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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华侨港澳台联考—中文大阅读训练题库 4-13 

编写：北京博飞华侨港澳台中心 

阅读训练 1 

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

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

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

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

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然后是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

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

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

眼睛，踌躇歉疚地说：“对不起，能换组曲子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

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你不应该忘记今天是你的什么考试吧？” 

朱丹答：“没有忘记。可是    请原谅    ”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

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披着雪花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

念碑。那里，竟然有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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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衣着不一，显然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片幼松

林。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

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大了，一团一团，纷纷扬扬的飘洒下来。仁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

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

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现在我该告诉你

的是，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 

朱丹问：“为什么？” 

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选文有改动） 

1．文章中对“雪”的描写有什么作用？（4 分） 

答：                                                                           

                                                                            

                                                                            

                                                                            

2．请从手法、情感等角度对文中划线句进行赏析。（4 分） 

答：                                                                           

                                                                            

                                                                            

                                                                            

3．文章以木笛为题，有何作用？（4 分） 

答：                                                                           

                                                                            

                                                                            

                                                                            

4．有人认为文中大师的所作所为显得十分做作，且不合情理，你觉得呢？（6 分）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http://www.ks5u.com/News/List.asp?q=%BA%FE%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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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阅读训练 2 

梧桐树 

丰子恺 

   ①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

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

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

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在我

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 

  ②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

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

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

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

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③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

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幛，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

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则要过好几

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很多。那猪耳朵

一般的东西，重重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

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

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④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

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起，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子便开始辞枝—

—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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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剩下几根枝头，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

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

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

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

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

尤其是梧桐的落叶。落花也曾令人悲哀。但花的寿命短促，犹如婴儿初生即死，我们虽也怜

惜他，但因对它关系未久，回忆不多，因之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

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

一朝化为乌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⑤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拥有了它们，但都没

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

它们扫扫落叶而己，何从看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

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 

                                          （选自《丰子恺散文集》，有删改） 

 

1、 文章第①段说：“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联

系全文看，作者写了梧桐树的哪几种“容貌”？请简要概括。（3 分） 

答：                                                                          

                                                                                                                                                                    

2、 文章的第②③两段极力写了梧桐树的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用意？（4 分） 

答：                                                                       

                                                                                 

3、 全文自始至终表露了作者鲜明的感情色彩，请具体说明作者情感的变化。（6 分） 

答：                                                                         

                                                                                   

4、 文章第④段写“梧桐的另一种的光景”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请作简要赏析。（5 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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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训练 3 

萤火一万年     迟子建 

①在张家界的一天夜里，我非常迫切地想独处一会。我朝一片茂密的丛林走去，待我发现已

经摆脱了背后的灯火和人语时，一片星月下的竹林接纳了我。 

②我拨开没膝的蒿草坐在竹林里。竹林里的空气好得让人觉得上帝也在此处与我共呼吸，山

涧的溪水声幽幽传来。在风景宜人的游览胜地，如果你想真正领略风景的神韵，是非常需要

独自和自然进行交流的。 

③那是个朗朗的月夜，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竹林里无处不在的月光。我很惧怕阳光，在阳光下

我老是有逃跑的欲望，而对月光却有着始终如一的衷情，因为它带给人安详和平静，能使紧

张的心情得到舒缓与松弛。 

④眼前忽然锐利地一亮。一点光摇曳着从草丛中升起，从我眼前飞过。正在我迷惑不已时，

又一点光从草丛中摇曳升起，依然活泼地从我眼前飞过。这便是萤火虫了。如果在我的记忆

中不储存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有多好，我会认定上帝开口与我说话了。我也许会在冥想中破

译这种暗夜里闪光的话语。 

⑤然而我知道这是昼伏夜出的萤火虫。它在腹部末端藏有发光的器官。这种飞翔的光点使我

看到旧时光在隐隐呈现。它那颤颤飞动的光束不知怎的使我联想到古代仕女灿烂的白牙、亮

丽的丝绸，中世纪沉凝的流水，戏院里琤琮的器乐，画舫的白绸以及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一

