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冲刺语文阅读专项训练（1）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语段，完成下列各题。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重

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

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

“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遒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于

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

也；出妇嫁于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

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

见犀首。犀首者，魏之阳晋人也，与张仪不善。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 

将行不得待异曰。”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

请令公厌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①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于

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愿谒行于王。’王虽许公，

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

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①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

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轸遂至秦。 

注释：①田需：魏相。 

（1）下列对句中加粗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皆贵重                        贵重：受到敬重 

B.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            恶：厌恶 

C.不出闾巷而售者                售：卖出 

D.公何好饮也                    好饮：喜欢喝酒 

（2）为文中画横线的语句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曰。 

B.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曰。 

C.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曰。 

D.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曰。 



 

（3）下列对文本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张仪认为，楚国并没有泰国更亲善，而对陈轸很好，是因为陈轸替秦王想得少。 

B.秦惠王认为陈轸“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轸为忠乎”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仍然善待 于

他。 

C.犀首按照陈轸的建议，即使得到魏王的允许，只将三十辆车摆在庭院内，在第二天告诉 

燕、赵两国。 

D.楚王认为被田需欺骗，十分愤怒，不再理会田需的建议，齐王听说犀首去北方，也派人 

把国事托付给他。 

（4）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 

 

  

二、现代文阅读 

大地的语言 

阿来 

①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 

②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

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

超乎我想象的景观出现了。在我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③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的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

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片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

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

过的土地。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

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的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

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

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让人心安的景象。 

④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

语，它们还化作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

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⑤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



 

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

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

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里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

田野。 

⑥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⑦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

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

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⑧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

树站立在地平线上。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禾，

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

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麦、黍、瓜、麻、菽。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

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舂谷的人。 

⑨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

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

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

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农家小小的仓房。 

⑩我们到达了淮阳——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

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

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1）依据第③段的内容，用精练的语言简要概括文中“大地”的特点？（6 分） 

 

 

 

 

（2）联系上下文，说说下面句子加粗词的语意。（4 分） 

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

的吸管。 

 

 



 

 

 

（3）依据④—⑨段的内容，为什么“大地”让作者感到“心安”？（6 分） 

 

 

 

（4）结合第⑩段的内容，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大地”怎样的思想感情？（6 分） 

 

 

 

 

 

 

 

 

 

 

 

 

 

 

 

 

 



 

 

文言文阅读答案： 

（1）C 

（2）D 

（3）C 

（4）忠心尚且被抛弃，我不往楚国又投奔何处呢？ 

解析：（1）文言实词。售：买入。（3分） 

（2）文言断句。先了解大意“我是为要事而来，你不见我，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能等到

其它日子”。若不能理解，则找动词和名词，动词“来”“见”“行”，名词“吾”“公”

“轸”。再根据句式结构（主谓宾）来判断，如主谓宾结构“公不见轸”。（3分） 

（3）文言内容理解。不是在“第二天告诉”而是“公开说”。（3分） 

（4）文言翻译。注意到“且（尚且）、见（被）、之（去）”。（4分） 

【译文】 

陈轸是个游说之士。他与张仪同为秦惠王做事，都受到重用，二人常常争宠。张仪向

秦惠王讲陈轸的坏话说：“陈轸携带大量钱财随时出使于秦、楚两国之间，本应搞好两国的

邦交。现在楚国并没有对秦国更亲善，却对陈轸很好，这是因为陈轸替自己打算多而替大

王想得少的缘故啊。而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投奔楚国，大王为何不让他离开呢？”惠王问

陈轸道：“我听说你想要离秦投楚，有这回事吗？”陈轸答道：“有。”惠王说：“张仪的话

果然被证实了。”陈轸说：“这件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路上的行人也尽都知道。过去伍子

胥对他的国君忠心，因而各国诸侯争相拉他到本国为臣；曾参对他的双亲孝敬，因而各家

父母都希望让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所以被卖的仆妾不用走出家门街巷便被买去的，就是好

仆妾；被丈夫抛弃的妇女能再嫁在本乡本里的，那是好妇人。现在如果我对我的国君不忠

心，楚王又怎么会拿我做忠臣看待呢？忠心尚且被抛弃，我不往楚国又投奔何处呢？”秦

惠王感到陈轸的话说得对，于是便很好地对待他。 

 

现代文阅读答案： 

（1）①最早被耕种过；②遭受天灾和人祸；③充满无限生机 

（2）城市的发展依靠乡村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3）①古老的土地培育并滋养了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或中国古代最初的文化和文明是土

地创造的）②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土地和乡村的供养与支持（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土地



 

和乡村的物质支撑）③土地给人们供给粮食，让人们有丰收的喜悦。 

（4）抒发了作者对古老沧桑、历经灾难而一直默默奉献的土地的热爱、赞美和由衷感激之

情；（3分）同时也表达了对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所带来的土地屡遭分割、日渐萎缩的担心

和忧虑。（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