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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广东省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大学语文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

目要求） 

1． 战国时期，提倡“王道”，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是（    ）。 

A．墨子 B． 孟子 

C．庄子 D．韩非子 

2． 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是（   ）。 

A．《左传》 B． 《史记》 

C．《国语》 D．《汉书》 

3． 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是（    ）。 

A．《饮酒（其五）》陶渊明 B．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C．《古风（其十九）》李白 D．《沈园二首》陆游 

4． 《枕中记》中，在梦里经历了宦海风波的人物是（    ）。 

A．段太尉 B． 吕翁 

C．张中丞 D．卢生 

5． 下面属于长篇叙事诗的是（    ）。 

A．《哀郢》屈原 B．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 

C．《长恨歌》白居易 D．《秋兴八首》杜甫 

6． 下列人物中，与尤袤、陆游、杨万里并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是（    ）。 

A．范成大 B． 王安石 

C．辛弃疾 D．秦观 

7． 从探究人君的职分入手，激烈抨击封建帝王“家天下”思想的作品是（    ）。 

A．《晏子对齐侯问》 B． 《赵威后问齐使》 

C．《谏太宗十思疏》 D．《原君》 

8． 下列人物中，不属于桐城派三祖的是（    ）。 

A．方苞 B． 姚鼐 

C．王夫之 D．刘大櫆 

9． 下列作品中，属于袁枚的作品集是（    ）。 

A．《鲒埼亭集》 B． 《小仓山房诗文集》 

C．《板桥集》 D．《海峰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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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选项中，作者和作品对应正确是一项是（    ）。 

A．傅雷《故园之恋》 B． 柯灵《谈美书简》 

C．朱光潜《谈文学》 D．钱谷融《乡土情结》 

11．鲁迅的杂文《论睁了眼看》，其主题是（    ）。 

A．批判“瞒和骗”的思想和文艺 B． 对铁和血的赞颂 

C．追悼“五卅惨案”的烈士 D．反对虚生先生的世事短评 

12．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代表是（    ）。 

A．从维熙 B． 陆蠡 

C．施蛰存 D．迟子建 

13．下列选项中，钱钟书的散文集是（    ）。 

A．《管锥编》 B． 《七缀集》 

C．《谈艺录》 D．《写在人生边上》 

14．宗璞在《哭小弟》中回忆的小弟是（    ）。 

A．冯友兰 B． 冯钟越 

C．王三胜 D．王淡人 

15．契诃夫的小说《苦恼》的主人公是（    ）。 

A．老车夫 B． 军人 

C．驼子 D．年轻车夫  

 

二、古文翻译与断句题（本题共 10 小题。解释加点的字，每小题 1分，句子翻译每小题 2

分，断句 3分，共 16 分） 

（一）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字。 

16．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17．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18．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19．为此传颇详密，恨．有阙者。 

20．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二）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21．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22．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23．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24．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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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下面的短文断句（3 分） 

25．陛 下 德 日 新 政 日 举 赏 罚 施 置 仰 当 天 意 俯 合 人 心 则 赵 氏 安 而 

社 稷 固 不 然 则 宗 社 危 而 天 下 乱 其 间 盖 不 容 发  

（选自《宋史·程俱传》） 

 

三、名句默写题（本大题共 8小题，任选 6题，多选只按前 6题计分，每空 1 分，共 6分） 

26．鸟飞返故乡兮，_____________________。（屈原《哀郢》） 

27．俯视洛阳川，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李白《古风》） 

28． ____________________，但见群鸥日日来。（杜甫《客至》） 

29． ____________________，宛转峨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 

30．纵一苇之所如，____________________。（苏轼《赤壁赋》） 

31．梦断香消四十年，____________________。（陆游《沈园两首》） 

32．洞庭青草，近中秋，____________________。（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33．我最怜君中宵舞，_____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贺新郎》） 

 

四、阅读题（本题共 3小题，共 23分） 

34．阅读下文，回答问题。（10分） 

 