切单纯、古典、经久不衰的物质都纷至沓来，我的心随之飘摇沉浮。 

⑥萤火虫的发光使它成为一种神奇的昆虫，它总是在黑夜到来时才出现，它同我一样不愿沉

溺于阳光中。阳光下的我在庸碌的人群和尘土飞扬的街市上疲于奔命，而萤火虫则伏在安闲

的碧草中沉睡。它是彻头彻尾的平静，而我只在它发光时才消除烦躁，获得真正的自由。因

为它本身是光明的，所以它能在光明下沉睡，只有在黑暗中它才如鱼得水，悠游自如。而哪

一个人能申明自己是完全拥有光明的呢？我们曾被一些阳光下的暴行吓怕了，所以我们无法

像萤火虫一样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沉睡。我们睡着，可我们睡得不安详；我们醒着，可我们

却又糊涂着。萤火虫则不然，它睡得沉迷，醒得透彻，因而它能心无旁骛地舞蹈，能够在滚

滚而来的黑夜中毫不胆怯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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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月光下萤火虫的光束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能够完全照亮竹林的还得是月光。然而萤火虫却

在飞翔时把与它擦身而过的一片竹叶映得无与伦比的翠绿，这是月光所不能为的。萤火虫也

在飞过溪涧的一刻将岩石上的一滴水染得泛出珍珠一样的光泽，这也是月光所不能为的。 

⑧萤火虫忽明忽灭地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确信它体内蓄积着亿万年以前的光明。多少人一

代一代地去了，而萤火虫却永不泯灭。旧坟塌了成为泥土，又会有新坟隆起，而萤火虫却能

世世代代地在墓园中播撒光明。也许它汲取了人的白骨中没有释放完全的生气和光芒，所以

它才成为最富于神灵色彩的一种昆虫。 

⑨我坐在竹林里，坐在月光飞舞、萤火萦绕的竹林里，没有了人语，没有了房屋的灯火，看

不见炊烟，只是听着溪流，感受着露水在叶脉上滑动，这样亲切的夜晚是多么让人留恋。 

⑩可我还是朝着有人语和灯火的地方返回了。那种亘古长存的萤火在一瞬间照亮了我的青

春。我将要走出竹林时一只萤火虫忽然从草丛中飞起，迅疾地掠过我面前，它在经过我眼前

时骤然一亮，将我眸子里沉郁的阴影剥落了一层。 

1．文中的竹林主要特点是什么？作者是怎样表现的？(4 分) 

答：                                                                                 

                                                                                 

                                                                                 

 

2．请阐述第⑤节文字中画线句子的作用。(4 分) 

答：                                                                                    

                                                                                 

                                                                                 

 

3．阅读全文，作者为什么说“在阳光下我老是有逃跑的欲望”？在作者眼中，萤火虫意味

着（象征着）什么？ (6 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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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作者因为“迫切地想独处一会”而走进一片丛林，最后“还是朝着有人语和灯火的地方

返回了”，对作者来说，这次游历有什么意义？你从作者的感悟中获得什么启示？(4 分) 

答：                                                                                

                                                                                 

                                                                                 

                                                                                 

 

