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崇文区 2010—2011 学年度期末考试

高一语文试卷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下列词语中，字形和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A．囊括 完璧归赵 埋怨（mái） 繁文缛节（rù）

B．国粹 阴谋诡计 自诩（xǔ） 刎颈之交（wěn）

C．杵逆 礼上往来 剔除（tì） 退避三舍（shè）

D．赦免 毋庸质疑 贻误（dài） 归根结蒂（dì）

2．在下列各句横线处依次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①这件事情盘根错节，个中_______________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

②郑州是京广、陇海两条铁路的__________________点。

③人们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有的文明，__________________首先放弃也最难放弃的就

是母语。

A．委屈 交汇 必须 B．委曲 交会 必须

C．委曲 交汇 必需 D．委屈 交会 必需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A．张先生有关市场经济的长篇大论，乍听起来很有新意，但仔细分析一下，很多观点都似曾相识，

实际上都是拾人牙慧。



B．初春的校园，篝火晚会上，大家陶醉在这春意阑珊的氛围中，有的在唱着，有的在跳着，有的在

谈笑着……欢乐围绕在每个人的身边。

C．只见演员手中的折扇飞快闪动，一张张生动传神的戏剧脸谱稍纵即逝，川剧的变脸绝技赢得了观

众的一片喝彩。

D．企业为社会提供的是产品，产品的品质与人民身心健康休戚相关，所以企业要通过产品传递自身

的社会责任。

4．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句是

A．“芦笋片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物价部门能不能把监管质量提高起来，关系到整个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能不能如期顺利地推进。

B．最近政府出台房地产新政，有效地遏制了房价的过快增长，当然有一些条款有待在实施过程中，

再进一步反省、修改、完善、磋商。

C．以往曼谷的主要街道都被车子挤得水泄不通，如今这些街道没了繁忙的景象，只看到军队在同红

衫军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D．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以“和谐都市”为主题，其创新理念和馆内有趣的互动项目使之成为世博园最受

欢迎的展馆之一。

5．文学文化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风格各异。柳永、李清照等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

弃疾等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

B．《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

史，作者是东汉的班固。

C．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四大悲剧”的《哈姆莱特》、《奥赛



罗》、《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代表着他戏剧艺术的顶峰。

D．关汉卿是金末元初人，元杂剧的奠基人，有人将之与郑光祖、马致远、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二、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9 分。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9 题。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

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

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

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

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

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

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

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

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

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

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

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



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

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6．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及智伯伐赵襄子 伐：大败 B．卒释去之 卒：最终

C．豫让又漆身为厉 厉：癞疮 D．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 数：责备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8．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赵襄子如厕时一眼就看出了那个修整厕所的刑人是豫让，之所以放了他，因为赵襄子认为他是义

士，是天下的贤人。

B．豫让告诉他的朋友，他宁愿毁容为智伯报仇也不愿委身赵襄子，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异心

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

C．赵襄子赞赏豫让的侠义，同意了他剑击自己衣服的要求，于是豫让拔剑跳起来三次击刺赵襄子的

衣服，而后自杀。

D．豫让本是市井游侠，因为感人知遇之恩，才愿意赴死不辞。在他的眼中，一旦事一君，将追随到

死，不能有二心，不能不忠。

9．翻译文中画横线的句子。（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1 分。

10．用斜线（／）给下面文言文断句。（4 分）

阮 光 禄 在 剡 曾 有 好 车 借 者 无 不 皆 给 有 人 葬 母 意 欲 借 而 不

敢 言 阮 叹 曰 吾 有 车 而 使 人 不 敢 借 何 以 车 为 遂 焚 之 。

11．读《永遇乐①》（词作者：李清照），完成①②题。（12 分）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②岂

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③，簇带争济楚④。如今憔悴，风鬟霜鬓，

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注：①本篇是词人晚年流寓南宋都城临安期间所作。

②次第：当时口语，很快的意思。

③铺翠冠儿，捻金雪柳：是指当时妇女的帽子与头饰。

④济楚：当时口语，漂亮的意思。

①词人在下片中说道“怕见夜间出去”，本已无心游赏，结语又说“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你如何

