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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语言建构

1.D（不明不暗：糊里糊涂。）
2.D（没有使用比喻的手法。）
3.悦（“六月飞霜”不是写天地震怒，

而是人间怨恨。）

4.悦（“由‘一煞’‘二煞’……依次往
下排列”错，“煞”的序数一般倒写，例

如用五煞，则自五煞而一煞，偶有顺写

的，但不多见。）

语言运用

1.示例院《古名家杂剧》本第一句唱

词用的是陈述语气，远不如《元曲选》

本用“何为地”这种质问的语气强烈；

《古名家杂剧》本第二句是对天的哀告

祈求，而《元曲选》本第二句则是对天

的面对面的指责和否定。总之，相比而

言，《元曲选》本突出了窦娥不屈服于

恶势力的反抗精神，使人物形象显得

更加高大，也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丰

富和深化。这些，正是《古名家杂剧》本

的不足之处。

2.淤从音乐的角度看 于对戏剧
的发展 盂词的翻版

3.示例院杂剧是一种盛行于元朝，

综合“唱”“念”“做”等表现手法，以主角

的歌唱和念白为主的四折本传统戏剧

样式。

4.淤戏剧社：看我非我，我看我，我
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于文学社：常向秋山寻妙句；又驱
春色入毫端。

盂摄影小组：现出庐山真面目；留
住秋水旧丰神。

3版
叶塞罕长歌渊节选冤曳

示例院淤李场长、杨总工程师举家
上坝安营扎寨坚持造林，与佟保中和

秦海生欲离场下坝放弃造林的矛盾冲

突。于佟保中、秦海生的想离开塞罕
坝，与韩大伯、二嫂不愿意他们离开的

冲突。盂自然环境的艰苦恶劣，与杨总
工程师等人一往无前、满腔激情的冲

突。榆佟保中等人自己内心的去与留
的冲突。

第 6期
员版

叶写在舞台边上渊节选冤曳

阅（粤援“‘文人画’创作数量到达巅
峰”有误。原文第四段是“从这样的原

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

段，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

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

月援“程式缓慢地发展也限制了中国戏曲
的发展”推理无据。悦援“所以，现实主义
的生命力强大”有误，因果倒置。原文

倒数第二段“这首先是因为，现实主义

的生命力是强大的”。）

叶桃花扇窑却奁曳

《李姬传》记载，阮大铖“为清议所

斥”，欲借侯生疏通复社陈贞慧、吴应

箕，托“王将军”拉拢侯方域，事为李姬

识破，阮大铖“不能售其奸”。《桃花扇·

却奁》写道，阮大铖假“杨龙友”之手赠

送“妆奁”，促成侯、李结合，以拉拢侯

方域，缓解与复社的矛盾。侯、李未明

真相，收受了妆奁，待知悉事情原委

后，李香君“拔簪脱衣”，弃置于地，并

帮助侯方域辨明是非。这一改写，造成

了尖锐的戏剧冲突，表现了香君的远

见卓识，使侯、李的际遇和明末政治斗

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有力突出了“借

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一主题。

圆版
语言建构

员.阅（“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不可
能是真心的”错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

