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高考现代文助读与训练／袁一平主编．—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４１－４１１２－７

　　Ⅰ．①高…　Ⅱ．①袁…　Ⅲ．①阅读课—高中
—习题集—升学参考资料　Ⅳ．①Ｇ６３４．３３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３）第０３６２５６号

高考现代文助读与训练

　　 　 　　　　　　　 　　 　　　　　　著　　者　袁一平　 责任编辑　刘　坚

电　　话　（０２５）８３７９３３２９／８３３６２４４２（传真）电子邮箱　ｌｉｕ－ｊｉａｎ＠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２号 邮　　编　２１００９６
销售电话　（０２５）８３７９３１９１／８３７９４５６１／８３７９４１７４／８３７９４１２１／８３７９５８０１／８３７９２１７４

８３７９５８０２／５７７１１２９５（传真）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ｕ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ｐｒｅｓｓ＠ｓｅｕ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６３５ｍｍ×９６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　１４　 字　数　１６９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４１－４１１２－７
定　　价　２５．００元

＊未经许可，本书内文字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演绎，违者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０２５－８３７９１８３０。



前　　言

高考语文中，现代文因其难度大、内容广而一直困扰着诸多考生。许
多考生一直希望复习迎考中能有秘法，助其轻松掌握高考现代文应试技
巧，轻松获得高分。鉴于此，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及广泛参阅多种现代文
助学材料的基础上，笔者组织了一线老师编写了本书。

本书以新课标为指南、新教材为依据，在对现代文应试的有关知识进
行归纳和介绍的基础上，详析了现代文的命题内容、要求，命题规律以及
如何分析现代文语段等，指出只要掌握了现代文的命题规律和语段分析
方法，就一定能轻松应付考试。

与同类书相比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１．以高考题型为模式而设计，分块分类，知能并举。本书分为政论
文等七大部分，二百多条语段，囊括高考现代文部分所有类型，按不同文
体，有的放矢进行训练，目的是使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拓展知识面。

２．题型新颖。题型按高考题型设计，针对性强，既注意基础知识，又
有较难的题目，向高考冲刺，做到难易适中，具有代表性、时代性。

本书精心设计，认真选题，凝聚编写者的心血。应试者在做习题时要
认真思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握诀窍，就一定能收获满意的成果。

书中有极少数语段选自有关资料，请原作者与编者联系，电话０５１４－
８６３５１８７１。

本书由袁一平、王秋霖、王羽瑶、李冬芹共同编写，袁一平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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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现代文应试有关知识介绍
从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语文试卷一直分为现代文、文言文、

作文三大块。现代文的分值由四十分（试卷满分为一百分）到六十
分（试卷满分为一百五十分），分值不断提高，难度逐渐加大，知识面
越来越广。上海、福建试卷现代文部分全部以语段作为检测手段，

字、词、句基础知识全纳入语段之中，语段的内容全部是课外的，而
课外知识浩如烟海，无疑是考场上的拦路虎，要想获得高分，除了知
识面要广，还需要对现代文应试的有关知识有一个广泛的了解，才
能高屋建瓴、层层抽丝，否则就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难以获
得高分。本文就现代文应试的有关知识分别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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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文命题的指导思想和
考试能力的要求

要想在考场上应付自如，首先要了解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对考试能力
的要求，才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命题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
学大纲来制定的，要求试题注重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的考查，

贴近现实生活，富有时代气息，着力引导考生培养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从而
有利于实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有利于推进中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有利
于高校选拔人才。高考语文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

表达运用和探究六种能力，落实到现代文分析的具体能力考查上，即要了解
政论文、散文、说明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文
学作品阅读鉴赏、注重审美体验，感受形象、口味语言、领悟内涵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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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文考试的内容

近几年来，现代文考试一般涵盖四大类文体，即政论文、散文、说明文、记
叙文（包括小说、戏剧），而散文和说明文尤其显得重要。散文中一般分为写
景散文、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议论性散文不常见，即使考，也是较为浅
显，通常在文末加上几句议论性的句子，如果议论过多，考生可能会误认为是
政论文而回答偏题。随着科技日益竞争激烈，说明文成为必考的文体之一，