理解词人的这种矛盾心理。（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李清照的这首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言哀而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就是因为她在描绘景象抒发感情时，善于运

用种种对比。请结合这首词的内容，赏析对比手法及其表达效果。（160 字左右）（10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在横线上填写作品的原文。（5 分）

①无边落木萧萧下，_________________。（杜甫《登高》）



②东船西舫悄无言，_________________。（白居易《琵琶行》）

③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_________________，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④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_________________。（苏轼《定风波》）

⑤想当年，金戈铁马，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四、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8 分。阅读《苏轼词的豪放风格》。完成 13—15 题。

豪放词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以“豪放”二字概括苏轼整个词风的确有以偏概全的

毛病。但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词显示了新的方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倘若着眼于词风的创

新，说苏轼是豪放派词人也无可厚非。

苏轼的豪放词首推《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虽然用了许多篇幅去写赤壁的景色和周瑜的气概，

但主旨并不在于追述赤壁之战的历史，而是借古人古事抒发自己的感情。赤壁是周瑜当年建立功勋的地方，

又是东吴的故土。词人想象周瑜神游故国和自己相遇。将会笑我事业未就华发早生。词中所写的千古风流，

一时豪杰，以及小乔初嫁的周瑜，原来都处于陪衬的地位，都是用来衬托自己的。这首词由赤壁大江的雄

伟景色引出，以不羁之才情纵论千古，抚今追昔，其容量之大、感慨之深、襟怀之广、气势之豪，是在此

以前的词作不可比拟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豪放词的另一首代表作。苏轼在中秋之夜大醉之中，望着那明月，

他的心犹如长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地飞翔着。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受不了那琼楼玉宇的寒冷，觉得

还是留在人间好。人间虽有悲欢离合，月亮不是也有阴晴圆缺吗?只要亲人健在，即使远隔千里还可以通

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词的末尾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句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下句是要打通时间的阻隔，这是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它的意境

阔大，风格豪放，情怀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使它具有



永久的艺术魅力。

苏轼还有些词表现了鄙视名利、超脱世俗的态度，豪放中又见旷达。如《满庭芳》（蜗角虚名）以一

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看待世上的纷争，颇有代表性。而《临江仙·夜归临皋》则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更形象化

的表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

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连人的身体都是天地赋予的，名利更是身外之物，不值得为它奔忙了，只有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归宿。

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对一切风浪挫折都可等闲视之。

苏轼豪放词的革新意义可以做如下的概括：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向内心的幽微之处搜索，狭深委曲；

而苏轼的词是向外部的广阔世界驰骋，恢宏阔大。他的词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强烈要求，古往今来，天

上人间，笔墨没有一点拘束。于是，词在他的手中得到了解放。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1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苏轼的豪放词显示了新的方向，着眼于词风的创新，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B．《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词人着重描写了周瑜的英雄气概，自己处于陪衬的地位，突出周瑜的不羁

之才。

C．苏轼的个别词作中有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很有理趣，耐人寻味。

D．苏轼的词表现出超越时空的强烈要求，笔墨没有拘束，词在他手中得到了解放。

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作者认为用“豪放”二字概括苏轼的整个词风有以偏概全的毛病，所以并不赞成。

B．将雄伟的景色引入词作中是苏轼词的共同特点，借以增强豪放的气势。



C．苏轼的豪放词都表现出鄙视名利、超脱世俗的态度，豪放中又见旷达。

D．作者认为苏轼将词从内心探索转变成向外部世界驰骋，这是其词作的革新意义所在。

15．本文介绍了苏轼豪放词的风格特点，使我们对豪放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试用本文所谈到的一种特点，

结合你所熟知的一首词作来谈谈对豪放词风格的理解。（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阅读《髻》（作者：琦君），完成 16—18 题。

（1）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

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

（2）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

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

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

（3）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

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

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

（4）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

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

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

皱眉头。

（5）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

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横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

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



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6）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

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她每天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

扇髻、同心髻、燕尾髻，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

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母亲摇摇头，撅起厚嘴唇走了。不久母亲也由人介绍了

一个包梳头陈嫂。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

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

（7）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

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

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

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8）我长大出外读书，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

