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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选

甲组 (翻译)

甲组(翻译)批改方式:

一、每个画线的词汇为 ½分。

二、如考生使用的词汇不属于画线词汇的同义词则为 0分。

三、每题最高分为 10分。

四、语病不扣分。

1.

居 有顷，倚柱弹其 剑，歌曰： 过了(½)不久(½)，冯谖靠着(½)柱子用指头敲他

(½)的剑把/剑柄(½)，唱道：

“长铗归来乎！食(shí)无鱼。”
来：语气词，表祈使。

“长剑(½)啊，（我们）回去(½)吧！没有鱼吃。”

左右以告①。孟尝君曰：
“以”字结构：

“以告”即“以（之）告”。以，把；之，这件事，
指冯谖弹剑唱歌的事；告，告诉、报告。

办事人员把这件事告诉(½)孟尝君。孟尝君说：

“食(sì)之，比门下之鱼客。”
比照、等同于……
鱼客：按孟尝君的待客惯例，此指中等门客，
获得“食有鱼”的生活待遇。

“给他(½)吃鱼，按照(½)家中中等门客/有鱼吃的

门客(½)的待遇对待他。”

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 过了不久，冯谖又(½)敲着他的剑柄，唱道：

“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坐。”
左右皆笑之，以告。 办事人员都取笑(½)他，并把这情况(½)报告(½)

孟尝君。
孟尝君曰：“为(wèi)之驾，
驾：车马齐备。

孟尝君说：“给(½)他准备车子(½)，

比门下之车客。” 按照家中上等门客/坐车客人(½)的待遇对待
他。”

于是乘其车，揭其剑， 于是冯谖乘着他的车，高举(½)着他的剑，

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
客我：待我以客，把我当作上客看待。

去拜访(½)他的朋友，说道：“孟尝君把我当作上

等客人看待(½)。”

2.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
(kuài)曰：
军门：古时军营树两旗为门，称军门、营门。

于是张良到营门外去见樊哙。樊哙(fánkuài)说：

“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天的事情怎样？”张良说：“非常危急(½)！

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½)常常在沛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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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哙曰：“此迫矣！ 樊哙说：“这太紧迫/危急(½)了！

臣请入，与之同命。” 请让我(½)进去，我要跟沛公同生死(½)。”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樊哙就(½)带着剑拿(½)着盾牌进入营门。

交戟(jì)之卫士欲止不内(nà)；
交戟：以戟相交叉，以禁止出入。戟，长柄兵
器。

拿戟交叉(½)着守卫营门的士兵想阻止(½)不让

(½)他进去(½)。

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 樊哙斜举着(½)盾牌撞击卫士，卫士跌倒(½)在地
上。

哙遂入，披帷西向立，
披：分开。

樊哙就(½)进去了，揭开(½)帷幕朝西站立，

瞋(chēn)目视项王，头发上指，
瞋：发怒时睁大眼睛。

瞪大眼睛(½)怒视项羽，头发直竖起来(½)。

目眦(zì)尽裂。 眼眶(½)都(½)要裂开了/两边眼角(½)都要睁裂
了。

项王按剑而跽(jì)曰：“客何为者？”
跽：挺直上身而跪，又称“长跪”。跽便于跃
起，这里表示有所戒备。

项羽手握(½)剑柄跪直身子(½)说：“来客是干什

么(½)的？”

3.

余与四人拥 火以入，
余：同“予”。以：而。

我和四个人拿着(½)火把(½)走进洞里，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其：指代第一个分句，那。

进洞越(½)深/越往深处走，那里(½)前进就越困
难，

而 其见愈奇。
其：指代第一、第二个分句，那。
见：动词活用作名词，见到的景象。

可是(½)在那儿看到的景物(½)也就越奇妙。

有怠而欲出者，曰： 有一个懈怠/懒惰(½)而且想要退出洞的人，说：

“不出，火且尽。” “（如果）不出去，火把将要(½)烧完了。”

遂与之 俱 出。 于是大家跟着他(½)一起(½)退出来。

盖余所至， 大概(½)我走到的地方(½)，

比好游者尚 不能 十一， 比起那些喜欢游览的人所到过的地方，还(½)不

到(½)十分之一(½)呢，

然视其 左右， 可是(½)看看后洞洞壁(½)两边(½)，

来而 记之者已少。
之：游山洞一事。

来到这里而且(½)题字留念(½)的人已经很少了。

4.

