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淮北实验高级中学安徽省淮北实验高级中学2021-2022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三次阶段考试语文试题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三次阶段考试语文试题

1.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共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地图

    在古代，先民们在器皿或岩石上绘制质朴的图画，以此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简单、粗
糙的图画承载着延续文明的使命，部分图画演变成了文字，而另一些表示一个区域地理信息的

图画则成为地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具有独特的文化发展脉络，地图的发展亦是如此。

    由于年代久远，传世的早期古地图已是凤毛麟角，且完整度极低，不过人们通过古籍的记
载，还是可以去发现一些早期地图的印记。相传大禹铸九鼎，将各地山川与物产铸于其上，作

为拥有九州之象征，地图逐渐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左传》中记载楚庄王“问鼎”，其实
就有了问天下的含义在内了。到了战国时期，《管子》中已专门设立地图篇，将军事活动与地

图的使用充分结合，阐述了如何利用地图进行军事行动，如何利用地形指挥军队攻守，充分体

现了地图在中国古代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记录下祖先智慧的珍贵地图已经消散在历史尘埃之中，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古籍中的
只言片语去努力追根溯源。由这些简略的地图可知，战国之前的地图为中国地图的发展奠定了

一个基础。

    文字的描述即便详尽，终究无法展现出地图的形象，古地图的出土和发现让我们可以亲眼见
证其发展的真实轨迹。《兆域图》1983年出土于河北省，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距今
约2 400年)的地图，早于古罗马帝国最早的地图600年。《兆域图》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贵族墓穴
的设计图，但它已具备了地图的特征。《兆域图》也是我国最早采用比例尺绘制方法的地图，

它的发现将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大大提前，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1986年出土于甘肃的《放马滩地图》则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地图的要求和标准。地图线条清
晰，用墨线绘制于四块松木板的两面，是对当时地区水系的一个总体描述。符号的出现突显出

这张地图的珍贵价值，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等地理要素均使用地图符号标出，这不但

丰富了地图的内容和可读性，也代表着中国古地图绘制方式的一大进步。

    随着地图测量技术和绘制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地图的学术理论体系也逐步形成。其中最有
名的当属西晋时期的学者裴秀，以及其提出的“制图六体”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裴秀绘
制出了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但随着西晋灭亡，地图集因分
裂、战乱而流失。万幸的是，“制图六体”等制图理论却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标准。

    与“制图六体”同时代出现的“计里画方”制图法同样出自于裴秀。他通过缩编《天下大图》，
完成了《地形方丈图》。“计里画方”是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
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相当于现代地形图上的方里网格，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
容。在藏于西安碑林的宋代石刻《禹迹图》上，“计里画方”的制图技术清晰可见。图上有“计
里画方”的格网形式和“每方折地百里”的详细记注。《禹迹图》的轮廓已经与今天所绘制的现代
地图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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