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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华侨港澳台联考—中文大阅读训练题库 13-13 

编写：北京博飞华侨港澳台中心 

阅读训练 1 

中国人的山水观 

罗兰 

①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游山玩水，是持着纯欣赏的态度，而西

方人则是抱着征服的“壮志”。 

②过去中国人谈游山，从未见有人说他“征服”了某个冰封雪冻的高山而引以为傲。中国

人游山是欣赏它的深邃幽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含蓄之美，所以说是“寻幽探胜”。

“寻”与“探”，都意味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赞叹激赏之情。唐朝诗人常用山林来造境，以表

达他们的禅思和对大自然的喜爱。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是“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

满地”的生机，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幽谧，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的隐逸，是在入世的生活中，奋斗浮沉之余，给自己的心灵寻访一个自由逍遥、无人干扰

的空间，使人间桎梏得到解脱。所以，中国人游山是纯然精神上的快乐与解脱，绝无一丝

欲“征服”而后快的敌意。 

③再看中国人对水的态度，也与西方人有所不同。我常觉得中国人都是天生的道家，而道

家哲学的具体象征就是“水”。从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庄子的《秋

水》，借河伯与海神若来比喻见识的小与大，再到《渔父》，借江上渔父来象征一种不屑世

俗仪节的超然，都是用“水”来给人造成浩阔博大的思想境界，然后才对照出个人的渺

小。因此，中国人游山玩水的“玩”，是“玩味”的“玩”，而不是介入其中的玩。文人乘

月泛舟，静态多于动态，用心灵多于用体力。最高境界的“玩水”，是像苏东坡赤壁赋里的

玩法，是静观的。由观赏“澄江似练”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而想象到

自己可以“羽化而登仙”，最后体悟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

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也……”的哲思。用这种哲思来面对世界宇宙，则不会演变成杀伐黩武或破坏自然生态的

可怕结局。  

④中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我们几乎可以从日常一切活动之中提炼出令人感动的意义。即

使游玩，也不强调表面的体力活动。历来文人与武人都不鼓励匹夫之勇，他们饮酒是为了

赋诗，游山是为了寻真，玩水是为了旷怀，郊游是为了陶冶性灵。旅行家徐霞客或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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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他是为了探寻地理山形，不是纯欣赏，但也未闻他以“征服某山”自我夸耀，他只

是向大地求知而已。  

⑤中国人欣赏山水的态度也可以从山水画中看出。国画中绝少穷山恶水，纵使孤峰插云，

仍不会给人险恶的感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后人临摹王维的《雪石图》、燕肃的《寒岩积雪

图》，都使人觉得幽静之至，却又深藏着生机，而不使人感到惊惧可畏，望而却步。这是中

国古人借艺术所表达的对世界的善意与爱惜，显现温柔敦厚之美。使人无论读诗看画，在

孤高超诣之中却能感到无限的温和与安慰。  

⑥“征服”，是人与自然站在敌对立场，来显示人类的强大。事实上，人类只可以“到达”

却并不能“征服”。用“征服”的心情，专找穷山恶水去冒险，和中国式的游山玩水，在趣

味上和格调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敌对，后者是爱惜。  

⑦人类有史以来，确实克服了无数自然界的阻力，创造了文明，这是值得夸耀的一面，但

人类真正的成功，还是要与自然合作而善用自然，因“征服”而贬损了对自然界的欣赏，

固非人类之福；因“征服”破坏了自然界运行的秩序，恐怕更是人类之祸了。 

                                                                    （有删改） 

1.中国人对山水的“纯欣赏”态度有哪些表现？请结合文意概括作答。（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章第④段中举旅行家徐霞客一例的作用是什么？请简要分析。（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本文行文自然，层次清楚，请具体分析文章的行文思路。（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文章结尾作者说“人类真正的成功，还是要与自然合作而善用自然”,你怎样看待这个观

点？请结合生活实际简要谈谈你的理解。（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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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训练 2 

