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文

考试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

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全部答案在答题卡上完成，答在本试卷上无效。

3.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

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

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用 0.5mm黑色笔迹签字笔写在答题卡上。

4.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大家都知道，艺术与美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很多人觉得，科学跟美

没有什么关系。

物理学的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验经验：第二个阶段

从实验结果提炼出来一些理论——唯象理论：唯象理论成熟后，将其

精华抽取出来，就成了理论架构——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理论

架构要数学化。四个阶段里都有美，美的性质不完全相同。



以虹和霓为例说明一下。大家小时候都看见过虹和霓，觉得美极了。

为什么会觉得美呢？因为它们都呈圆弧状而且有很特别的规律：虹是

42度的圆弧，红色在外边，紫色在里边；霓是 50度的弧，其色彩排

列顺序与虹相反。虹和霓具备规律，所以即使小孩子也会觉得它们非

常漂亮。这是一种在实验经验里的美。

实验阶段结束后，就到了唯象理论阶段。虹和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虹和霓是太阳光经水珠折射而产生的光学现象。在虹的小水珠里

是一次内反射，在霓里是两次内反射。计算的结果验证了这样的事实：

一次或者两次反射以后，就会出来 42度或者 50度的弧。一个人了解

到这点以后，他对于这个美的现象的理解又加深了。

19 世纪中叶，麦克斯韦方程式彻底地解决折射现象的问题。在前面

的唯象理论阶段，人们是不了解折射现象的，而麦克斯韦方程式可以

告诉你为什么有折射现象。这就更上一层楼了。再上一层是数学。麦

克斯韦方程式是在 19世纪中叶推导出来的，一个世纪以后，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物理学家才了解原来这个麦克斯韦方程式的结构有极

美的纯数学的根源——纤维丛。纤维丛是一个数学观念，这个数学观

念在发展的时候，与物理学没有关系，与实际现象没有关系。可是到

了 20世纪 70年代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原来麦克斯韦方程式的结构

就是纤维丛。这到达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使得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非

常复杂、非常美丽的现象的背后是一组方程式，就是麦克斯韦方程式。



事实上，如果今天你问问物理学家对于宇宙结构的了解，他们会告诉

你，最后的最后就是一组方程式，包括牛顿的运动方程式、麦克斯韦

方程式、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方程式、狄拉克方程式和海森

伯方程式。这七八个方程式就“住在”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里，它们非

常复杂，有的很美妙，有的则不是那么美妙，还有的很不容易被人理

解。但宇宙结构都受这些方程式的主宰。

这些方程式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等到你懂了它的威力之后，会心生敬

畏。因为无论是星云那么大的空间还是基本粒子内部那么小的空间，

无论漫长的时间还是短短的一瞬，都受着这几个方程式控制。这是一

种大美。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方程式是造物者的诗篇。为什么？因为诗

就是语言的精华。造物者用最浓缩的语言，掌握了世界万物包括人的

结构、人的情感，世界上的一切都浓缩在“诗人”——造物者写下来

的东西里！这也是物理学家最后想达到的理想境界。

（节选自杨振宁《美在科学与艺术中有何异同》）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物理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蕴含着不同类型的美。

B. 虹和霓的美丽源于它们的圆弧形状和特别的色彩排列规律。

C. 唯象理论阶段人们已经基本理解了折射现象和虹霓的成因。

D. 麦克斯韦方程式的结构在 20世纪 70年代被发现与纤维丛相关。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以“有人认为科学跟美没什么关系”开头，体现了作者说理

的针对性。



B. 文章比较了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并以“霓虹”为例进行了

具体阐释。

C. 文章将物理学中四阶段的美逐次展开，逻辑严谨，使作者观点得

以详细阐述。

D.



 作者将方程式浓缩之美类比为“造物者的诗歌”，生动形象、便于

读者理解。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科学追求客观事实、尊重逻辑和实证，而美是主观感受，二者并

无直接联系。

B. 科学中的规律和方程式，如麦克斯韦方程式，可以展现出科学的

独特的美。

C. 科学之美是随着近代科学发展逐渐呈现出来的，古代人无法感受

到科学之美。

D. 科学和美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但我们要警惕科学发展对自然之

美的破坏。

【答案】1. C 2. B

3. B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唯象理论阶段人们已经基本理解了折射现象和虹霓的成因”错，

根据“麦克斯韦方程式彻底地解决折射现象的问题。在前面的唯象理

论阶段，人们是不了解折射现象的”可知，唯象理论阶段并未完全理

解折射现象，是麦克斯韦方程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故选 C。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结构，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B.“文章比较了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错，文章题目虽为《美在