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在上海求学时，

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螺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

剪去了。

（9）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

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我低

头默默地听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

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

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

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随着



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

（10）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

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当年如云

的青丝，如今也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

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

（11）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

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12）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

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

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1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4 分）

A．作者从年幼时的记忆写起，将几十年的沧桑凝聚在两个女人的发髻的变迁中，看似随意道来，其

实独具匠心，字里行间蕴藉着深沉的人生感思。

B．文章笔调清丽婉约，作者于平和的文字中，传达至情至性，散发着幽幽的怆痛，给人一种哀而不

伤、怨而不怒的美感。

C．第 5 段写姨娘送给母亲一瓶三花牌发油，在母亲看来，这是姨娘不怀好意的施舍，所以将之束之

高阁，弃而不用。

D．“我”离家求学，母亲和姨娘才得以由敌对关系转变为患难相依的伴侣，而“我”与姨娘的心结也随

之解开了。

E．本文人物的神态描写细致传神，凸显了母亲和姨娘的性格差异，姨娘的新潮和母亲的守旧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同时也表现了母亲的善良、宽厚、隐忍。



17．作者以“髻”为题，并以此为视角回忆了母亲与姨娘两人的人生历程。“髻”在文中象征了什么?（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作者文末写道：“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联系本文，简析作者

抒发了怎样的人生感悟?（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0 分。

19．请以“娱乐”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角度自定，题目自拟，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②不得少于 800 字。



【试题答案】

北京市崇文区 2010—2011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

高一语文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B 2．B 3．A 4．B 5．C

二、（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9 分。前三道小题每小题 2 分，第 9 小题 3 分）

6．A 7．D 8．B

9．答案：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

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评分：共 3 分。基本意思对给 1 分，“事”“众人”“遇”译对给 1 分，语句通顺给 1 分。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1 分）

10.答案：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叹曰：“吾有车而使人

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评分：共 4 分。必断共 8 处，答对 2 处，得 1 分。每错答两处扣 1 分，扣完得分为止。

译文：阮光禄在剡县，曾经有一辆漂亮的车子，来借的没有不借给的。有个人要葬他的母亲，心里想借却

不敢开口。阮光禄叹一口气说：“我有了车子却使人不敢来借，还要它干什么?”就把车子烧掉了。

11．答案：①作者一方面担心面对元宵胜景会触动自己昔盛今衰的感慨，所以不愿出去，以免加深自己的

痛苦。另一方面却又怀念昔日的欢乐，又想通过“听人笑语”来重温旧梦，给沉重的心灵一点安慰。（“怕触

动感慨”1 分，“怀念欢乐，想重温旧梦”1 分）

评分：共 2 分。意思对即可。

要点：②“指出对比的方面（今昔心境对比、人我乐哀对比、今昔外表对比）”2 分，答出两点即可，今昔



心境对比和今昔外表对比可合在一起答；“结合相应词句准确分析”4 分；“指出对比手法的表达效果”2 分；

“语句通顺”1 分，“表达有条理”1 分。

示例：这首词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比。一是今昔心境的对比：词人当年在开封时，“闺门多暇”“簇带争济楚”，

盛装打扮，心境悠闲欢乐；如今流寓临安，心境落寞，从“谢他酒朋诗侣”句看出她谢绝了朋友的邀请，从“怕

见夜间出去”句了解到她甚至不愿出去观赏元宵胜景。二是人我心境的对比：在元宵佳节，他人“香车宝马”

呼朋唤友，“笑语”共赏元宵，热闹欢乐；而自己却谢绝邀请，独自一人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心境孤

单凄凉。三是今昔外表对比：青春时期的词人年轻貌美，“簇带争济楚”，盛装打扮；暮年时期却“风鬟霜鬓”，

憔悴不堪，令人何等伤感。种种对比的运用，更好地抒发了作者昔盛今衰之感和国破家亡、饱经忧患之后

的孤寂悲凉之情。

12．答案：①不尽长江滚滚来

②唯见江心秋月白

③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③一蓑烟雨任平生

⑤气吞万里如虎

评分：共 5 分。每空 1 分，句中有错该空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8 分）

13．答案：B 评分：2 分

14．答案：D 评分：2 分

15．评分：共 4 分。选出一首豪放词（1 分），点明豪放词的一种风格特点（1 分），结合诗句加以分析

（2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16．答案：C D 评分：共 4 分。答对一项得 2 分。答案超过两项本题不得分。