应当引起考生足够的重视，政论文在以前是必考的文体，而近年来，随着社会
发展，人们认识提高，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珍爱生命等，因而散文考得多，逐渐
代替政论文。目前试卷一般考政论文、散文、说明文三大种文体。

三、现代文考试的要求

考前一定要知道命题人对现代文的考试要求，才能有的放矢、一语中的。

具体的要求是：
（一）分析综合能力

① 分析作品的结构，概括作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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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作品的整体构思、贯穿线索以及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关联与安
排，作品主题的概括要从作品实际出发，注意时代氛围、社会环境和作者的思
想感情。

② 分析作品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在后文有专门的阐述）。
（二）鉴赏评价

① 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及精彩语句的表现力。

② 欣赏作品的形象，赏析作品的内涵，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形象”要求把握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内涵”要求注意作品中蕴含的

思想感情，尤其是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表达的言外之意，“艺术魅力”要求理
解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体现。

③ 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要求对作品表现
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内涵作出评价。

（三）探究

①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
要求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各个方面探究作品的深刻思想。

② 探讨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要求从人物形象、时代背景、环境氛围、细节描写、语言表达等方面入手，

探究民族心理与人文精神。

③ 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要求立足自我感情和体验文本，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现代文命题规则

现代文一般从文体和思想性与文学性统一这一角度来命题。
（一）从思想性与文学性统一这一方面来看，所选语段无论是哪一种文

体，作为高考试卷，要经得起推敲，注意语言规范化，注意语法、修辞、逻辑的
运用。

（二）目前，一般试卷有两条或三条语段（此外指现代文的文章分析），如
果是两篇文章，常见的是政论文或散文与说明文各一篇；如果是三篇文章，常
常是政论文、散文、说明文各一篇，或者是散文、说明文、记叙文各一篇。在两
三篇文章中，各篇文章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常常有所侧重。还有，命题人常把
文章中的思想与作者的时代同当年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考生在答题时
应有清楚的认识。

（三）命题时，命题人要考虑到考试时间只有１５０分钟，自然要考虑到语
段内容的多少，如果出两条语段，一般是一条多、一条少，如果出三条语段，相
对而言，内容都比较少，难度有一定的差距，考生应当先做比较容易的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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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难的语段中特别难的题目，应有自知之明，到最后再做，否则顾此失彼，

连基本分都难以拿到。
（四）对基础知识部分（字、词、句部分），命题人考虑到考生要拿到基本

分，所以难度不大。其中成语在改错、改病句常常考到，对此，把成语词典从
头到尾看两三遍即可得分。在出改病句时，一般出一些如搭配不当、词性错
用、成分残缺等常见的语句，考生在考前把常见错误之处进行归纳处理，找出
一些规律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对“短句训练”的语段，命题人常从修辞角度要考生续写，如排比、

拟人、比喻等辞格，有时要用象征的手法来写，考生多做类似的题目，注意文
学性，就能熟能生巧、一蹴而就。

五、怎样分析现代文语段

首先，平时要多阅读。知识面要广，做到“博”，有人说学语文的人是“杂
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应当涉及。考试是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书读
多了，加以融会贯通，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看了鲁迅不同时期、不
同文体的作品，对他的生平事迹，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情况以及语言风格，就
会有全面（至少大概）的了解。如果在高考中，出现鲁迅的某一篇文章，稍加
思考，就能理解八九分，至少不会感到莫名其妙。又如考到一篇无作者姓名
的语段，从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感情入手，若是读过同一时期类似的作品，

就会懂得作者所要阐述的某一个问题，或抒发的思想感情，所以说功夫在考
场外。本书针对高考，多选一些不同文体的语段，目的在于扩大视野，拓宽知
识面，提高答题能力。

第二，考试时，在分析某一语段时，一定要多看几遍，磨刀不误砍柴工，先
要了解文章的大致内容，再看本语段的题目、作者、写作时代、注释与文章的
关系。对题目要进行推敲，因为题目往往是文章中心或抒情的突破口，如