江 南 蓑 衣 

①在故都的某个雪天里，突然想到老家江南的蓑衣来了。 

②满目彤云里，翻读一本江南的画册，心情一派宁静和畅。那连绵的苍翠山峦，那层层叠叠

的梯田，那高低错落犹如穿着蓑衣的房舍，总给人以平和而安详。满谷烟云，缭绕着江南的

烟花三月。三月的江南，春光迷漫，而乡村道上穿着蓑衣的赶着牛群的牧童，总把一管缠绵

的委婉的笛声传入我的耳鼓。而穿着衰衣在微雨中插秧的山地汉子，则把一篇耕作文章呈现

在我的眼前了。 

③我很少听到歌唱江南蓑衣的歌曲，江南的乡野之歌似乎除了采摘桃花和篱笆修竹外，就没

有别的了。而蓑衣却依然沉睡在古典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就在我

的记忆中与我隔岸相望。这江南的景色一半是属于蓑衣的，这季节的一半还是属于蓑衣的。

不光是春天，还有下雪的隆冬，独钓寒江的孤舟蓑笠翁，一直在我眼前描绘着悠远的江南山

水。在风景中出没的穿蓑衣的人，不仅仅是牧童，而且还有渔人，他们都是志趣清雅的高人。

一蓑风雨，一叶孤舟，一片兰桨，一弯明月，顺流而下，逐草而居，是多么潇洒逍遥啊。我

常把穿蓑戴笠的人称之为隐士和佛陀，且看那蓑衣似乎张开诗歌或者哲学的虚玄的羽翼翩翔

在空明中，如神灵一般幽黑而深邃。这是自由狂放的，是寒山中的极致，远峰、孤舟、烟雨

和萧寺，只是绝妙的陪衬。江南的蓑衣飘扬在诗意中。一袭蓑衣穿行在时空，犹如达摩的一

苇渡江，把无限的禅机融入空荡和苍茫之中。 

④江南蓑衣是平常的，一种极不起眼的家用物什，与镰刀、锄头和竹笠一起静默和谐地相处。

在风雨中的劳作是艰辛的也是欢愉的，蓄满微凉的忧郁。当踏歌的农夫带着一身泥水，从田

里山间归来，蓑衣和竹笠随即被挂在墙上，农夫歇息了，而它们则开始了默默的对话。蓑衣

注定是蓑衣，竹笠注定是竹笠，似乎与主人一样无法逃避命运的摆布，无法摆脱生活的清寒。

它们的主人一直向往着远方，但总无法走出这片山坳，他与他的老牛一起在这片小小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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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圈一圈地跋涉着，总超越不了这历史因袭的圆周率。雨中的蓑衣凝望着主人口鼻间升腾

的气息，如雾般的慨叹着，幽幽地怀想着，难道主人真的没有幸福的愿望，没有丝毫改变命

运的企图？ 

⑤尽管如此，蓑衣一定与主人相依为命，乐享清贫的。它害怕的是主人会在某一个时刻逃离，

与它们不告而别。蓑衣和主人同样的劳累和憔悴。岁月的风刀霜剑早已撕裂了它的前襟。它

们毕竟诞生或者寂灭在理想的记忆中，当它们在尘封的空间被人翻捡，被人展示的时候，江

南的蓑衣，是否还眷念着他主人日益苍老憔悴而衰弱的容颜？ 

⑥在更加苍黄的时日，主人来不及与它打招呼，溶进城市街衢的喧嚣。当他在难得的寂静时

分一个人端坐，蓑衣的影子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脑海的某个角落里难以拂去。在某个下

着微雪的夜晚，在某个寂寥的街道上，在街灯漠漠的照映下，他忽然发现了久违的江南蓑衣

的影子。在某个茶室和酒吧间，他看见蓑衣还有他的竹笠高挂在髹漆得艳红或者金黄的柱子

和墙壁上，落满红尘。那里不适合它们！主人想，此刻，它们仿佛像陪酒女郎，像示众者，

像引颈自戮的罪囚。它们的心里会是如何想啊！那些酒客茶客是不知道的。江南的蓑衣和竹

笠经年地寻找，在远远的翘首远望。它们想，城市里会下雪或者下雨，能解除心头的焦渴。

它们想，下雨了，主人会重新穿戴起它们，飘飘扬扬地潇洒地走过雨巷。 

⑦来自江南的主人躲在暗角，两眼噙泪。他在等待着内心的救赎。 

1、“它害怕的是主人会在某一个时刻逃离，与它们不告而别”，句中“逃离”一词的意思是什

么？（4 分） 

答：                                                                                

                                                                                 

                                                                                 

                                                                                 

2、“江南的蓑衣和竹笠经年地寻找，在远远的翘首远望。”它们在寻找什么？远望什么？“来

自江南的主人躲在暗角，两眼噙泪。他在等待着内心的救赎。”他为什么等待“内心的救赎”？

（6 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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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全文看，“江南蓑衣”在文中有哪些含义？请分条列举。（4 分） 

答：                                                                                

                                                                                 

                                                                                 

                                                                                 

 

4、下列句子分别采用了拟人和排比的修辞方法，请分析这些修辞方法在句中的表达效果。

（4 分） 

（1）“而蓑衣却依然沉睡在古典中。” 

答：                                                                                

                                                                                 

 

（2）“主人想，此刻，它们仿佛像陪酒女郎，像示众者，像引颈自戮的罪囚。” 

答：                                                                                

                                                                                 

 

 

 

 

阅读训练 5 

一曲溪流一曲烟 

 

若干年前，因为读到一篇文章，说郁达夫和俞平伯在杭州时，常常于烟波浩渺中相偕

泛舟西溪，内心便很是向往。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西溪，其实只是它的一段，但也够让人心旷神怡了。 