科学与艺术中有何异同》，但本文为节选，节选部分并未提及“美在

艺术”中的问题，“比较异同”特别是“差异”也就无从谈起。

故选 B。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美是主观感受，二者并无直接联系”错，原文强调科学与美有密

切关系，美存在于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

C.“古代人无法感受到科学之美”错，古人可能无法清晰地感受第三、

第四阶段的科学美感，但并不等于他们无法感受第一、第二阶段的科

学之美。

D.“警惕科学发展对自然之美的破坏”错，本文的主旨是：科学与美

有密切关系，美存在于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选项背离了原文主旨。

故选 B。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自然界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看不到绿色皮毛的哺乳动物。原因

是什么呢？因为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红绿色盲。除灵长类动物外的哺

乳动物都没有绿色视锥细胞，绿色对它们来说和灰色没什么区别，而

哺乳动物的天敌一般来说也是哺乳动物，所以绿色的皮毛并不能起到

比其他颜色更好的保护作用。



绿毛既然谁都看不出来，那么至少是一个无害的特点，为什么不能保

留下来？一个物种的基因序列非常庞大，每次复制时都会有极低的比

例出现复制错误，而这些错误完全是随机产生的，复制产生基因变异

的量比环境因素导致的基因突变量大得多。哺乳动物的毛发只有黑色

素、褐色素，再算上白化基因，只有三种原色。想有绿毛要靠基因突

变偶然排出了一段产生绿毛的基因编码，但这种突变也可能带来另外

的有害表现，如软骨病、耳聋眼瞎，所以即使绿毛的动物被生出来，

也都被淘汰了。就算有幸存活了那么几只健康的绿毛动物，但是绿毛

对生存没有什么优势，没有变绿动物照样活得很好。日积月累，我们

看到绿毛哺乳动物的概率极低。

灵长类之所以有三种视锥细胞，也不是凭空产生。人类的三种视锥细

胞对光波的敏感峰值分别是 560纳米、530纳米和 420纳米，而人类

可见光范围是 400～730纳米。560纳米，530纳米，两种视锥细胞的

敏感峰值离得那么近，那是因为最早它们是同一条基因倍增后变异出

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得从我们生活在树上的老祖先说起。

最早的灵长类是 100％素食的。很多水果在大部分生长时间里糖分含

量都很低，只有在成熟的最末期糖分才会突然增加。糖分的多少可以

反映在果实颜色上。如果哪个原始祖先在基因变异中偶然得到一个小

的改进，可以看出果实成熟度的差异，那他就能获得更多能量，活下

来的概率就会大增，其后代活下来的概率也大增。渐渐地，凡是活下

来的都是可以分辨那浅绿色和深绿色、浅红色和深红色的个体了。



那么我们今后还会演化吗？当然。科学家们发现绝大多数男性视锥细

胞有 2个绿色素基因 1个红色素基因，但是也测到了 1个绿色素基因

1个红色素基因，以及 3个绿色素基因 1个红色素基因的情况，而且

发现绿色素和红色素基因比例不同的男性对红色和绿色的感受强度

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对有 3 个绿色素基因 1 个红色素基因的人来说，

是不是可能将演化途中多出来的那条绿色素的基因变成黄色素的基

因呢？那样的话，这部分男性看到的也将是四原色的世界。

听觉也如此。正常人耳可以听到的频率范围是 20～20000Hz。听觉的

感受器中内耳的毛细胞是重要的一环，可是它们从出生后数目就不再

增多，只有 5万多个，这些毛细胞会因为疾病、巨大的噪声，或者抗

生素的原因受损。这种损失是永久性的，不能再生，所以人的听力从

出生后就开始逐渐下降。一般到了 60岁，大部分人都听不到 6000Hz

以上的声音了。所以在一场小提琴演奏中，高频谐振的部分他们是听

不到的，而各倍频振的叠加才形成了整体的音色。

视觉、听觉、味觉、嗅觉都是如此，这使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都有所不

同。但这些差别在我们感知到的信息总量中占比很小。也就是我们的

认知是由大多数共识和少部分差异构成。

当我们沉下心去品味差异，试图感受别人的世界时，艺术与合作就产

生了；当我们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感受时，矛盾和战争由此开始。

（摘编自《哺乳动物为什么没有绿色皮毛》）

4.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不是“我们在自然界中看不到绿色皮毛哺乳

动物”原因的一项是（ ）



A. 自然界正常状态下的哺乳动物毛发只有三种颜色：黑、褐、白，

出现绿色皮毛动物需要低概率的基因突变。



B. 绿色皮毛基因突变常伴随软骨病、耳聋眼瞎等缺陷，使得绿色皮

毛的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淘汰。