逃  离 

               郭静娟 

 食堂门口有一棵树，向着横斜里伸展着几根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树枝，枝上随意点

缀着些浓淡不一的绿。每每傍晚时分，我从那里走过，看它在夕阳里静静站立，就像站立

在油画里一般，说不出的拙朴与奇异，天边的云霞有时绚丽有时深沉，仿佛是多变的背景

音乐，让它不变的姿态有了韵律，日日夜夜为我们诠释着风格迥异的美。 

    有一天，我终于因它而驻足，在暮色里出神。 

学生时代的我们，没有丰富的生活，书本就是我们的天，不能沉醉却别无选择，按照程式

完成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一次次角色的转换，终于可以逃离书卷校园。“狂喜”远

不足以形容心情，虽然有着同吃同住的姐妹，但各奔东西的伤感，怎么也挡不住我们匆匆

离去的脚步。踏入绮丽的大千世界，看到生活正热情地招手，逃离的快感如山高如水长。 

快乐只是一层薄薄的面纱，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一阵流浪的风吹远了。 

    琐碎的日子流水无痕，夹着落叶的缤纷。遥想生活的时候，它是美的形态，投身其中，

才感觉锋芒般锐利。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玩笑》中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

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

里。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黑色幽默，让渺小的人们难堪无助。” 

    只有逃离，逃离成了我们本能的选择。某个地方，某个人，某项工作，某种羁绊，只要

感觉不再需要不再快乐，我们就变得脚步匆匆，张望起别处的生活，仿佛那里到处闪耀着

快乐、自由、幸福、梦想的诱惑之花。可是当我们怀着某种虚幻的愿望，极力想在生活的

秋千上荡到生活的最高处，最终回到的，却是它原来的位置。 

生活在我们逃亡的背影里开怀大笑。我们早已成了生活的一分子，无处可逃。 

开始喜欢旅行，希望别处的风景时时宜人，以为陌生和距离可以滤去尘沙，呈现哪怕不真

实的美丽。在千山万水中惊鸿一瞥，在浮光掠影中雁过无痕，却只是偶尔惊艳，少有惊心

动魄，兴味盎然而去，带着些许失落归来，风景地从来热热闹闹，只是没有我们逗留的理

由。 

心寂寞，世界所以寂寞；花开遍地，有人看到的依旧是寂寥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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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最心爱的诗歌之一-----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

月来相照。”羡煞了诗人有那样的勇气，逃出芜杂的尘世，和明月为伴,与清风为友，自由

地引吭高歌，仿若遗世独立，静美至极。可在那幅想象的图画里，我常常咀嚼出百般的孤

独，在空旷的世外山谷里只身独处，竟让我有些不寒而栗。纵有推窗邀月的情怀，纵有把

酒临风的洒脱，能够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牢笼藩篱。可以逃离现实的喧器，终逃不过

那漫无边际的寂寞命运。 

    生活的网无处不在，看着眼前这棵奇异的树，我明白，无需逃离。被刺痛着，也要承

受。琐碎和锐利只是生活的假象，犹如玫瑰的刺，扎手之后，是芬芳的娇艳。 

与其逃离，不如归来。 

逃离是一种懦弱，沉醉却是我们最好的归宿。就像这棵树，独自站立，也可演绎风情万

种，醉了路人。生活不在别处，就躲藏在我们心里，微笑着等待我们转过身来。 

1．回答下边两个问题。（6 分） 

   （1）逃离者想象中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接触了生活实际后又有怎样的感觉？（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为什么逃离者从风景地归来有“失落”感，觉得那里“没有我们逗留的理由”？

（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逃离者后来认识到王维《竹里馆》所描写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怎样的生活？（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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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琐碎和锐利只是生活的假象，犹如玫瑰的刺，扎手之后，是芬芳的娇艳。”（文中画线

的句子）这是个比喻，这个比喻有怎样的含意？（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文章所描写的这棵树象征着一种人，一种什么样的人？（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训练 3 

古  藤 

王剑冰 

翻下来，腾挪上去，再翻下来，再腾挪上去，就像临产前的巨蟒，痛苦地不知如何摆放自

己的身体。又似台风中的巨浪，狂躁不安地叠起万般花样。 

这该是多少藤的纠缠啊！洋洋洒洒不知多少轮回。可主人说这只是一棵藤时，我吃惊了。

怎么能是一棵藤呢？但它确实是一棵藤，一棵独立的藤，学名叫“白花鱼藤”，属稀有的物

种。 

好美的名字，有色有形，诗意盎然。 

这棵藤距离何仙姑家庙不远。说它沾了何仙姑的仙气，或何仙姑沾了它的仙气也未可知。

《仙佛奇踪》说：何仙姑为广州增城何泰的女儿，生时头顶有六条头发，经常在山谷之中

健行如飞。传说武则天曾遣使召见她去宫中，入京的途中何仙姑突然失踪。之后百日生

仙。这之后还有人为吕洞宾与何仙姑罩上了感情色彩。说何仙姑成仙返回家乡，在家庙的

树林里乘凉，师傅吕洞宾欣然而往，匆忙间用神仙拐杖叉住了何仙姑的绿丝带，何仙姑掩



        北京博飞--华侨港澳台培训中心 

 

