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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周代，中国就出现了图书馆。只不过，

那时不叫图书馆，叫盟府，主要保存盟约、图籍、

档案等与皇室有关的资料。严格地说，这只是图

书馆的雏形。

到了西汉，皇室开始大量收藏图书，开国之

相萧何还在宫内设置了专门用来藏书的石渠阁、

天录阁，这也是后来人们常常把皇家图书馆称为

“石渠天录”的原因。

东汉时期设置秘书监一职，即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官员。秘书监相当于现在的国

家图书馆馆长，这一官职被后代沿用。

唐代以前，图书主要是由官府掌控，民间是不允许大量藏书的。唐代民间私人图

书馆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藏书的先河。唐代的私人藏书，是随着印刷业的

发展而盛行起来的。有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官府藏书大量增加，私人藏书也如雨后春

笋，茁壮成长。

到了明代，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秘书监一职就被废止了。清代除了文渊阁、文津

阁、文澜阁这些图书馆外，翰林院、国子监、内府等机构也收藏过图书。这些机构的

长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负责管理这些图书，算得上是兼职的图书馆馆长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图书馆这一名称的呢? 据记载，真正使用图书馆一词，

还是从江南图书馆开始的。修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江南图书馆，不但

最先使用“图书馆”三个字，也把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推到了公众面前。所以说，江南

图书馆书写了中国图书馆的新篇章，是一所真正的大众图书馆。

1. 中国图书馆的雏形是：

A 盟府 B 天录阁 C 文津阁 D 翰林院

2. 根据第4段，下列哪项正确? 

A 纸发明于唐朝 B 唐朝设置了石渠阁

C 唐朝私人藏书兴盛 D 印刷术推动诗歌发展

3. 关于明朝时期的图书馆，可以知道：

A 规模不大 B 废除秘书监

C 江南图书馆最有名 D 最初使用“图书馆”三个字

4. 最适合做上文标题的是：

A 读好书，做好人 B 寻找民间图书馆

C 皇家图书馆的由来 D 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历史



我们平时看到的水总是“温柔”无比，毫无冲击力，

这是它处于静止状态或流速缓慢的缘故。随着科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有办法使看似柔弱无力的水一反

常态，变得坚硬起来。

40多年前，科学家就已研发出一项新的加工技术——

“水刀”。这种“刀”锋利无比，其卓越的性能远远高于

金属刀具。

“水刀”，其实就是一束很细的高压水射流。当人们通过一定的方法迫使水以超

过声速的速度通过极小的喷嘴时，聚集成的高压水射流就具有了切割不同材料的能力。

如果在水中掺入硅石等磨削材料，水射流的切割能力还会成倍地增加，其加工效果明

显优于用金属刀具切割工件。

“水刀”虽不是真正的刀，可是它确实起着刀的作用，并且其性能远优于刀。用

“水刀”可以加工用金属刀具无法加工的复杂型面，还能沿任意曲线切开零部件。在

加工的过程中，不仅工件的切口整齐光滑，没有粗糙的边缘、分层、变形等问题，而

且工作过程所产生的热量几乎可以全部被水带走。同时在切割的过程中，“水刀”所

引起的振动和噪声都很小，所产生的少量切屑也会随水流走，不会出现切屑飞扬的情

况。另外，“水刀”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存在刀具磨损的问题，并且废水

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这样又达到了节约用水的目的，真可谓一举多得。

1. 根据第1段，平常的水：

A  流速快 B  柔弱无力

C  清澈透明 D 不能直接饮用

2. 所谓的“水刀”指的是：

A  冰刀 B  瀑布

C  水龙头 D  高压水射流

3.  在“水刀”中加入硅石会有什么效果? 

A  变浑浊 B 温度升高

C  切割能力变强 D 发出刺眼的光

4. 根据最后一段，下列哪项不属于“水刀”的优点? 

A  噪音小 B 切口光滑

C  节约用电 D  可加工复杂型面



一句话的力量

举一反三

徐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

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

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

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一生拒绝为官，也不愿

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色。

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

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他立志要游遍名山大川。

十五岁那年，徐霞客参加过一次科举资格考试，但并没有继续考取。父亲见儿子

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

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读书非常认真，

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家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

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他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

书。

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

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母亲在家，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

的母亲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她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

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 就像篱笆里的小

鸡，留在家里，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他头戴母

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从此，直到五十六岁逝世，徐霞客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他

历经30年撰写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观察到的各种现象、

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1. 关于徐霞客的父亲，可以知道：
A 是探险家 B 不愿做官
C 性格固执 D 籍贯是浙江

2. 徐霞客能博览群书得益于：
A 家里的藏书 B 祖父的鼓励
C 过目不忘的本领 D 成为作家的抱负

3. 第4段中“篱笆里的小鸡”可能是什么意思? 
A 性格安静 B 不被重视
C 年纪较小 D 没有见识

4. 根据上文，下列哪项不正确? 
A 徐霞客母亲明白事理 B 徐霞客是明朝文学家
C 《徐霞客游记》是长篇小说 D 《徐霞客游记》记录了植物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