C. 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选择了多样化生存策略，包括适应不同环

境、发展其他生存技能等，而绿色皮毛并非其必要的进化方向。

D. 哺乳动物的天敌一般是不能分辨绿色的哺乳动物，绿色皮毛对于

哺乳动物来说并不具备特殊的伪装保护作用。

5.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一项是（ ）

A. 绿色皮毛对哺乳动物无保护作用，因此被自然选择淘汰。

B. 哺乳动物体内并无绿色素基因，所以无法长出绿色皮毛。

C. 人类的早期祖先可能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无法区分红绿两种颜

色。

D. 每个人的基因都不相同，这决定了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存在很大

差异。

6. 假如一小部分人能看到“四原色的世界”，这种特点会给他们带

来怎样的影响？

【答案】4. C 5. C

6. 优势：对色彩的感知更加敏锐，可以在绘画、服装设计等领域有

更好表现；

缺点：因为他们能看到别人无法分辨的颜色，他们可能会与普通人在

颜色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而导致一些生活困难。

【解析】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哺乳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选择了多样化的生存策略”错，“多样化

的生存策略”不是本文的讨论内容。

故选 C。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绿色皮毛对哺乳动物无保护作用，因此被自然选择淘汰”错，根

据“但这种突变也可能带来另外的有害表现，如软骨病、耳聋眼瞎，

所以即使绿毛的动物被生出来，也都被淘汰了”可知，自然选择淘汰

的是有软骨病等生存缺陷的绿色皮毛个体，它们被淘汰是因为生理缺

陷，而不是因为绿色皮毛。

B.“无绿色素基因，所以无法长出绿色皮毛”错，根据“想有绿毛要

靠基因突变偶然排出了一段产生绿毛的基因编码”可知，绿色皮毛可

以通过基因突变产生。

D.“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错，根据“但这些差别在我

们感知到的信息总量中占比很小。也就是我们的认知是由大多数共识

和少部分差异构成”可知，个体间的差异小、共性大。

故选 C。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优势：根据“如果哪个原始祖先在基因变异中偶然得到一个小的改进，

可以看出果实成熟度的差异，那他就能获得更多能量，活下来的概率

就会大增，其后代活下来的概率也大增”可知，某个原始祖先在基因

变异中偶然获得对颜色更精确的分辨能力就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

处，而使他在生存繁衍上获得优势；那么有人能看到“四原色的世

界”，同样也会给自己带来与色彩相关领域的好处，故可以得出“对

色彩的感知更加敏锐，可以在绘画、服装设计等领域有更好表现”的

结论。

缺点：根据“一般到了 60岁，大部分人都听不到 6000Hz以上的声音

了。所以在一场小提琴演奏中，高频谐振的部分他们是听不到的，而

各倍频振的叠加才形成了整体的音色”可知，人老了之后听觉就会退

化，会听不到一些年轻人能听到的声音，从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

困扰；同理，有些人的视觉强化了能看到“四原色的世界”，那么他

们与不能看到“四原色的世界”的普通人可能会在了解一些与色彩有

关的事物时产生分歧，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活，故可以得出“因为他们

能看到别人无法分辨的颜色，他们可能会与普通人在颜色问题上产生

分歧，进而导致一些生活困难”的结论。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纤维

刘慈欣

“喂，你走错纤维了！”



这是我到达这个世界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当时我正驾驶着 F-18 在大

西洋上空巡逻飞行，突然就闯进了这里，尽管我把加力开到最大，我

的飞机悬在这巨大的透明穹顶下一动不动，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场

固定住了，还有外面那颗巨大的黄色星球，围绕着星球的那纸一样薄

的巨环在它的表面投下阴影。

“请到意外闯入者登记处！”那声音又在我的耳机中说。

我打开舱盖，双腿使劲想站起来，却跳了起来，整个人像乘了弹射座

椅似地飞出了座舱，轻轻地飘落在地。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登记处，

那里除了那个登记员外已经有了两男一女。“姓名？”登记员问。

“戴维·斯科特。这是哪儿？”我指着外面那个有环的黄色星球：

“那，那是哪儿？”