２００４年江苏（单独命题）高考语文试卷中一个散文语段，题目是《草堂·诗
魂》，尽管读者没有见到这语段的内容，但是知识面广的就可以想象“草堂”是
指杜甫的成都草堂，而“诗魂”与“草堂”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推想到作者就草
堂来抒发对诗圣杜甫的感慨之情，从文体来说应当以抒情为主。另外，看文
后的作者姓名、写作年代和注释，有利于分析理解。例如茅盾、巴金、鲁迅的
作品，不同时期作品的内容、表达的思想以及语言风格不尽相同，而在同一时
期（如抗战时期）的作品其内容、思想感情又有某些相同点。如果是陌生的作
者，文后有写作年代，再联系文章内容，可以推想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大致是
有规律可循的。在注释中，除字词外，要注意作者与某一个人或某一事物、事
件之间的关系，如果理解不够深刻，还可以从判断题中寻找蛛丝马迹，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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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推法。

如对文章的中心仍然不能理解，可以先概括每一节的节义，然后在此基
础上进行整理归纳，注意文章的开头、结尾句、过渡句。文首有时先概括中心
内容，过渡句是内容或思想感情变化之处，结尾句有时画龙点睛。在散文、小
说以及部分说明文中，常常在一节的开头，有表示时间、地点、人物介绍、事情
变化的词或句子，这对于理清文章的脉络和作者的思路是大有益处的。

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
（一）政论文（高考一般考议论文）：首先要找出论点，有的语段、标题即

论点。论点一般在第一节即提出，但有时先从别的方面谈起（先记叙），论点
就向后顺推。最后一节或最后一句往往是结论或发出号召等，不能把论点与
结论混淆。如果论点仍然找不出来，先把每节的节义归纳出来，在归纳时注
意这一节是在说理还是在例证（事实论证），去除例证内容，再看说理部分论
述的什么问题，论点就比较清楚了。

在驳论文中，先找出双方的论点，一般在开头，不可能在结尾（先亮出敌
方的靶子，才能有的放矢），切忌把敌方的论据当作论点。在找论证方法时，

除了明显的例证法、引证法外，还要注意有无对比论证法、类比论证法和因果
论证法。分析其内容，要找出论点与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关键句、过渡
句、关联词语。

（二）散文：首先要理清散文的线索（明线和暗线），以及作者所要抒发的
思想感情。对于游记性散文，要注意时间、立足点的变化。叙事性散文一般
先记叙后抒情，有时也有边记叙边抒情的；对于写景性散文，要注意融情于
景，情景交融；对于抒情性散文要注意是否用象征手法，是否托物言志。在议
论性散文中，注意抒情和议论相结合及其哲理性。有的语段中，记叙、抒情、

议论混在一起。这就要注意其侧重点，切不可把文体搞错。
（三）说明文：说明文的种类不少，但在高考中一般考介绍性说明文（科

技方面的内容占得多）。要辨别的是在极少数的介绍性说明文里带有一点文
艺色彩，而非文艺性说明文，在这些语段中，常在某一节运用打比方等说明方
法，或运用一些修辞方法显得像抒情性散文一样。分析说明文，要着重注意
的是运用哪些说明方法，尤其是下定义，即对某一事物作判断（对概念的理
解），还要纵向看全文的说明方法，如“作比较”、“分类别”等。

在判断题中（如对概念的判断），出题者故意混淆是非，常常是一个字、一
个词有错误，故而需要细心筛选，逐字分析。对文章中心的概括（一般在语段
的最后一道题），要注意关键句，特别要注意提示性的词，如“认为”、“表现
在”、“发现”、“包括”等等。介绍性说明文的中心句常在语段的第一句、第一
节出现，一般不出现在中间或结尾。