情感是极为复杂的，在课本节选部分

中体现出的怀念的态度是真心的。）

16.淤以游人的喧闹写西湖风景：
开头三句写豪贵子弟骑着高马徜徉在

西湖边，乐声飘荡在水面上，以游人之

多、之乐表现西湖之美。于以自己的直
接感受写西湖美景：四、五两句写作者

感觉不是知音不宜到这里来，在此可

以尽情地唱歌、饮酒、吟诗，表现西湖

之令人亲近和陶醉。盂运用比喻，以自
己关于西施的联想写西湖美景：最后

三句想象山如西施弯起的秀眉，柳如

西施蓬松的鬓发，又写睡足初醒的西

施见到西湖会喜欢到极点，生动形象

地表现了西湖的淡雅之美。

17.（员）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圆）千里澄江似练 翠峰如簇

（猿）没来由犯王法 不提防遭刑宪

18.D（琳琅满目：满眼都是珍贵的
东西，形容美好的事物很多。五花八门：

比喻变化多端或花样繁多。根据语境，

应填“琳琅满目”。爱不释手：喜爱得舍

不得放手。爱毛反裘：古人以毛朝外为

正，为了爱惜毛而将皮衣反过来穿。比

喻不重视根本，轻重倒置，贪小失大。

根据语境，应填“爱不释手”。蔚然成

风：形容一件事情逐渐发展，盛行，形

成一种风气，多指好的风气。靡然成

风：相互跟风，群起效尤而成风气，多

指不好的风气。根据语境，应填“蔚然

成风”。足不出户：脚不跨出家门，形容

不与外界接触。足不履影：比喻循规蹈

矩。根据语境，应填“足不出户”。）

19.C（原句语序不当，“利用”与“发
掘”应互换位置；缺少成分，在“寻找红

色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后加上宾语

中心语“的对接点”。A项，缺少宾语，删
掉“自”“之后”；缺少宾语中心语，在

“寻找红色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后加

上宾语中心语“的对接点”。B项，语序
不当，“利用”与“发掘”互换位置。D项，
缺少主语，删掉“自”“之后”；语序不

当，“利用”与“发掘”互换位置。）

20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是本体，“是”为比喻词，“沃土”是

喻体，从而构成比喻（暗喻）修辞。把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比作

“沃土”，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红色文创设

计中所起到的作用，表达了对红色精

神的景仰之情。

21.B（后文“以至于成为我们判断
是非、纾解情绪、体现价值、张扬个性

的重要载体”的是“网络舆论场”，据此

可排除 A、C两项。比较 B、D两项，B项
更加突出强调网络舆论场影响“如此

巨大”，与语境更相符。）

22.淤千年绝唱 于网络交流 盂需
要保持公共理性

23.参考立意院（1）做事情讲究方式
方法；（2）学会转变思维方向；（3）制度
与习惯的养成；（4）悲悯的人生情怀。

第 8期

3版
叶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渊节选冤曳

不赞同。选段中的主人公探春是

个有才识的人物，她对家庭中的黑暗

腐朽的现象和明争暗斗的局面有比较

清醒的认识。她对抄检大观园十分反

感，而且立即表现在主动迎击上，并发

出了悲愤、痛惜之言。她伶牙俐齿，能

言善辩，见识深远，有真知灼见，不畏

强权，敢作敢当；对王熙凤的三次“冷

笑”和打王善保家的时的“登时大怒”，

写出了探春刚强、刚烈的一面；“不觉

流下泪来”写出了她洞察贾府未来时

的悲愤与痛惜之情。大观园内的人把

探春比作有刺的玫瑰花，这说明她的

形象是美丽的，但却也是不好惹的。

4版
叶晴雯之悔曳

1.晴雯即便是在这样的落魄情况
之下，都没有妥协。这样做是她对使她

蒙冤的黑暗势力的抗议，这种光明正

大、敢作敢当的精神就是晴雯的本色。

2.晴雯，她的快言快语，她的敢说
敢骂，她的口直心快，她的天然美貌，

她的反抗精神，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

的荣国府，是不会被容忍的，必将遭到

残酷的镇压，是注定要被葬送在时代

的坟墓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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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悦（淤是舞台说明，提示演
出时周朴园扮演者的动作。于结