贫士起居 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
省俭而雅洁，

清贫的读书人，不论是日常生活状态/习惯(½)、衣

着食物(½)、还是住处与日常用具(½)方面，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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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饮食寝兴等一切日常生活状况。
器皿：饮食用具，如杯盘尊彝之类。后泛
指盛东西的日常用具。
省俭：犹言勤俭节约。

(½)力求节俭(½)而雅致整洁(½)。

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这里指巧妙运用既有资源来满
足生活需求；就地取材。

节俭的要领/方法(½)叫做“就事论事”。

余爱小饮，不喜多菜。 我平时喜欢喝点小酒，喝酒时不喜欢吃太多菜。
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
六只，

妻子芸就准备/置备(½)一个梅花样式的盒子(½)，用
六只各两寸宽、稍微深些的白色瓷碟，

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
漆 就，其形如梅花。
漆：黏着。就：完成。

中间摆放(½)一只，外边放五只，用油灰(½)把它们

黏(½)在一起(½)，它的形状(½)就像一朵梅花。

底 盖 均起凹楞， 盒底(½)和盆盖(½)都(½)有凹下的边楞/凹痕(½)，

盖之上有柄如花蒂， 盖子上有一个柄，就像是梅花的花蒂一样。
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 放在桌子(½)上，就像一朵水墨画里的梅花覆盖在桌

上。
启 盏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 打开(½)盒(½)来看，又像把菜放在花瓣当中。

第一部分 :文选

乙组 (问答)

乙组(问答)批改方式:

一、每题最高分为 10分。

二、考生需把答案写成有段落的(最少一段)，如果是用其它格式作答则为整题 0分。

三、分数显示在括号中。

四、语病不扣分。

5.

《鱼我所欲也》的中心思想

✔阐述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人应该有舍生取
义的精神。(1)不辨礼义而贪求富贵的行为
是不足取的。(1)

孟子如何从正面去论证“舍生取义”?
✔孟子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文章的论点，他认
为：虽然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是因为我所
喜爱的东西（就是“义”）比生命更重要，所
以我不会去做苟且偷生的事。(2)虽然死亡
是我所厌恶的，但是因为我所厌恶的东西
（就是“不义”）还有甚于死亡，所以即使有
导致死亡的祸患，我也不避开它。(1)为了
“义”，可以“舍生”；即使死，也不做“不义”
的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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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如何从反面去论证“舍生取义”?
✔孟子从反面申述他的观点。(1)

✔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
的，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手段，有什么
是不可以采用的？(1)

✔如果人们厌恶的东西没有比死亡更甚的，
那么凡是可以躲避死亡的办法，有什么是不
可以采用的？(1)

✔孟子的论点中隐含这样的意思，一旦将爱
惜生命和惧怕死亡发展到极端，那么在生命
受到考验的时候，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准则，
做出让人不齿的事情来，最终人的价值和尊
严将丧失殆尽。(2)孟子认为这是一件不能
容忍的事，从而带出“舍生取义”这个论点。
(1)

6.

李密为什么在《陈情表》里陈述他的不幸遭
遇？

✔在当时的处境，如果李密一开始就向
晋武帝提出辞官的请求，不但达不到
目的，反而会被误认为“矜守名节”，
不与朝廷合作，以致性命不保。(1)

✔因此，李密先不谈上表辞官的事，反
而从自己幼年的遭遇和家庭困境谈
起，回忆自己不幸的遭遇与祖孙俩相
依为命的经历，营造一种悲戚的情感
氛围，达到动之以情的目的，让晋武
帝同情自己，最后才能顺理成章地提
出终养祖母的要求，委婉地说明自己
不能奉诏为官。(2)