北京博飞教育中心                                           网址：http://www.pkuzyw.com 

面飞往天庭，吕洞宾丢掉拐杖去追何仙姑。于是，仙姑的绿丝带化作了盘龙古藤，吕洞宾

的神仙拐杖也变成了支撑古藤的大树。当然这只是传说，但我仍然会恍惚间把这藤想成是

何仙姑长长的六条头发。 

我敬慕地站立着，品读着这棵意象万千的古藤。 

它一定受过无尽的苦痛。风雨剥蚀过它，雷电轰击过它，战火遭历过它，它依附的大树，

长大，长高，长老，直到一个夜晚轰然倒塌。那伤感的声音，把一棵藤的后半生弄得不知

所措。现在那棵树只剩下一段冒出地表的枯树桩。 

藤，身子一半已朽，一些枝条乱于风中。 

藤，要么死亡，要么活着。 

无有依托就不再存有想法，就像失去娘的孩子，自己为自己做桩，自己为自己相绕，直立

而起，倒下，再直立。藤留下坚毅、痛苦、挣扎的过程。1300 年风霜雨雪，把它变成根，

变成树，变成精。 

藤，木的典范、水土的凝铸、生命的阐述。像不羁的狂草，有重笔有轻染，有淋漓的汁

点。 

因也就想到，一位 90 高龄书家出席一个集会，有人上前搀扶说，您老气色不错啊。老人

说，色没有了，气还有。而看这藤，乃真气色。据悉，藤依然 6 月开花如瑞雪，而后还结

果，花开季节，芬芳遍地，香气袭人。那该是多么迷人的意境啊！ 

人其实同藤一样，从一点点爬起，活得不知有多艰难。要依靠亲人，依靠师长，依靠领

导，依靠社会。要学着做人，学着生活，学着应付，学着面对。 

见过一些社会底层的老人，这些人多是农家人，田间里辛劳一生，慢慢地累弯了腰，在墙

角路边聊度余生，那腰也就更像一棵藤。我还在医院里看到一个老态女子，弯了的腰使头

几乎垂于地面，走路时双手撑在脚上，脚挪手也挪，身子像个甲壳虫。如果不是住进了产

房，你几乎忽略了她是一个女人。可她确确实实地生出了一个孩子，成为一个母亲，那是

个大胖小子呢。这个枯藤一般瘦弱的女人，总是弯曲着身子，幸福地搂着她的白胖的儿

子，那是她身上滋长出的嫩芽，是她生命的又一次接续。她不需要谁的同情与搀扶，她诠

释了一个生命。 

我们试图找到白花鱼藤的起点与终点。很多的人绕来绕去，终不得结论。它没有根吗？没

有头吗？也许真的就找不到答案了，它不再靠根活着，不再靠头伸展，只要生命在体内一

息尚存，就以藤的个性，滋生、蔓延、上升、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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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开始同这棵藤照相合影，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它真不同于一棵树、一束花。

有的干脆坐在了它弯曲的躯干上，于是又有一些人坐着或趴上去，我真担心它那枯老的身

子会突然颓毁。但藤承受住了，为了我们的某种满足。 

我们热热闹闹地走后，它还将留在那里，守着它的岁月，守着它的孤独。当然也守着倔强

的形象，被人凝注，被人思索，被人景仰。 

（选自《人民日报》2008-01-07 第 16 版） 

16．联系上下文，说说“可主人说这只是一棵藤时，我“吃惊了”，“我”为什么“吃惊”?(4分) 

                                                                                

                                                                                

17．联系全文说说作者对“这棵意象万千的古藤”做了怎样的“品读”?(6分)  

                                                                                

                                                                                

                                                                                 

18．文章叙述了何仙姑与吕洞宾的传说和年老女人生子的故事，有什么作用?(4 分) 

                                                                                

                                                                                    

                                                                                 

19．本文主要采用了什么写法?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 分) 

                                                                                  

                                                                                

 

 

阅读训练 4 

 

孔      尚      任 

只因为有了一个孔子，二十多个世纪里，弹丸之地的曲阜，竟能持续地成为偌大中国的精

神“圣地”。按说，作为孔子的正宗后裔的孔尚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他的“本职

工作”。但是，不知怎么地，这个正宗的儒生却也喜欢山水，而且有时还喜欢得有点痴迷。

与炙手可热的曲阜对峙着的石门山，就是他最为痴迷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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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在他应童子试入学成为诸生、大张旗鼓地读经的青少年时代，肯定游过石门山，