合文意可知是鲁侍萍的独白。盂是周
朴园对鲁侍萍的问话。）

猿.月
语言运用

员.（员）粤（鼓吹，宣传提倡，吹嘘。鼓
动，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

使他们行动起来。根据语境，应该用

“鼓吹”。顾及，照顾到，注意到。涉及，

关涉到，牵连到。根据语境，应该用“顾

及”。踌躇满志，形容对自己取得的成

就非常得意，多有褒义。错综复杂，许

多东西交叉牵连，情况多而杂。根据语

境，应该用“踌躇满志”。祈望，殷切地

希望、盼望。期望，对未来的事物或人

的前途有所希望和等待。根据语境，应

该用“祈望”。）

（圆）悦（画波浪的句子语病为中途易
辙，根据话题一致性，第二个分句使用

把字句，不换主语，据此排除 阅项。粤、月
两项中“吸收和借鉴”语序不当，应为

先“借鉴”后“吸收”。）

（猿）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赋予
“情绪”以“奔涌”的动作，化抽象为具

体，把“情绪”具体化，形象生动地表现

出《雷雨》中人物情绪的剧烈波动。

圆.粤（该段文字论述戏剧的矛盾冲
突。“它”指的是戏剧，应该把于放在前
面，虞接着说“冲突”，是矛盾的结果，

于虞应该放在一起。淤是示例，愚是
《雷雨》中矛盾的具体化，榆顺承愚，盂
是写《雷雨》矛盾冲突的效果。故答案

为：于虞淤愚榆盂。）
猿.示例院鲁侍萍的年纪约有四十七

岁，鬓发已斑白，面貌白净，看上去也

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光有

些呆滞，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但是在

她那秀长的睫毛和那圆大的眸子间，

还寻得出她少女时静慧的神韵。她的

衣着朴素，旧蓝布裤褂，很洁净地穿在

身上，远远地看着，像大户里落魄的妇

人。她的高贵气质和她丈夫的鄙俗、奸

伪形成强烈的对比。她的头上包着一

块白布巾，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她

说话爱微微地笑，尤其因为刚见着两

年未见的女儿，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

快乐的光彩。她的声音很低，很沉稳，

语句说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齐整，

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的笑

窝，让人想起四凤笑时嘴旁那对浅浅

的窝影。

猿版
戏剧的潜台词

员.示例院淤她现在与你已经没有什
么关系了。于根本就无所谓什么亲戚。
盂她没有死，现在就站在你面前。榆那
次她母子被人救起了。

圆.淤“现在，三岁的娃娃也行”，言
外之意是现在的治安好了，不必担心

偷、抢等过去常见的事件的发生。于
“你简直不是这年头儿的人”，言外之

意是现在的人们翻身做主，不必再害

怕遭受恶霸、流氓的迫害和恶劣环境

的威胁。

源版
叶西厢记渊节选冤曳

示例院用比喻手法描绘琴声，与白

居易《琵琶行》写乐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初时，莺莺不辨何处声响，怀疑是“宝

髻玲珑”“环珮叮咚”，又怀疑是风摇

“铁马儿”、“金钩”敲窗；继而莺莺被这

种美妙的声音触动，觉得如同寺庙撞

钟、疏竹潇潇、尺剪相碰、“滴响壶铜”，

并听清琴声“近西厢”“在墙角东”，逐

步展示出莺莺对琴声中意境的理解。

此时，莺莺已猜测到弹琴之人是张生。

琴声，最终促成了莺莺的情感融通。

叶琵琶记窑寻夫曳

内容：赵五娘上京寻夫，行前绘公

婆画像为念，并在坟前哭别公婆。

特色：曲词宾白浅显易懂，很少用

修辞，平易婉转，自然天成。

叶牡丹亭窑游园渊节选冤曳

员.情绪转变：晨起时的怀春怅惘，