李密写《陈情表》的目的是“愿乞终养”。他
的理由有哪些？

第一个理由：

✔他幼年时期失父失母，孤苦多病，全
赖祖母抚养，如果没有祖母，自己无
法活到今日。(1)

✔自己孤独无靠，家门人丁不旺，祖母
疾病缠身，如果没有自己的照料，无
法度过余生。(1)

✔祖孙二人，互相依靠为生，因此从人
情良心上不能废养祖母而远离。(1)

第二个理由：

✔以孝治天下是晋国的治国纲领。孝养
祖母合情合理合法，祖母病笃，自己
确实不能远离出仕。(1)

第三个理由：

✔他因为须供奉赡养祖母，辞不就职。
结果朝廷责备他怠慢不敬；郡县至州
县长官都急迫地督促他。(1)祖母的
病日日加重，但奉养祖母的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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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使他进退两难，陷入“忠孝不能
两全”的狼狈处境。(1)因此他乞求朝
廷开恩让他尽孝，脱离困境。(1)

第四个理由：

✔比较自己和祖母年岁，自己尽孝之时
短，尽忠之日长，故在孝顺祖母和回
报国恩的两难选择中，先尽孝后尽忠
才能够“忠孝两全”。(1)

7.

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用了多少个
典故？试解释其含义。

✔“亲射虎，看孙郎”(1)：他要学习三国时单
枪匹马搏斗猛虎的孙权，亲手射杀猛虎给大
家看看。(1)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1)：汉文帝曾派
冯唐到云中郡，传旨赦免前云中太守魏尚受
的处分，恢复他的官职。(1)魏尚原来抗击
匈奴侵扰有功，后来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
处罚。(1)苏轼以魏尚自比，希望皇帝能早
日委派他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1)

✔“西北望，射天狼”(1)：天狼即指天狼星，

古时星象学的说法认为天狼星主侵掠，这里

以天狼喻辽和西夏。(1)作者把它当作敌人

的象征。(1)作者表示他要紧握雕花的强

弓，把他对敌人的仇恨凝聚在拉得圆如满月

般的弓弦上，对准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射去。

(1)

试描述苏轼出猎的场面和感受

✔苏轼左手牵着黄狗，右臂架着苍鹰，戴着
锦帽穿着貂皮袄，成千的骑手跟随着他，浩
浩荡荡地像疾风一般卷向平坦的山岗。(1)

✔百姓几乎全城出动，都想追随苏轼看他打
猎。(1)

✔苏轼被百姓的热情感动，暗下决心，为了
答谢人们的情意，他要学习三国时代的孙
权，亲手射杀猛虎给大家看看。(1)

8.

作者说：“能够欣赏钓，而不计较鱼 A，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B，使一个团体健康 C，使一个
社会成功 D。”试以文中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

（答案应该针对上面四个划线的部分进行说明。）

✔“钓”是指做学问、做研究的过程，而“鱼”则指不同形式的收获和报酬。(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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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只问自己的研究有没有意义，不问名利，没有得失之心，人便容易快乐。
(A-B)(1)

(举例说明 A-B)
✔就如（美国宾大有许多退休老教授，一生在学校工作，有者服务了四十年。他们在工作
本身发现了无限的趣味，感觉自己沉醉于美丽的生活境界中，因此乐此不疲，忘了是否
得到名利地位。）(1)

✔（宾大自动机械专家魏刚教授，工作时拼命努力，读书入迷到了忘记、无法休息的地
步。他乐于追求知识，到了无法再生名利观念的地步。）(举例说明 A-B)(1)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事人问他需要多少年薪，他只要求区区的五千，完全不
在意名利。）(1)

✔（劳伦斯刚发明原子冲击器时，有人告诉他，如果他请求专利必定发大财。但劳伦斯只
是笑笑，认为不如多冲击几种原子。）(1)

✔（发明小儿麻痹症预防针的沙克，认为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或明星；他只想回到实验室
去，投入到兴趣的追求中。他没有想过向上爬，也不想借有学问做官（学而优则仕）。）

(1)

(说明 C、D)
✔由此可见，醉心追求知识的人，他的心志都放在研究上，无法再生名利观念，即使面对
厚禄巨利，也看得淡如云烟。(1)

✔对这些人而言，知识的追求本身即是过程，也是目的，更是乐趣所在。

✔求知识是自我充实，是最大的乐趣和报酬。(1)

✔他们既然醉心追求知识，在团体中也就没有“向上爬”的欲望，斗争自然减少，团体就更
健康了。(1)

✔大家不会“学而优则仕”，学者仍然留在学术岗位上做研究，各守其职，社会就更成功。
(1)

9.