登记员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面带倦容，无精打采，显然每天都

在处理这类事，见这类人，已厌烦了，“当然是地球了。”他说。

“那怎么会是地球？！外面这个星球绝不是地球，地球怎么会是黄色

的？！”

“说的对！地球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你拿我们当白痴吗？”披棕色大

衣人喊道。

我点点头：“外面那个星球绝不是地球！”

他们三个都频频点头。

“地球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拿我们当白痴？！连白痴都知道，地球从

太空中看是深紫色的！”披棕色大衣的人重复道。

在我发呆的当儿，穿古典外套的人说：“您可能是色盲吧？地球的色



彩是由其大气的散射特性和海洋的反射特性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它的

色彩应该是……”



我不停地点头，穿古典外套的人说着也对我点头。

“……是深灰色。”

“天啊？”那个姑娘第一次说话了，她身材窈窕面容姣好，如果我这

时不是心烦意乱，会被她吸引住的。“谁都知道地球是粉红色的！它

的天空是粉红色的，海洋也是，你们没听过这首歌吗？ 我是一个迷

人的女孩儿、蓝色的云彩像我的双眸、粉红的眼睛像我的脸蛋

儿……”，我感觉来到了疯人院，便转向登记员：“你刚才问我的职

业，好吧，我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哇！”姑娘大叫起来：“您是

美国人？”

我点点头。

“那您一定是角斗士吧！我早看到您不一般，我叫哇哇妮，印度人，

我们会成为朋友的。”“角斗士？那和美国有什么关系？您说的是古

罗马的事吧？”我一头雾水。

“古罗马？那个绵软的时代，那个没有男人的时代，那时最重的刑罚

就是让罪犯看看杀鸡，他百分之百会晕过去。”她温情地向我靠过来，

“你就是角斗士。”

我不知该说什么了，甚至不知该有什么表情，于是又转向了登记员：

“您还想问什么？”登记员冲我点点头：“这就对了，我们 10 个人

应该互相配合，事情就能快点完。”

我、哇哇妮，披棕色大衣的人和穿古典外套的人都四下看看：“我们

只有 5个人啊？”



“‘5’是什么？”登记员一脸茫然，“你们 4个加上我不就是 10个

吗？”

“你真是白痴吗？”披棕色大衣的人说，“不识数我就教你，达达加

1才是 10！”

这次轮到我不识数了，“什么是达达？”

“你的手指和脚指加起来是多少？如果砍去一个，随便手指或脚指，

就剩达达了。”

我想想明白了，点点头：“达达是 19，那你们是 20 进制，他们，”

我指指登记员，“是 5进制。”

穿古典外套的人轻蔑地看了一眼登记员：“多么愚蠢的数制，你们有

两只手和两只脚，计数时却只利用了四分之一。”

登记员大声反驳：“你们才愚蠢呢！如果你用一只手上的指头就能计

数，干嘛还要把你的另一个爪子和两个蹄子都伸出来？！”

我问大家：“那你们的计算机的数制呢？你们都有电脑吧？”

我们再次达成了一致，都是二进制。

披棕色大衣的人说：“这是很自然的，要不计算机就很难发明出来。

因为只有两种状态豆子，掉进竹片的洞中或没掉进去。”

我又迷惑了：“……竹片？豆子？”

“看来你真的没上过学，不过周武灵王发明计算机的事应该属于常

识。”

“周武灵王？那个东方的国王或巫师？”

“你说话要有分寸，怎么能这样形容控制论的创始人？”



“那计算机……您是指的中国的算盘吧？”



“什么算盘，那是计算机！占地面积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用竹片和

松木制造，以黄豆做为运算介质，要一百多头牛才能启动呢！可它的

CPU做得很精致，只有一座小楼那么大，其中竹制的累加器是工艺上

的绝活。”

“怎么编程序呢？”

“在竹片上打眼呀？那个出土的青铜钻头现在还存在北京的故宫博

物馆里呢！它的中文名字叫‘辞头’，现在人们用这个名称称呼磁盘

上读写的那个部件。周武灵王开发的易经 3.2，有上百万行代码，钻

出的竹条有上千公里长呢……”

我看着外面那黄色的有环的地球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好像明白一

些了。量子系统是多种状态并存的，当对它进行观察时，它才能确定

到一种状态。”

