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高三语文高考模拟（湖南高三语文高考模拟（2022年下册）在线做题年下册）在线做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由于汉字的组合比较自由，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茶道”这个词组。比如与陆羽同时代的皎然，
他写的《饮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这里“茶道”的含义相当于
茶事或茶艺，有别于日本所称“茶道”。
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原先不产荼，茶是从中国传去的。12世纪时，两度入宋求法的荣西法师
带回茶种，开始在日本推广饮茶。不过荣西的着眼点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他在《吃茶养

生记》中说：“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
之，其人长命也。”把茶当成“仙药”，在其原产地中国，人们恐难以置信；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
出对来之不易的外国物品之作用的习惯性夸张。

日本茶道中饮用末荼，原是从南宋饮末茶的做法中学来的。但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

的变化，茶道却一直沿用那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因而无法与中国茶事的新发展相接续。日

本生产不出像中国宋代那样的高质量的茶饼，却又要保持饮末茶的成规，乃将茶叶直接粉碎为

茶末，其色绿，其味苦涩；特别是点出的浓茶，几乎难以下咽。虽然这和荣西所说“茶是味之
上首也，苦味是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国六朝以前的成汤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
清茶型茶均绝不相同。同时日本点茶时多不用汤瓶而从茶釜中舀取，与宋代之烹点手法相较，

也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

中国没有日本的那种茶道，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均不同，对茶的认知亦有别，本无

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识》上撰文介绍中日茶文化时曾说：“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
其中的‘道’，中国无，日本有。”“茶道是日本茶汤之道的俗称。日本饮茶之风已兴起七百多
年，才由村田珠光从中悟出‘道’来。至千利休时，日本茶道的体系始告完成。经过千余年的历
史积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态。它在交友恳亲的茶会上，形

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鉴赏，及主客心领神会为环节的一整套繁缛复杂的礼仪，既

细腻典雅，又莫测高深，同时还对时令、场所、道具、等级、规格的考究费尽心机。”而中国
自唐以来，即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长庆间左拾遗李珏语，见《唐会要》卷八四）。宋代
王安石的《议茶法》也认为：“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南宋的俗谚说：“早辰起来七般
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国人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茶。不仅中国平
民从不把喝茶视作特殊的“道”，而且连被尊称为茶神的陆羽的雕像有时也逃不脱以滚汤浇头的
遭遇；在实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来，同样会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了。

（摘编自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日本的荣西法师认为茶是“仙药”，重视其医疗保健作用。
B. 日本点茶时从茶釜中舀取的手法与宋代的烹点手法相同。
C. 日本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态。
D. 中国自唐以来就把“茶”看成是与“米盐”一样的普通食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头通过举例阐明中国古文献中的“茶道”与日本的“茶道”不同。
B. 文章主要运用对比论证，突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不同之处。
C. 文章最后一段引用《百科知识》上楚天的介绍论述日本茶道的特殊性。
D. 文章用陆羽的雕像被滚烫浇头的事例证明中国人用尊敬的态度对待茶。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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