作者如何说明“在观看事物时，主观的成分
居多”？

✔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1)

✔就以古松为例，任何人看到它，都会说它
是古松，而不会说成是其他的树。(1)

✔但是每个人所处的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会
影响到他们心中的古松的形象。(1)例如从
正面看、从侧面看、以幼年人的心境看和以
老年人的心境看，得到的结论是四棵不同的
古松。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他观察事物的立足
点就不一样，得出的结果就不同。(1)

✔因此，古松虽只是一件事物，但你和我所
看到的古松却是两件事。(1)假如把你和我

简介《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文
中的“对事物的三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文
中提到哪三种态度，各有什么特点？试
说明之。

实用的态度——

✔以维持生活为目的，讲究利用环境的方
法。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根据事
物的实用价值对它产生爱恶的情感，趋就或
逃避的意志和活动。(2)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注意力偏在
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
(1)

✔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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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古松印象画出一幅画或写成一首诗，
就算两人的艺术手腕相等，你我的诗或画相
比，还是会有许多不同点。

✔因为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个人所见的事
物都带有几分主观的色彩。(1)

科学的态度——

✔纯粹客观的、理论的态度。专以“无所为
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科学家要在这个
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
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某者为因，
某者为果，某者为特征，某者为偶然性。
(2)

✔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注意力偏在
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
考。(1)

✔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美感的态度——

✔注意力、意识专注在所观事物本身上面，
得到事物的独立绝缘的意象。以直觉从事物
的形相获得美观经验。(2)

✔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注意力专在
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1)

✔画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10.

简述作者 40年来几次读《海的女儿》的感
受和思索。

年
龄

感受与思索

8岁 ✔第一次读，被故事情节、人物
感动得泪流满面，抽噎；浮想联
翩。(1)

✔对人鱼公主极为同情。

✔突发奇想，要改写人鱼公主的
结局以及提出补救的方法。(1)

18
岁

✔情窦初开，读出了爱情。(1)

✔为人鱼公主无私、高尚（不求
回报）的爱情打抱不平。
✔思索自己对待爱情的方法。(1)

✔赞同人鱼公主对待爱情的方
法，宁可自己痛苦，也要把幸福
留给所爱的人。(1)

28
岁

✔做了妈妈，读出了亲情。(1)

✔认为人鱼公主的勇气、智慧和

“常读常新”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常读常新”让我们领悟到，对一本书的理
解，往往不能只是一次性的，好书或有较
高价值的书更需要反复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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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来自亲情，得益于她的祖
母。(1)

38
岁

✔开始写小说，探讨起安徒生的
写作技巧。(1)

✔读出了安徒生写作时的“随心所
欲”“信马由缰”。
✔认为故事结尾有点画蛇添足，
而且在童话里跟小孩子谈救赎的
话题太沉重了。(1)

48
岁

✔读懂了人生。(1)

✔读出了安徒生在写寻找不朽灵
魂的故事。
✔人鱼公主放弃物质与亲情的护
卫，勇敢地经历肉体和精神上的
磨砺和煎熬。当发现爱情无法带
来不朽的灵魂后，她顽强、坚定
地踏上漫漫的追寻旅途。(1)

✔认为故事悲壮而凄美，动人心
弦。(1)



10

9216©HakCiptaSMKBBA2019 SULIT

第二部分 :小说

小说(问答)批改方式:

一、每题最高分为 10分。

二、考生需把答案写成有段落的(最少一段)，如果是用其它格式作答则为整题 0分。

三、分数显示在括号中。

四、语病不扣分。

11.