（四）诗歌：高考一般考古代诗词。无论是古代诗词还是现代诗歌，都要
把握诗词的中心以及隐含意义与象征意义（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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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干”）。古代诗词，先要会翻译，注意有无注释、作者姓名和写作年代。在理
解句意的基础上，联系题目，再进行分析，如题目中要求指出本文的喻义，再
作推敲，否则不必花费精力。如要求对诗词的一个词或一句话作赏析，就要
从全诗（词）的内容和作者所要抒发的思想感情去分析，切不可支离破碎、片
面地理解。有时考律诗有关知识，如抽出一句（常常是颔联或颈联中的一句）

与其他诗句放在一起，需要加以选择，遇到这类题目，就要从律诗的基本要求
去考虑（对仗、押韵、平仄），还要注意要选的一句与全诗的思想内容的联系，

只有全面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五）小说：高考题中考小说较少见，由于受试卷字数限制，一般考微型

小说。微型小说线索清楚，情节简单而大起大落，要重点分析人物形象和人
物语言。分析人物形象，要注意人物性格与场面、环境、景物之间的关系，还
要注意人物之间随着地位、性格、作用等方面不同而促使性格变化的过程（如
《变色龙》）。人物的语言是随着情节变化以及不同的身份、性格而表露出来
的，答题时不可泛泛而谈，应当言简意赅，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由于篇幅所
限，分析某一文体不再联系本书所选的语段内容，对语法、修辞、短句训练也
不再赘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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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论文语段训练

阅读下列短文，回答文后题目

（一）

文化体系的分析与综合
（１）文化包含多层次、多层面、多项目的内容。每一项目又包含许多要

素。每一时期的民族文化形成为一个枝叶扶疏的宏大体系，其中各个项目、

各个要素密切相关．但不是清一色的“铁板一块”，其中的项目、要素有些是密
切结合不可离析的，有些不但可以离析而且是相互矛盾、相互差异的。

（２）举例来说，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有许多派
别，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自立说，相互辩诘；汉代以后，儒学定于一尊，

但道家、墨家的反儒篇章仍保存下来，并未毁弃。隋唐时代，三教并尊，道佛
与儒学鼎足而立。宋代理学兴起，号为正学；但反对理学的言论仍大量存在。

这些情况表明，自古及今，文化的不同要素纷然杂呈，都是可以分别观之的。
（３）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的不同要素的新故推移、选择取舍的过

程。就中国古代哲学而论，汉代初期选择黄老之学作为主导思想，兼容百家
之说，但黄老之学比较缺乏进取精神，于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
术，罢黜百家，于是转入经学时代。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曾经与儒学并称
“显学”的墨学中绝（墨学的中绝还有社会原因）。墨学的中绝对于后来名辩
之学与物理之学的发展有严重影响。而近代西方学术的特色之一正是名辩
之学与物理之学有巨大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墨的盛衰显示了中
西的异同。

（４）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许多文化要素是可离可合的，而每一时期的
选择也有得有失。

（５）有些文化要素是不相容的，如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有些文化
要素则是相容的，如道德与法律、文治与武功。在历史上，有的思想家往往将
相容的认为不相容。韩非在《难势》篇中引述慎到之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
势位足以屈贤者也”，从而下结论说：“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事实上，贤与
势是相辅相成的，并非不相容。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都是贤势结合的典型。儒家重义而轻利，实则义利是统一的；法家重法而贱
学，实则文化教育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

（６）我们现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其任务之一是对于中国传统
与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将古今中外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就综合起
来。分析综合的过程包含改造与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缀集。这是一项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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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 问题：
１．上文共６段，如分为三个部分，应在哪两处划分开？用‖在下面
标明。
（１）（２）（３）（４）（５）（６）

２．本文标题是《文化体系的分析与综合》，请你根据全文文意分别解释
标题所说的① “文化体系”和② “分析与综合”的具体意思。（在限定
字数以内作答，下同）
“文化体系”是指： 　
“分析与综合”指： 　

３．第（３）段谈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指出这样做造成“严重的
后果”。请你根据本文

獉獉
内容，指出“严重后果”的两种以上具体表现。

　
　
　

４．第（４）段谈到了“选择也有得有失”，作者认为“有失”的教训是什么？

　
　

