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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2/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99_AE_c65_102470.htm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 共30

分)和第Ⅱ卷(共120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满分为150分。 

第Ⅰ卷 (选择题 共30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句子中

，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矍铄 挑大梁 抱蔓摘瓜 旁证博引 男

儿有泪不轻弹 B.朗润 露馅儿 鞭僻入里 陨身不恤 浪子回头金

不换 C.菁华 解扣子 一蹴而就 词不达义 吃不了兜着走 D.井陉 

过电影 虚钱实契 铤而走险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解析：A.证

征；B.僻辟，陨殒；C.义意。 答案：D 2.依次填入横线处的词

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1)教育部不久前曾发出留学预警，提醒

赴挪威留学前，务必要先______留学学校的办学层次，以防

被骗上当。 (2)《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自______四年来，在促

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根治

“豆腐渣”工程，______要严格质量管理，______要在反腐

败上下功夫。 A.核实 颁布 既／又 B.核实 颁行 不仅／还 C.核

准 颁行 既／又 D.核准 颁布 不仅／还 解析：“核实”：审核

是否属实。“核准”：审核后批准。“颁布”：公布。“颁

行”：公布并施行。要发挥作用，单“颁布”不行，还得在

实际中施行，故第(2)句中用“颁行”优于“颁布”。第(3)句

是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故应选用“不仅/还”。 答案

：B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熟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A.曲歌更

是个平实的人，虽然在工作中她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

在当地是个家喻 户晓的名人了。 B.环境部长主张对大规模的

排放量要加强限制，但经济部长却以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影



响社会稳定为由，与其分庭抗礼、针锋相对。 C.关于李咏要

离开“幸运52”栏目组的消息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无风不起浪，无根不长草”嘛。 D.巴以局势日益紧张，鲍威

尔紧急飞赴中东斡旋，敦促双方执行中东路线图计划，布莱

尔也不断为其敲边鼓。 解析：D.“敲边鼓”比喻从旁帮腔；

从旁助势。一般用在口语中，不与庄重的词语共同使用，用

在此处，犯了语体色彩不合的错误。 答案：D 4.下列各句中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读书可使人吸纳古今开创理想世界，

马克思正是在阅读中历经40年勤奋探索，终于完成了唯物史

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确立。 B.一批对艺术十分钟情而又有高

质量的运作水平的经济人的出现，对艺术市场的发展以至画

家的作品进入流通领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C.张大江在

学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四处搜集和研读有关自动化控

制的各种资料，运用最新的技术改革了放映设备。 D.在技术

革新中，公司组织有关人员围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对

工艺设计、设备保养和质量检测等部门进行了整顿。 解析

：A项“在阅读中历经40年勤奋探索”表达不清，可改为“

在40年的勤奋阅读和探索中”，另“完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

价值学说的确立”搭配不当，可改为“确立了唯物史观，创

立了剩余价值学说”。C项成分残缺，“在⋯⋯下”是介词

结构作状语，谓语部分加了一个“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句

子，“张大江”便没有相应的谓语。删去“他”或删去“张

大江”。D项句式杂糅，该句将“围绕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和“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杂糅在一起，可以改为“在技