举例说明《哑了的三角琴》以音乐来象征人

类对善与美的积极追求。

✔小说中的人物的爱和快乐，都是藉由音乐

带出来的。(1)

✔“我”的父母都是音乐家，他们为了采集音

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而那里的农民又是天

生的音乐家，只要给他们音乐的教育，他们

能够成为音乐界人才。(1)作者正是借音乐

表示大部分人都有追求音乐或美好生活，比

如自由、爱情、幸福等的动力和本能。(1)

✔作者借文中的监狱严禁唱歌，象征囚犯已

经失去了追求善与美的权利。他们只拥有永

无止境的孤独寂寞。(1)

✔拉狄焦夫是这些囚犯的代表者。(1)它被

剥夺了追求善与美的权利，可是还存有这样

的幻想与本能。当听到“唱歌”时，他的眼里

心里都露出了光明，得到了快乐的欲望的鼓

舞。(1)

✔当有了三角琴，他尽情地歌唱，一曲《长

夜漫漫何时旦》也透露出他对新生的渴望与

追求。(1)他为了保有这个追求善与美的希

望，甚至妄想继续保有这把三角琴。他因此

苦苦哀求、发怒抗命、万般不舍、失声哭

泣。(1)

《哑了的三角琴》中展现了一些矛盾，并掀

起了小说情节的高潮，试论述这些矛盾及其

意义。

✔《哑了的三角琴》中共有三种矛盾。(1)

✔第一是情与理的矛盾：拉狄焦夫为人和

善，本质善良，但做事容易失去理智，而且

行为冲动、鲁莽，(1)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

生，这就是感情与理智互相矛盾，不能兼容

的例子。(1)

✔第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拉狄焦夫热爱

音乐，总是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希望自己

能够快乐的生活下去。(1)但那只是过去，

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囚犯，丧失了自由，甚

至连唱歌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

✔第三是反抗与顺从的矛盾：拉狄焦夫砍死

安娜，却不上诉要求减刑，自愿接受终身惩

役的处罚；他为了三角琴怒吼要杀人，后来

却又放弃了抵抗。(1)这一系列的矛盾都以

互相冲突的方式存在于拉狄焦夫身上，使他

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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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狄焦夫失去了追求善美的希望和权力

后，他认为这样的生命已经“完了”、毫无意

义了。而作为象征的三角琴无法发出声音，

也“哑”了。(1)

✔父亲与母亲的爱以他们一起对音乐的采集

为主线。母亲的去世使父亲对母亲的爱无法

表达，它像一把哑了的三角琴。(1)

✔我和父母对拉狄焦夫的渴望拥有三角琴的

心理和遭遇充满同情、悲哀，带出了人们对

对善与美的追求的肯定。(1)

12.

白莲的三个弟弟反映了马盖瀑布一般年轻人的心态，试评析之。

白莲的三个弟弟反映了马盖瀑布一般年轻人的状况。(1)他们随着年岁增长懂得太多
钞票的好处，都想要多赚点钱，于是都离开村子，离开家人去找更好的工作。(1)由于父
亲那赚不多的果园没出路，老大白荣甚至可以和父亲吵架，到星加坡驾驶卡车赚星币。(1)
老二白杨虽然离家赚钱，但还是定期给一些家用以示孝敬。(1)老三白定虽然也在外面赚
钱，可是却染上抽烟和啤酒的恶习，(1)对朋友大方却对自己的家人吝啬，没给家用不
说，还要每个月回来向父母讨钱。(1)

白定也反映了年轻人的自我中心，他们不会为其他的人设想，一心只想到自己。(1)
白定带朋友回家玩，吃午餐时，母亲责备阿莲不该吃太多，又给他的朋友夹菜，白定不
满意，觉得失礼，竟不顾母亲的面子发脾气怒道不吃了。(1)母亲吩咐白莲出门送咖啡给
在瀑布玩的白定和朋友后，白定因嫌弃白莲丢脸而当中怒斥她和打她，他还要求母亲少
让白莲出门丢脸。(1)他们仨虽都是白莲的弟弟，却都和其他人一样看不起姐姐，觉得她
的言行举止可笑，她那像是怀孕的大肚皮更给他们丢脸，不爱在别人面前提起她，都不
拿她当亲姐姐看。(1)

13.