并从中触到了学问中没有的娱悦，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被大自然根植于人性中的娱

悦。 

但是，毕竟山的近旁就是热得发烫的曲阜城，就是可以接近皇帝的名利场。对于中国的儒

生士子们，它或许比清冷的石门山有着更加摄魂的魅力。1684 年，孔尚任“仰天大笑”出

石门，由曲阜而京城，混得了了个国子监博士的头衔。 

但石门山，终究成了孔尚任最后的归宿。也许他到底也没有弄明白皇帝为什么要冷落自

己。毫无疑问，敏锐的康熙感到了孔尚任身上那股“皇恩”无法控制的生命的娱悦，一种

虎啸深山、鹰击长空、鱼游湖海的娱悦。  

要成就功名，就得作媚态，做鹦鹉，痛苦是难免的了；要保持生命自然无拘的状态和人格

的独立，就绝难成就功名，苦恼也是难免的了。中国的士子就处在这种要么降志要么辱身

或者降志又要辱身的境地。而当心被痛苦与苦恼交相折磨的时候，心便像河流一样汩汩流

动了，流动着自己的思考，滚动着自己的情感，流动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渴望，流动着人

性的回归，也流动着反叛与抗争。在这汩汩地流动中，痛苦着的心灵就满溢着生命的娱悦

了。谁能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酥，心里只盛痛苦而不是流动着巨大的生命的娱悦呢？ 

穿过历史，我趟过京城与石门之间的那条孔尚任新鲜如昨的心河。 

能和石门心性相契，那是一定有着和名利场的京都、甚至和传统儒学名教相反的品性的。

其父孔贞璠，明朝举人，曾经抗清，博学多才，崇尚气节，进入清朝以 养亲不仕。他能不

在儿子身上留下痕迹吗？而和不仕于大清王朝的明朝遗士的接交，更可以看出孔尚任独立

拔俗的品格。当掌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清帝，威逼利诱都不能使这些遗士与大清为伍的时

候，一个文弱的书生却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他认同了“向人难折病时腰”的气节，而淡忘

了浩荡的皇恩。  

      真正使压抑、郁积的心性得以舒展的，还是沉浸于《桃花扇》的创作中。非扭曲性

灵不能混迹于官场的痛苦，“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的苦恼（韩愈《与崔群

书》），都化作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痛苦在笔端化作瀑布，化作醇酒，浇自己的块垒，也

浇天下人的块垒，幸福的快意便在心头漫溢了。1699 年 6 月，“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的

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惨淡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桃花扇》。这部长篇历

史剧从明朝的灭亡，烛照出一个腐朽的制度和一郡腐败的官僚，也塑造出一个忠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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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气节而又才貌双全、胜过须眉的秦淮名妓的光彩形象，加之少有的悲剧结尾和极高的

艺术价值，使其立刻轰动朝野 ，市井街谈巷议，百官争相传抄，演出“岁无虚日”。 

这不能不引起对知识分子深存戒备之心的封建统治者的警觉。数月之后，孔尚任便被莫名

其妙地永远罢官了。 

皇帝与山水，都与中国知识者结下了难解之缘，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造成了

他们双重的性格和矛盾的人生。所幸的是中国知识者与山水的缘分要原始得多深刻得多，

不管皇帝的影响再漫长，再暴烈，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山水在中国知识者灵魂深处引起的

共鸣，只要不能将他们全部杀尽，就无法使他们全部变成俯首贴耳的奴仆。因为人就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从他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大自然的胎记，自在，尊严，思索，创造，平

等。而知识者，又是人类文明的先锋和人类中最敏感者。 

曾经印遍孔尚任足迹的石门山，而今在它的最高处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归”字，向着游人

迎面而来，犹如一声深情而悠长的呼唤。 

1．“穿过历史，我趟过京城与石门之间的那条孔尚任新鲜如昨的心河。”请赏析这句话。 

                                                                                

                                                                                

                                                                                  

2． 第十一段作者说一个“归”字，“犹如一声深情而悠长呼唤”，作者“呼唤”的是什

么？（2 分） 

                                                                               

3．请根据文章的内容，概括孔尚任受冷遇的原因。（6 分） 

                                                                                                 

                                                                                

                                                                                

4．联系全文思考：作者有文中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石门山”，这是为什么？ （6 分） 

                                                                            

                                                                                

                                                                                

 

 



        北京博飞--华侨港澳台培训中心 

 

北京博飞教育中心                                           网址：http://www.pkuzyw.com 

阅读训练 5 

 