据资料记载，西溪曾梅树成林，泉井清澈，在明清时期，与灵峰、孤山齐名，为杭州

三大赏梅胜地；西溪曾寺院众多，香火鼎盛，东晋时有古夕照庵，唐时有永兴寺，五代时有

永乐庵；西溪曾引得历代文人骚客留下墨宝，康熙、乾隆皇帝也曾御笔留字留诗。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西溪一直以来成了邂逅它的人们牵挂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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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在月下的秋雪庵前。”许多年前，诗人徐志摩·在远赴西伯

利亚的路上突然有感，提笔写下了《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这位云中之鹤

（徐曾用笔名云中鹤），在夕阳晚风中，在月光之下，窥探到了西溪芦苇的“灵魂秘密”。 

这秘密是内心的聆听，是灵魂的消磨，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而在杭州筑“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对西溪也情有独钟，他的足迹遍布西溪的兼霞深处。

秋雪庵的清幽稚静，庵外的浩荡烟波，让他觉得世间的风风雨雨和他隔得很远很远。 

对西溪青睐有加的异乡人很多，西溪之于他们，无疑是一种发现。清代著名文人张岱

竟说“欲寻深盔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把西溪比之为陶渊明的桃

花源了。 

这些异乡人遭逢了西溪，西溪便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让他们惊艳的意象，一个能够和

他们的心灵某一片断相重合的镜像。 

且留下，把西溪弹奏成一曲天籁邂逅，然后把西溪的景致收藏于他们的生命，与他们

的人生经历揉合在一起，和西溪的芦苇一样在秋天摇曳，成为生命中的标识。 

清初的洪异，他的传奇剧本《长生殿》，诉尽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诽恻。他是明代西

溪大族—明代功臣洪钟的第六代孙子，他的先祖世代居住在西溪洪家湾。有趣的是，近年研

究《红楼梦》的专家，更有提出西溪洪园是大观园原型的。 

这里面的真真假假后人已经很难考证了，有一点像芦苇上的朝露，在光线的照耀下烟

消云散，但留下的是晶莹和别透的记忆。而在另一名著《水浒传》里，西溪的影子在书页间

俯拾即是。写到许多地名，都是历史上西溪的地名。而《水浒》中许多“水泊”景色，都以

江南水乡，尤其是西溪“水泊”为素材。在施耐庵的笔下，把西溪弹奏成了一曲辽阔的天籁，

有豪情，有惆怅，也有对天地的礼赞。 

北宋康王赵构逃至杭州途经西溪时，见此地风水极佳，宜建做皇宫，但迫于当时的条件

而放弃，曰“西溪且留下”。后来，“西溪市”改名为留下镇。据说赵构到“西溪市”入酒肆，

喜其供奉，御书界牌曰“不为酒税处”。传说也罢，史实也好，这个最终在杭州建立了风雨

飘摇王朝的赵构，他在西溪留下的传说无疑是美丽的。 

归来，在这里放下自己的行囊。 

那个民间传说是“帝师”的高士奇，在康熙御笔题字“竹窗”的西溪别墅里，安放着

深深眷恋的西溪魂；那个以《沛京赋》闻名京都的宋朝词人周邦彦，连同那被西溪水浸润得

缠绵柔软的《片玉词》一起回归西溪；那个被誉为清初一代文人翘楚的厉鹤，连同他的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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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诗词，魂留西溪花坞；那一代大儒王阳明也为之撰写墓铭的明太子太保洪钟，葬于西溪

莲花山，他的曾孙洪瞻祖，辞官归乡，隐居 40 年余。 

这些人，无一不是时代的名士，他们风云际会于西溪，让我们看到了属于这溪水的传奇，

他们在默默地告诉我们，那些芦苇所倾诉的，不仅仅是清风…… 

 

（李郁葱《一曲溪流一曲烟》，有删改） 

 

1．文章开头引用史料记载，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作简要分析。（4 分） 

答：                                                                                

                                                                                 

                                                                                 

                                                                                 

 

2．作者说“西溪一直以来成了邂逅它的人们牵挂的梦乡”，综观全文，文章是从哪几方面来

叙写这“梦乡”的？（6 分） 

答：                                                                                

                                                                                 

                                                                                 

                                                                                 

 

3．简析文中画线句子的表达技巧及作用。（3 分） 

答：                                                                                

                                                                                 

                                                                                 

                                                                                 

4．文中多次出现“芦苇”这个意象，简述你对它的理解。（5 分）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