妆扮时的自惊美艳，游园时的感春自

叹，游园后的幽怨惆怅。

圆.艺术手法：借景抒情，妙合无间。
如“袅晴丝”二句。语言特点：典雅华

丽，含蓄委婉。如“良辰美景”二句。

第 7期
1尧2尧3版

叶第二单元测试题曳

1.C（“角色”错，依据原文“‘脚
色’和一般的戏剧术语‘角色’之间，有

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每个脚色都有其

按例应该负责扮演的众多戏剧人物，

即许多‘角色’”，“戏曲的脚色制指戏

班、剧团里的所有演员都分门别类，归

属于各自的‘行当’。每个戏曲演员都

有其相对固定的具体分工，分别司职

扮演某一类戏剧人物，是谓‘脚色’”可

知，应是“脚色”。）

2.D（A.曲解文意。不是“是由‘引
舞’‘戏头’直接演化而来的”，是由“引

戏”“末泥”直接转化而来。B.曲解文意。
原文为“就在‘副净’转化为‘丑’的同

时，其表演上的特色与‘净’开始出现

明显区隔，变为两个行当”。C.曲解文
意。依据原文，应该是“仿佛都更近于”

而非“它的源头是”。）

3.C（A.曲解文意。依据原文，戏剧
的代言体明显“与古典诗歌的代言体

闺怨诗实现代言的途径”不一致。B.曲
解文意。依据原文，“观演双方的默契”

是建立在“戏剧表演者所运用的艺术

化手段”，而非“借扮演这一艺术手段

完成向人物的转化”。D.曲解文意。依据
原文，“脚色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演

员与角色人数不对等的矛盾”。）

4.示例院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不受

演员和角色界限的限制，从而能以方

式的丰富性实现与观众交流的自由

性，这正是它优于西方戏剧之处。

5.材料一院淤引用论证：引用延保
全的话佐证戏曲成熟前，脚色制已具

雏形，使论证更具说服力。于举例论
证：列举“旦”等的演化来源，佐证从雏

形到完备的脚色制，脚色的称谓有明

显的变化，来增强观点的可信度。

材料二院对比论证：将中国传统戏

曲与西方戏剧进行对比，来论证中国

戏曲表演的自由性（“中国戏曲不刻意

追求演员和角色合一”也可以），使观

点突出。

6.B（“被诬陷和王著刺杀阿合马等
有关，因而被捕”有误。由选文中狱吏

说的“你的案情越扯越大了”和叶和甫

告诉关汉卿王著刺杀阿合马和郝祯的

事情之后关汉卿的反应来看，关汉卿

并非是因为王著刺杀的事情被捕的，

刺杀事件是被捕后发生的事情。）

7.D（“仅从正面对关汉卿进行描
写”有误，文中也有侧面描写，比如用

叶和甫的卑鄙无耻反衬关汉卿的刚强

不屈。）

8.淤关汉卿宁折不弯，坚持写《窦
娥冤》，坚持演出，振奋了民心，震慑了

坏人。于关汉卿不受名利诱惑，不受威

逼胁迫，具有浩然正气。盂关汉卿疾恶
如仇，把前来“劝说”他的叶和甫打倒

在地。这些都体现了关汉卿面对威逼

利诱不妥协、不退让的“铜豌豆”的性

格特征。

9.淤关汉卿与叶和甫的正面矛盾
冲突。于王著等人和阿合马的矛盾冲
突。盂还有主人公面对名利诱惑及生
死抉择的内在矛盾冲突。

10.粤
11.月（刑部职掌国家法律的审定。）
12.悦（“皇帝把申时行发配到徐闻

任典史”错，原文“帝怒，谪徐闻典史”

是说皇帝把汤显祖发配到徐闻任典

史，后又调任遂昌任知县。）

13.（1）于是那些无耻之人，只知道
自己对当权者进行巴结。所得到的爵

位和俸禄，也只认为是当权者所给。

（2）辅臣不违背先例给人富贵，不
显示出恩惠，是既定法令的可惜。

14.淤拒绝张居正的邀请，不依附
权贵；于敢于指责皇帝的权威，不惧权
威；盂揭露贪官污吏的不良风气，不同
流合污。

15.C（“用比拟的手法”错，应是比
喻和联想。远处的青山在雨后像极了

美人深翠的眉毛。在迷雾中的柳丝，正

层层叠叠，像美人蓬松的头发。“颦”字

可以让人联想起西施皱眉的美好姿

态，具有画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