩的词语,这与文章主旨有什么关系? 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对语言和表现手法的鉴赏能力.先要找出作者用了哪些词语(黄的、红的、赤的、深红的、

浅红的、金黄的、咖啡色的、刀锈色的、墨绿色的、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写秋色,然后

再看它们出现的语境,作者的感情色彩有何不同,再结合题目和文章的主旨来分析.既然标题是“秋色”,那么,

大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肯定是为了突出秋色.但是,秋色在不同人的眼里,带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作者

眼里,秋天是五光十色的,像个盛装的小姑娘,秋色能唤起一种欢愉的感情.在古代诗人眼里,有的是见黄色伤

怀、悲秋,笔下的秋呈现出一种哀伤的情调,而有的则颂扬秋色的生机与美丽,传递出对秋色的羡慕.可见,五
彩缤纷的秋色带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这和作者的心境,和创作时审美体验相关.大量使用表现色彩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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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渲染了秋天的绚丽多彩,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参考答案】第一问: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秋色之美的发现与赞叹,并结合古人的创作,传达了作者对审美体验和

社会生活关系的理解.描写色彩的词语的大量运用,凸显了文章主旨.

第二问:在艺术效果上,写出了秋叶的绚丽多彩,展现了秋色的丰富性;给人以一种视觉的享受,富于艺术感

染力.

易错警示:答题时注意要点要全面.

４．文章结尾说:“‘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结合上下文,谈
谈你的理解.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对文章观点内容的理解.文章从发现秋色绚丽的喜悦之情展开联想,想到了古代诗人对

秋天的感受和描写.从时空上看,“现在”与“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对于秋的感受却不是割裂的.每个人都是

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体验来感受秋的.从古人写秋的诗句来看,很多感受也是相通的.比如“我”对秋色的感

受也与“我”的情感体验有关.所以,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创作的审美体验上都是有共性的.
【参考答案】作者通过对古代诗人赞美秋色的诗句的引用,说明了古人与今人的感受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
“过去”与“现在”并不是割裂的,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易错警示:原文信息较明确,有利于理解概括要点.但是,要注意避免忽视原文,语言表述含混,没有抓住

关键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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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莫言

月 日

用时: 分钟

①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５岁时,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

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紫红色的洗衣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
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

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②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

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

记忆.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

难忘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
③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

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

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刻,我总担心母亲走上绝路.每

当我下工归来,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次下工回来,母亲没

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她对我非常不

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

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④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这是一个母亲对她忧心忡忡

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 现在,尽管母亲已被阎王爷叫去了,但她面对苦难

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⑤我曾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

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

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⑥老太太的话让我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这种即使吃着沙

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

灵魂.
⑦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饥饿而丧失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村里粮食保

管员让一群孩子学狗叫.学得像,他便把那块豆饼远远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我也曾是那些

学狗叫中的一个.回家后,父亲和爷爷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

学狗叫呢? 人应该有骨气! 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但我感到了话里的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人,不能

像狗一样活着.
⑧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

的教育,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⑨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认识到了人性最低的标准,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

面.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

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

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原载«人民日报»,有删改)

１．第①段中,作者是怎样描写母亲捶打野菜的场景的? 为什么说这场景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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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请解释画线语句在文中的含义.
(１)人性最低的标准

　
(２)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

　
３．请说说第⑤段写以色列老太太一节的作用.

　
４．“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为什么会在作者的脑海中翻腾? 阅读全文,请探究作者这么说的多

种原因.
　