试描述老太太买白菜的过程。

老太太先是询问了白菜的价钱，作者的母
亲回答后，她却嫌贵。(1)但是老太太没走
开，却蹲下来，翻动着三棵白菜。(1)她先
把最小的白菜的根给拽下来，动手戳每棵白
菜，又嫌白菜卷得不紧。(1)接着，老太太

“我”为什么多算老太太一毛钱？结果如何？

老太太不仅摇头嫌价钱贵，拽断了最小的
白菜的根，动手逐棵戳白菜，昧着良心嫌弃
白菜卷的不紧，还扯下了白菜上面干枯的菜
帮子，(1)她的举动让“我”感到厌恶，因此多
算了老太太一毛钱。(1)结果东窗事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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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扯下了白菜上面干枯的菜帮子。(1)最
后，白菜被撕得成了核，老太太才肯让作者
母亲秤白菜。(1)

太太把白菜退回了，(1)母亲对“我”感到失
望，对“我”说他让母亲丢了脸，还掉了泪，
(1)让“我”悔恨不已，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
痛。(1)

14.

文章结尾“哦，香雪！香雪！”反复咏叹“香
雪”表现了怎样的主题？

结尾反复的咏叹，是台儿沟人们对香雪的
赞颂和期待。(1)赞颂了香雪勇于追求、不
畏艰险，挑战自我的美好品质，并相信在香
雪邓年轻人的带领下，台儿沟能从贫穷落后
逐步走向文明进步。(1)人们必定会改变精
神面貌，获得平等地位。(1)

《哦 ，香雪》体现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并
以几件东西为意象，试评析之。

台儿沟人质朴纯洁，生活贫困落后，封闭
保守。(1)当火车开进之后，他们的生活被
搞乱了。(1)起初是对火车观望议论，后来
开始做起生意。(1)火车象征时代发展的速
度和现代化的步伐，它所带来的现代气息改
变了香雪，使她勇敢的追求文化知识。(1)

自动铅笔盒是进步的标志，也象征知识，
而拥有知识等于拥有力量，能上大学。(1)
对香雪来说，她目前使用着的小木盒是父亲
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1)虽独一无
二，却显得笨拙、陈旧，和自动铅笔盒相
比，显示了台儿沟多么贫困落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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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戏剧

戏剧(问答)批改方式:

一、每题最高分为 10分。

二、考生需把答案写成有段落的(最少一段)，如果是用其它格式作答则为整题 0分。

三、分数显示在括号中。

四、语病不扣分。

15.

可惜我是一只失去了翅膀的鸟！要想飞也飞不出我的笼子。

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万昭华对黎先生说的。(1)黎先生要离开姚家到外地去开出版社(1)，实现理想；万昭华羡

慕他能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说出了这句话。(1)

“我”想飞出笼子做什么？

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1)就是做一个护

士也好，可以帮助不幸的病人。(1)搀扶他们，给他们拿东西，减轻他们的痛苦，安慰他

们的寂寞。(1)扩大自己的生活，在旁人的笑里、哭里，看见自己。让旁人的幸福、日常

生活、思想和记忆里也有她。(1)（生活在大众之间，一起分享欢笑分担苦难。）

“我”为什么飞不出笼子？

她是富贵人家的太太，这样的环境限制了她的生活是要在家相夫教子。(1)姚国栋不了解

他的内心世界，无法因理解而支持她到外面去追逐理想。(1)再说，现在他怀孕了，更离

不开这个家。(1)

16.