术革新中，公司组织有关人员围绕提高产品质量问题”或“

在技术革新中，公司组织有关人员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



。 答案：B 二、(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

成5~7题。 寒食和清明是两个传统节日。清明节在阳历4月5

日前后，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或两天。古人过寒食节要吃冷

餐，不许生火做饭，称为“禁烟”。清明进行扫墓活动，祭

祀祖先，追念死者。许多地区是把两个节日当作一个连续几

天的大节来过，节名单称一个寒食；古代诗歌中的寒食节，

往往是把清明包含在内的。 据典籍记载，远在商朝就有寒食

禁烟的制度，后来又附会上一个介之推的传说。介之推是春

秋时代晋国人，跟随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曾割下腿上的

肉给文公充饥。文公归国执政后大封功臣，介之推不在其列

，就与老母隐居绵山。文公让人点火焚山，想逼他出来，不

料他竟抱住大树被活活烧死。为了纪念介之推，晋文公下令

，在这天全国严禁烟火，以后相沿成为定例。这样便有了寒

食节，禁烟火也便成为咏寒食清明诗的一个重要话题。 我们

先来欣赏唐代诗人孟云卿的七言绝句《寒食》： 二月江南花

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 “堪悲”就是可悲，“远堪悲”就是更可悲。说时间是常

常，说空间是处处，“往往”是经常而又普遍的意思。“子

推”，介之推的异名。全诗大意是： 二月末的江南鲜花满树

，寒食节在他乡更觉心悲。 穷人家少不了断炊停火，不限于

明日纪念介之推。 诗的前两句借江南二月的秀丽景色表现诗

人在他乡过寒食的极度伤感，用的是“以乐景写哀情”的反

衬手法。“他乡寒食远堪悲”一句，很容易使人想起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然而，孟云卿

在这里是不是单纯抒写佳节思亲的伤感呢？请看诗的后两句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这常常不举烟火



的贫居者究竟指谁？指诗人自己吗？诗人孟云卿，唐明皇天

宝年间考进士落榜，一生只做过低级文官，虽有“正直而无

禄位，忠信而久贫贱”的美称，但总不至贫贱到没有饭吃的

程度。因此诗中的贫居者，与其说是诗人自指，不如看作一

般穷苦百姓更为恰当。诗人感慨地说：江南大地上，多少穷

苦人家，由于无米可煮，无柴可烧，常不免断炊停火，灶不

生烟，绝不只在纪念介之推抱树焚身这一天！诗人所以要说

“寒食节在他乡更觉心悲”，主要原因正在这里。也正是这

里，我们分明触摸到一颗以民间疾苦为怀的悲悯之心。 (赵慎

修《寒食清明诗话》) 5.以下文字与第二自然段所提供的信息

不相悖谬的一项是 A.“为了纪念介之推，晋文公下令，在这

天全国严禁烟火，以后相沿成为定例”，可见寒食节是在民

间自发形成的。 B.寒食节禁烟制度的产生，从时间上看要比

介之推的传说早得多，因此寒食节起于介之推只是一个传说

。 C.十九年来，介之推一直忠心地跟着晋文公，可文公执政

后竟忘记了介之推，可见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D.晋文公总

算知错能改，为了让介之推从山上下来，竟用火烧之法来逼

他。他的做法不对，但心还是好的。 解析：A.附会说法，不

能确定；C.不封官不等于忘恩负义；D.去寻他不等于晋文公

自感有错。 答案：B 6.作者认为孟云卿的这首绝句所要表达

的主旨是 A.孟云卿的诗歌很容易让人想起王维“独在异乡为

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 B.作者写了江南二月秀丽

迷人的景色，但要表现的却是诗人在他乡过寒食的极度伤感

。 C.这首诗歌表现了作者佳节思亲的伤感，也表现了他对民

间生活疾苦的深沉同情和关怀。 D.诗歌前面用的是“以乐景

写哀情”的反衬手法，后面用的是委婉的说明，平静中藏深



沉。 解析：A.不关主旨；B.含意缺漏；D.是写作手法。 答案

：C 7.下面是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其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

人写诗在写到寒食节的时候常常也把清明包括在内，有些地

区也把两个节日合成一个大节来过，节日的名称却还叫寒食

节。 B.据典籍记载，寒食禁烟的制度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后

来又出现了一个介之推的传说，给寒食节更增加了有趣的人

文内涵。 C.现在讲到寒食节，源头常常追溯到介之推的事情

上，从这篇短文看，节日的起始应另有源头，介之推只是一

个附会的说法而已。 D.作者认为孟云卿写的七言绝句《寒食

》绝不是为了纪念晋时的介之推的，其用意主要是为了表达

对贫苦百姓的关怀和同情。 解析：原文有“绝不只在纪念”

语，故D项错。 答案：D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