５．本文从哲学上阐述了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下面的说法不符合作者
这一哲学观点的两项是 （　　）

Ａ．以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儒家思想是不能相容的

Ｃ．民主与平等意识不可分离，否则就不可能有民主

Ｄ．中医理论令人感到神秘，其实能与西医并行不悖

Ｅ．不与传统彻底决裂，就不可能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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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以为，我们汉语文并非模糊，也不朦胧；它是文化精神之载体与显相：

它惟一的特点特质就是“活的”！它所表达的传感的是事物的神采风韵（即生
命与文化的合美），而不是“器”的“死物”的形态外相。这就被西方的重“界
定”“精确表述”的眼光视为“模糊”“朦胧”了。岂不可嗟可惜哉！

“苍茫”是什么？西方译时，必曰“不清楚”云云。杜少陵名句：“此身饮罢
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你能译成“精确”的西文吗？那苍茫，从落日平西
的时光感，从出门之后无所归宿的孤独感，直到战乱世界、忧患人生之悲天悯
人之大慈大悲之感，都在那二字之中传诉于古今读者的耳边心内。你偏要
（老诗人）用“精确界定”的西文来看中国诗，这才“不模糊，不朦胧”？你觉得
那心安吗？

汉字并非不“精确”，你查“马”部字，马的浑身不同的毛色，都有专字专
名，分得极细。不“科学”吗？然而古哲士说“白马非马”，“白”是个别现象，
“马”是总质，你还是要体认一个真马的质素精神才能懂了马是何物何义。
“白猫、黑猫”都是猫，而非狗也。

我此际为文春寒尚觉“料峭”，西文没有，怎么办？用“气温计”数据“表
述”吗？“杨柳依依”，依依怎么译外文？洋人看见柳树发生“依依感”吗？

汉语文二字“联绵词”是一大特色，举之不足。迷离、缥缈、依稀、隐约
……你会认为真是“模糊”“朦胧”；但旖旎、缱绻、缠绵、悱恻、潇洒、飘逸、妩
媚、娉婷、跌宕、风流……，你将它们认为是模糊语，就更错了，———这是生命
的神采姿致，精神的照射，生命精神的事，你怎么让它“清晰”“具体”？

汉语语言所表的是“境”的感受，不是器物死的呆相。外国人如何懂得我
们这些语词？如果无法真领会这种语文之美好神奇，那么空谈什么文化交
融，能有多大的现实基础？

所以说汉语文是“模糊”，是从西方文化目光来讲的，这本身就昭示吾人：

中西文化大不一样是千真万确的难以讳言的大实话。

这个课题我有很多话要说，不过不应在这儿絮叨，应俟另文专说一下。

如今只说一点：汉语文所要表的不是“形状”，而是“境界”———即你对事物引
发而生的感受的一种“综合”的精神活动（也许就是佛门所说的“色、受、想、

行、识”的“五蕴”吧）。你叫它什么才“不模糊”“不朦胧”呢？

? 问题：
１．从文意看，汉语文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
前者 　
（不超过２０个字）

后者 　
（不超过２０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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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中“苍茫”一例用以引证 　（不超过１０个字）

３．“汉语文所表的是‘境’的感受”，句中“境”的意思是　　　　　　　
　　　　　　　　　　　　　　　　　（不超过２０个字）

（三）

不轻信权威引据
舒芜

（１）论文不免有许多引据。其结论的正确与否，〔甲〕同作者对于引据的
理解运用如何密切相关；〔乙〕尤其同引据的准确与否密切相关。引据不准
确，有许多原因，〔丙〕有时是根据了错误的版本，〔丁〕有时是辗转引用沿袭了
先前的误引，〔戊〕有时是但凭记忆未查原文，〔己〕更有有意无意断章取义，改
削原文，以迁就自己的立论的，以及其他等等。

（２）这里有一个例子。汉人陆贾撰《新语》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怀疑《新语》原书已经散亡，后世所传的是后人依托，非陆贾原本。《提要》举
出怀疑的三条根据，其第一条是说：《汉书·司马迁传》里面曾说司马迁取《战
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可是今本《新语》里的材料，没有
一条见于《史记》的，可证今本《新语》已非司马迁所见的原本。