 

青 山 行 

季宇 

     ①初秋的一天，我们乘车来到马鞍山，开始向青山进发。车窗外，江南的景色一一掠

过，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安静的集市，宁静的原野，就连秋日的阳光也暖洋洋的，飘浮

着令人向往的闲适。当涂的秋天是富有诗意的，可就在这一片安宁恬淡之中却充满了令人

心动的喧哗。 

    ②这都是因为李白啊！ 

    ③这位“千古一诗人”与这块土地有着不解之缘。据考证，李白一生七次到过当涂，并终

老此地，埋骨青山。可以说，当涂的山山水水印满了李白的足迹，也一次次激荡起诗人奔

放的情怀和灵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当涂才使我们备感不同寻常，踏上这块土地，就连

我们的呼吸也充满了浓郁的诗情。 

    ④渐渐地，青山出现在了眼前。秋天的青山是丰盈的，也是朴素的。这是一个绿的世

界，到处草木盛开，一片葱茏。据说，以前这里曾经长满了枫树和野菊，每到秋天，漫山

红遍，野菊怒放，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一千多年前，伟大的诗人李白就常来这里，

登高望远，饮酒作诗，消磨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 

    ⑤今天的青山墓园掩映在一片松柏苍翠之中，显得古朴而肃穆。屹立于墓前的石碑，高

五尺有余，上刻“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出自杜甫之手笔。山风轻拂着，仿佛在轻声诉

说；墓园上芳草萋萋，树影婆娑；远处偶有鸟鸣传来，四周一片宁静。置身在这样的幽静

中，极目远眺，李白笔下的山水宛如一幅水彩画缓缓展开──呵，山与水，水与天，紧紧相

连，融为一体，迷迷蒙蒙的景色，带着些许梦幻。在这梦幻之中，历史仿佛向我们走来…… 

    ⑥青年李白第一次踏上当涂的土地，只有 25 岁，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那时的诗

人气宇轩昂，踌躇满志，抱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和“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梦想，“仗

剑去国，辞亲远游”。一路上，他飘飘若仙，豪情万丈，南下江陵，游洞庭，溯湘江，之后

抵江夏，继而登庐山，下金陵，并来到了当涂。那也是一个秋天啊，艳阳高照，或清风明

月，诗人沿着长江，泛舟而下，一路上美景如画，诗酒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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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天宝六年，这是李白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长安三年，他屡遭谗毁，饱受打击。离开

长安后，他带着满身伤痕，再次来到了当涂。 

    ⑧此时的李白，内心充满了太多的苦闷！他不理解为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而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难更使他忧心如焚。天宝六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夜。李白很想为

国家出力，可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只能寄情于山水与诗酒，并从中得到些许慰藉，以

抚慰自己痛苦的心灵。 

    ⑨至德二年，李白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打击降临了。就在这一年，隐居于庐山的李白不

幸卷入了永王李璘事件。他原本抱着一片救国热忱，没想到却卷入了一场宫廷之争，流放

夜郎。这是李白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夜郎万里道，西去令人老”、“平生不下泪，于此泣

无穷”…… 

    ⑩晚年的李白再次滞留于当涂。此时的他已是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在致其族叔李阳冰

的信中，当年“散金三十万”、一向豪放潇洒的李白只能徒唤无奈，发出“英雄气短”的哀

叹：“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宝应元年，一代大诗人李白

在当涂寓所离开了人世。 

    ⑾雨果在巴尔扎克追悼会上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死会给我们带来宗教上的震撼。“那不

是黑夜，而是光明；那不是虚无，而是永恒；那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想李白的死也是

如此。在青山凭吊时，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李白一生以诗名，他的诗登峰造极，不可

逾越。所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人说，有诗歌相

伴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从这一点说，李白是幸福的；但他又是不幸的。中国知识分子向

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的最高理想。李白的不幸就在于时运不济，报

国无门。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痛。在这大悲痛的深处，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对国家对人民的伟大忠诚，是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不朽的伟大精神。 

                                              （选自 2008 年第 6 期《散文选刊》） 

1．为什么说李白与当涂有着“不解之缘”？请结合全文内容加以概括，然后分条作答。（4

分） 

                                                                                

                                                                                

2．第五段在全文的结构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请简要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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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为什么说“李白是幸福的；但他又是不幸的”？请概括作答。（4 分） 

                                                                                 

                                                                                

                                                                                 

4．本文在运用艺术手法方面特点鲜明，请选取其中的一种，结合文章内容简要赏析。（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