面包铺的人为什么到大仙祠去？杨梦痴有什么反应？黎先生如何帮忙他解围？试说明他

这样做的原因。

杨梦痴到面包店，以 1角钱拿走俩个包。(1)面包师傅和徒弟以为他是哑巴。(1)杨梦痴被

发现了，因此面包师徒教训他，警告他不得再偷面包，否则将他的腿打断。(1)杨梦痴被

殴打，既不还手也不躲避(1)，认为自己有错在先，即使挨打受骂也是罪有应得。(1)黎先

生也以为杨梦痴是哑巴，他不忍心杨梦痴被打，于是拿出一块钱赔给面包师傅。(1)黎先

生帮杨梦痴解围，是因为同情心(1)，他觉得杨梦痴偷面包，他们也不应该打人(1)；二是

因为他是杨寒儿的父亲，(1)知道此人的境况是不宜才偷面包的，所以黎先生愿意帮助

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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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四十年来，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你爷爷临死前对我说的话，现在我才明白过来！这句话

是谁对谁说的？

杨梦痴对杨寒儿说的。(1)

“你爷爷”临死前说了什么话？

“爷爷”说：不留德行，单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1)

为什么说话人四十年来的生活像做了一场大梦？梦醒的他决定怎么做？

杨梦痴四十年来都没有领会父亲所说的话。(1)他不事生产，生活荒唐糜烂，花光父亲留给他的家

产，使家人经济陷入困境。(1)最后连遗嘱写明不能卖的憩园也保不住。(1)家人都看不起他，在决

定卖掉憩园时，认为他不配反对卖憩园。(1)当他失去了一切的时候，他反省过去，他才醒悟(1)

（明白了父亲的话），知道过去的生活是错误的，觉得当时的生活像做梦。(1)梦醒的他决定离开

家，让家人当他已经死了(1)，为自己的过错赎罪，承受自己种的苦果。(1)（至于具体的去向，他

一点也没有头绪。）

18.

“姚小虎的死，姚国栋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

你赞成上面的说法吗？写出你的看法。

赞成 (1)

姚身为父亲应尽的责任：给孩子教育、安全

的保障。(1)可是姚没有尽责。(1)

举例说明姚的过失——放纵。(1)从三点说明

——错误的观念；不敢违抗赵家；不支持妻

子。(1)

错误的观念造成放纵的教养：姚国栋认为让

小虎多玩乐没错，那叫自由教育，自由发

展。(1)他认为小虎和表兄弟赌钱只是玩

玩，没染上恶习。(1)再说赌钱的输赢不

多，自己给得起就行。他认为赵家外老太太

很爱小虎，不会害了他（自己不必担心小虎

会学坏）。这种错误的观念使他完全不教养

小虎，宠坏了他。(1)小虎不但染上各种恶

习，而且缺乏教养，脾气大，势利眼，欺善

怕恶。(1)

不赞成 (1)

赵家才应负最大责任。(1)

姚是真心疼爱孩子，而且遵循一套自由的教

育观点来教养孩子，他把自认最好的东西给

了孩子。(1)

他信任赵家，他认为赵家外老太太很爱小

虎，不会害了他，所以才不担心小虎会学

坏。(1)

他认为小虎和表兄弟赌钱只是玩玩，没染上

恶习。(1)再说赌钱的输赢不多，自己给得

起就行。(1)这应该也是当初他父亲给他的

教育，而他没有因此“变坏”，所以他认为小

虎也不会。(1)

我认为赵家才应负最大责任，因为他们是存

心让小虎变坏的人。(1)他们为了让小虎反

抗万昭华的教育，除了教唆小虎为难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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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违抗有钱的赵家：姚国栋碍于赵家的财

势不敢管教小虎，让他到赵家和表兄弟们一

起染上恶习：赌钱，看戏，摆阔，逃学，导

致小虎变坏。(2)

不支持妻子的教养努力：万昭华为了管教小

虎而费尽心思，小虎不长进，只会放纵玩

乐，仗着赵外太太和父亲的宠爱而不听万昭

华管教，反而故意为难她、欺负她。(1)至

于姚国栋也不能帮忙，让她对自己的努力失

去了信心。加速小虎的堕落。(1)

华，还千方百计地把小虎从姚家带走，让他

终日与表兄弟们混在一起，终于变坏，最后

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小虎也因为和表兄弟

们游泳而遇难了。(1)

长宜子孙的古老的教育观念才是祸首（姚也

是受害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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