（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权威著作。其所引用的《汉书·司马迁传》

又是通常习见之书。 ① 即使有人不同意《提要》的怀疑，也相信其所引据

的没有问题，相信《汉书·司马迁传》是说过司马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

陆贾《新语》作《史记》这样的话。例如，近人唐晏校刊《新语》的跋语里面就举
出赵高指鹿为马一事，说《史记》所记，正本之《新语》，来反驳《提要》之说。这

实际上还是以 ② 为前提的。

（４）问题根本上在于《汉书·司马迁传》究竟怎么说的。胡适写《陆贾
〈新语〉考》就没有迷信《提要》的引据，他查了一下《汉书·司马迁传》，这一查
才发现，它的正文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司马迁依据什么材料作《史记》的问题，

赞语才说到这个问题，赞语的原文是：“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
《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此中何尝有据陆贾《新语》作
《史记》的话呢？所以，胡适断定《提要》怀疑的第一点“全是无的放矢”。

（５）胡适有一个推测：“我推想《提要》作者所以误证之由，大概由于《楚
汉春秋》一书。《艺文志》说，‘《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四库馆臣因联想
作用，一时误记陆贾《楚汉春秋》之外另有陆贾《新语》，又偷懒不检原文，遂据
误记之书以定《新语》出于后人依托，岂非大冤枉吗？”

（６）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也不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疑《新语》之
说，有详细的考证，比胡适更为周密。余嘉锡指出，误记《汉书·司马迁传》并
不始于《提要》，在它之前，高似孙《子略》卷三已经说“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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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云云。原来，《提要》是承袭了高似孙
的错误，《提要》也是轻信权威引据，未考原文，这比胡适的推想合理些。

? 问题：
１．第（１）段在谈到与论文结论相关的一些因素时，列出了甲、乙、丙、丁、

戊、己六点，对这六点的关系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Ａ．

甲

乙烅

烄

烆

烅
烄

烆

丙
丁
戊
己

Ｂ．

甲｛丙丁
乙｛
烅
烄

烆 戊
己

Ｃ．甲乙烅
烄

烆
烍
烌

烎

丙
丁
戊
己Ｄ．

甲乙｛丙丁戊己

２．根据第（２）段内容，选出不符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观点的一项
（　　）

Ａ．司马迁没有见到过陆贾《新语》的原本

Ｂ．今本《新语》不是陆贾的原作

Ｃ．《史记》中必然会有陆贾《新语》中的材料

Ｄ．司马迁取陆贾《新语》作《史记》之说出自《汉书·司马迁传》

３．①空框中应填入的词语是 （　　）

Ａ．然而 Ｂ．不仅如此 Ｃ．于是 Ｄ．无论如何

４．②空框中应填入的短语是 （　　）

Ａ．否定《提要》对《新语》的怀疑

Ｂ．承认《提要》所引《汉书·司马迁传》

Ｃ．认定司马迁取《新语》作《史记》有事实根据

Ｄ．不承认《提要》是权威著作

５．由第（４）段可以看出，《汉书》的“传”前有“正文”，后有“赞语”，下面与
这种体例类似的一项是 （　　）

Ａ．《琵琶行》前面有“并序”

Ｂ．《促织》后面有“异史氏曰”

Ｃ．《涉江》后面有“乱曰”

Ｄ．《项羽本纪》后面有“太史公曰”

６．按照第（５）段胡适的“推想”，不属于产生这场“大冤枉”的直接因素的
一项是 （　　）

Ａ．依托 Ｂ．联想 Ｃ．误记 Ｄ．偷懒

７．（６）段中说“《提要》也是
獉獉

轻信权威引据，未考原文”，这说明还不仅止
《提要》如此。下列人物中犯有类似错误的一个是 （　　）

Ａ．高似孙 Ｂ．余嘉锡 Ｃ．胡适 Ｄ．唐晏

８．其所以说“这比胡适的推想合理些”，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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