时光短笺 

袁哲生 

近日整理房间时，从书柜里翻出一个牛皮纸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十张各式各样的

小纸条。我将这些纸片撒在地毯上，坐下来细细端详，一些零碎而尘封的往日时光，便如细

雨一般地飘下来。 

那是从前求学的阶段，陆陆续续搜集起来的便条纸，每一张小纸片，注记了一次“来访

不遇”的浮生掠影。人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从这些字条上的留言看起来，却

也未必如此。或许就是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留言大多是无关痛痒，甚或几近戏谑的只字片语，

所以才益发显出它们的可贵。 

“我要回家了，你呢?    正文” 

“如果没下雨的话（万一），请浇水    Johnson” 

“瓦斯炉又变好了    302室” 

我没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一些生活中飘零的片段，往往因此灰飞烟灭，恐怕再也无缘想

起。因此，这些当年无心收起，未随手扔进纸篓的短笺，竟成为另一种日记，或是一串记忆

的钥匙，让我重温了一些生命中的片段，这些不起眼的片段，因为零碎，所以显得特别亲切，

它们像是那些历史之网无法捞取的细小水珠。 

我坐在地毯上，急切地再拾起一些纸片来读，有的字迹潦草，中英文夹杂，字条的主人

随意地在笔记纸、红包袋，甚至卫生纸上面留下了几行字；也有的笔笔工整，且引经据典，

从一丝不苟的笔画间，仿佛可以看见留言的人正站在我的门外，有板有眼地写字的模样。-

张张泛黄的纸片一一从我手中滑过，重新拾回的往事便又溜回我的生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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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纸片当中，还有一张是未署名的。 

“你的朋友送报生送你一袋报纸” 

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被写在半张日历纸的空白角落上，形成一个直角的转弯，笔画歪斜，

墨迹很轻，顿笔稍重的地方刺出一些小圆孔，看得出留言的人是临时撕下一截墙上的日历，

然后随意垫在手掌心上写下的。笔出无奈，署名自然也就免了。 

这样匆匆写下的一小句话，带给我许多的臆测和怀想。我记不得何时曾收到过一大袋过

期的报纸，以及何时有过一位送报生朋友或同学。我收到那堆报纸的时候是惊喜或是不知如

何是好?我是否好好地把它们读了一回，或是转送给别人了?还有，这带着点无奈和机智为我

留言的善心人士是谁？从字迹上看来是个男生，他当时正在做什么呢?当我的友人气喘吁吁

地提着那一大袋“礼物”来给我时，是否因而无心地打断了一位正在写诗的青年? 

那些往事的细节，我已无从得知了，一整夜的遥想，依旧还是无声地消失在汩汩流去的

时间之河里，河面上稀稀疏疏地漂浮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纸片，向更远处流去。 

（本文有删改） 

（1）请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3分） 

（2）那张没有署名的纸片为何引起作者更多的臆测和怀想？（3分）  

（3）文章以“时光短笺”为题，你是如何理解的？（4分） 

 

35．阅读下面的文言文，按要求答题（7分） 

初，太祖侧微，普从之游，既有天下，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达，谓普曰：

“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复言。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

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

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普性深沈有岸谷，虽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

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

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

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

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

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1）在太宗的引导下，赵普的言行发生了什么改变？（3 分） 

（2）赵普的“以天下事为任”体现在哪些方面？（4 分） 

 

36．阅读下面的古诗，按要求答题 

寄华玉 

徐祯卿 

去岁君为蓟门客，燕山雪暗秦云白。 

马上相逢脱紫貂，朝回沽酒城南陌。 

燕山此日雪雰雰①，只见秦云不见君。 

胡天白雁南飞尽，千里相思那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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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雰雰：雨雪纷降的景象。 

（1）这首诗主要用了对比手法，请结合全诗具体分析。（4 分） 

（2）诗人为什么说“相思那得闻”（2 分） 

 

五、作文（本题 40分） 

37．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限”，资源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始终是一对矛

盾，穷奢极欲，必然带来自然资源匮乏，一味抑制需求，就会阻滞生产力发展，从而失去探

索更多新资源的可能性。 

上述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字数不少于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