雾中的村庄
苏作成

月 日

用时: 分钟

我一直觉得,雾中的村庄是有灵魂的,我好想到城市近郊去看看这种状态下的村庄.
尽管天气微寒,但天空的那一枚太阳,还是给了我温暖.吃过早点,我就开始了我的“短程旅行”.然而,还没

有从城东走出城市,太阳就淡成了一片圆形的白纸.继而闪一下,便和天空融成了一块.从而,我就确定这边起

了浓雾.
走入郊外的村庄,雾还真的来得气派.在一处废墟附近,我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一种恐惧.骤

然像进入了童年,甚至有了一种像回到了母亲子宫的那种感觉.我是在梦中吗? 我蹲了下来,路边的几棵狗尾草

却站在陌生的季节静悄悄地摇动它们的身子.几声虫鸣和移动的影子似的鸟啼,显然也无力撑开这种来得奇异

的浓雾.一棵树,挂了些枯叶,面对压抑,脱去了生动,只留下梦一样的剪影.
我知道,如果不是城里的汽车声穿透了村庄,我真不会相信不是在梦中.然而,整个城外的村庄,乃至整个世

界,只剩下了孤独的我.这让我无可理喻.附近的田野,只有几畦白菜,在尽力地往我的目光和感知中伸出它们

的存在,我脚边的一种野草,静静地匍匐,仿佛领受了上级的潜伏命令,一种粉红的米粒大小的花,成了它们警惕

的耳朵.在野草的附近,一些开着黄花的菜,全身披挂从深夜走来的露水,也安静着,计划着.一种植物已枯掉了

叶子和身子,却依然开出一种像细丝棉似的花球,带着寒冬的眼泪,为丢失的时光伤感.就在左边附近,一个台阶

举起的小小寺庙,淡成了一帧历史照片,也在静听尘世的声响.紧挨着它的一棵棕榈树,执拗地让干渴的绿色在

暗色中坚守.在东边的雾中突然有了一枚银币闪动,就像某个官吏蛮横的眼神,那是太阳,瞬息它又被雾推开和

融化了.雾不让我看到太阳的挣扎,我也听不到太阳挣扎的声音.
然而,我很快喜欢了这雾.雾淹没了城市,淹没了村庄,淹没了我,淹没了无数的思绪、野心和贪婪.雾真是

一个高明的艺术家,雾精简了这个世界,雾精简了这个村庄.这个世界,这个村庄在此时此刻成了精品:仅仅留下

了一段道路,一些忘记了季节仍然开着花的无名野草,一些菜园,一些废墟,一个寺庙,一个空间,几个被季节抹黑

的菜棚的木架,两三个农家院子的轮廓,几个交流的人的声音,几声顽皮孩童的哭叫,几个脚步的声响,和孤独的

我的躯壳和思考.
那一个白纸的圆在村庄的一处又闪了一下.我疑心它是另一个世界不怀好意的使者,它更像是我所在世界

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漏洞.我开始欣喜的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力量来堵塞这个漏洞?
我感到我的躯体开始变热.我返身朝东边看了一下,那圆的白纸,在雾中已然光亮起来了.很快,越发亮起

来的太阳光线,让城市这一面的雾开始后退,那雾竟然闪出一种好看的蓝光.有一座楼房的几排窗口,光鲜地露

出了脸.我知道城市很急切地想将雾中的村庄纳入它的视野和地盘.鞭炮声,车子的喇叭声,街道的嗡嗡声,成
了城市的帮手.我明白我很快又会被城市逮住,成为一个城市人.河边的一棵树,挺立着,似乎做好了面对现实

的准备.然而村庄仍然懒在雾中,没有完全起身,我知道村庄的心事,我也同情村庄的心事.
不久,城市露出了贴近村庄的更多的建筑,在散开了的雾中,清瘦着,精神着.
有了几个农民在田野走动,一个还扬起了锄头,然而我明白,他再怎么努力往下挖着,也无法再将那渐行渐远

的世界留下,挖一锄,挖两锄,挖三锄,乃至挖一千锄,也只是枉然.
然而,我真心祈祷,雾中村庄的灵魂,能够变成城市的音符.

１．请结合全文概括雾中的村庄的特点.
　

２．文章第五段画线部分写了雾中的村庄的景象,请分析其表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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