17．要点：女子青春美丽的象征；母亲与姨娘之间的心结。

评分：共 4 分。共两个要点，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8. 要点：风光得意、失落委屈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人间的爱恨终将随时光消逝，用温柔敦厚的心，包容、

化解生命中的一切爱恨贪痴。

评分：共 4 分。共两个要点，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六、（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0 分）

19. （40 分）

类别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0—34 分）

紧扣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37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符合一类卷的

基本要求，又有创意、有文采的文章即可得

37 分以上。

二类卷

（33—28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0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符合二类卷的

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文章可

得 30 分以上。

三类卷

（27—24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有一定内容、但不够充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病句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5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内容单薄、语

病较多的文章只能在 25 分以下。



四类卷

（23 分以下）

偏离题意或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说明：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最多扣 3 分；不足字数，每少 50 个字扣 1 分。没写题目扣 2

分；题目不恰当扣 1 分。

附：文言文翻译

豫让，是晋国人，以前曾经侍奉范氏和中行氏两家大臣，没什么名声。他离开那里去侍奉智伯，智伯特别

地尊重宠幸他。等到智伯攻打赵襄子时，赵襄子和韩、魏合谋灭了智伯；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

国土。赵襄子最恨智伯，就把他的头盖骨漆成饮具。豫让潜逃到山中，说：“唉呀!好男儿可以为了解自己

的人去死，好女子应该为爱慕自己的人梳妆打扮。现在智伯是我的知己，我一定替他报仇而献出生命，用

以报答智伯，那么，我就是死了，魂魄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于是更名改姓，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

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身上藏着匕首，想要用它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到厕所去，心一悸动，拘问修整厕

所的刑人，才知道是豫让，衣服里面还别着利刃，豫让说：“我要替智伯报仇!’，侍卫要杀掉他。襄子说：

“他是义士，我谨慎小心地回避他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

的贤人啊。”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

过了不久，豫让又把漆涂在身上，使肌肤肿烂，像得了癞疮，吞炭使声音变得嘶哑，使自己的形体相貌不

可辨认，沿街讨饭。就连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路上遇见他的朋友，辨认出来，说：“你不是豫让吗?”

回答说：“是我。”朋友为他流着眼泪说：“凭着您的才能，委身侍奉赵襄子，襄子一定会亲近宠爱您。亲近

宠爱您，您再干您所想干的事，难道不是很容易的吗?何苦自己摧残身体，丑化形貌，想要用这样的办法

达到向赵襄子报仇的目的，不是更困难吗?”豫让说：“托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掉他，这是怀着异心侍奉



他的君主啊。我知道选择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

那些怀着异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

豫让说完就走了，不久，襄子正赶上外出，豫让潜藏在他必定经过的桥下。襄子来到桥上，马受惊，襄子

说：“这一定是豫让。”派人去查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襄子就列举罪过指责他说：“您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

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

单单如此急切地替他报仇呢?”豫让说：“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

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襄子喟然长叹，流着

泪说：“唉呀，豫让先生!您为智伯报仇，已算成名了；而我宽恕你，也足够了。您该自己作个打算，我不

能再放过您了!”命令士兵团团围住他。豫让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埋没别人的美名，而忠臣有为美名去

死的道理。以前您宽恕了我，普天下没有谁不称道您的贤明。今天的事，我本当受死罪，但我希望能得到

您的衣服刺它几下，这样也就达到我报仇的意愿了，那么，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恨了。我不敢指望您答应我

的要求，我还是冒昧地说出我的心意!”于是襄子非常赞赏他的侠义，就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

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说：“我可以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于是以剑自杀。自杀那天，赵国有志之

士听到这个消息，都为他哭泣。

选自《史记·刺客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