穿古典外套的人点点头说：“这时宇宙就分裂了。一个量子系统每做

出一个选择，宇宙就分裂为两个或几个，包含了这个选择的所有可能，

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平行宇宙。”

登记员说：“我们把这些平行宇宙叫纤维，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纤

维丛，你们都来自临近的纤维，所以你们的世界比较相似。”

“你们打通了纤维？”我问登记员。

他点点头：“只是超光速航行的附带效应，那些蛀洞很小，会很快消

失的。但当你们的纤维都进入超光速宇航时代时，蛀洞就更多了，那

时会有更多的人走错门的。你们不能驻留在我们的纤维，登记后我们

会把你们送回原纤维。”



哇哇妮对登记员说：“我想让角斗士和我一起回到我的纤维。”

“他愿意当然行，只要不留在这个纤维就行，”他指了一下黄地球。

（有删节）

7. 下面对小说《纤维》的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通过主人公戴维·斯科特意外闯入另一个纤维世界的经历，

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平行宇宙概念，这种设定展现了小说家的

想象力。

B. 不同角色对地球颜色的描述各不相同，这种分歧不仅揭示了不同

纤维世界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和观念差异，也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复

杂性。

C. 小说中对于数制的讨论，暗示了不同纤维世界可能拥有各自独特

的数学体系和思维方式，这种差异进一步强调了平行宇宙间的多样性。

D. 小说结尾揭示了登记员是一个来自更先进维度的科学家，他的存

在是为了维护纤维之间的秩序和稳定，这种设定增加了故事的思考深

度。

8. 这篇科幻小说中的“黄豆计算机”是如何体现“科”“幻”的？

9. 作家在极短的篇幅中塑造出了几个特点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

请选择其中三个人物，概括其最突出的个性，并结合作品进行简要分

析。

【答案】7. D 8. （1）“幻”体现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巨大的

体量，以黄豆作为运算介质、用一百头牛驱动，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

象力和创造性。



（2）“科” 是想象的合理性。黄豆计算机虽然充满荒诞和夸张，但

二进制数制、编程概念、CPU 等都是现实计算机科学中的核心元素。

尽管它们的实现方式和现实中的电子计算机截然不同，但功能上的对

应体现了科学的内核。

（3）科与幻有机融合给小说带来了独特魅力。如将古代背景与现代

概念结合，体现了科技和人文的结合，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乐趣。又

如用牛来驱动、用竹片打眼编程，这种荒诞但不失合理的设定，引导

读者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可能性，体现出科幻文学的思辨与探索

的魅力。

9. 戴维斯科特（我）：冷静、理性。面对突如其来的奇异情况，努

力保持冷静，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和与他人的交流来找出真相。

登记员：倦怠（或冷漠）。他每天都要对闯入者进行登记，对这些人

的惊讶和困惑已经麻木。

披棕色大衣的人：急躁、好为人师。愿意与他人分享知识，但总是显

得非常急躁。

穿古典外套的人：自信和傲慢。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充满自豪，对其

他人的观点表现出轻蔑的态度。

哇哇妮：活泼、热情、天真。她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愿意与他人

交朋友，但有时也显得过于冲动和天真。

【解析】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D.“登记员是一个来自更先进维度的科学家”错，登记员不是一位科

学家，只是这个纤维中的普通人，这从他出场时“面带倦容，无精打

采，显然每天都在处理这类事”可以推知他只是一个底层职员。

故选 D。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本的文体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的能力。

“幻”作为科幻文学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作家内心深处非凡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本文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台体量庞大的计算机，

其运算介质竟然是黄豆。这样的设定无疑让人瞠目结舌，仿佛置身于

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科技世界。而驱动这台计算机的力量则来自于惊

人的一百头牛。这样的设定不仅凸显了作者对于未来科技的独特见解

和大胆设想，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科技世界。在本文

中，科技与奇幻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科”，它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幻想赋予了坚实的合理性和令人信服

的可信度。在本文奇幻的构想中，黄豆计算机的设定虽然初听起来荒

诞不经，然而深入探究其内涵，却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二进制数制、

编程概念以及 CPU等核心元素，无一不是现实计算机科学中的智慧结

晶。黄豆计算机，似乎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黄豆与计算机——

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然而，正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融合，却成为了

科学与幻想完美交融的典范。在小说中，黄豆计算机的构造和运作方

式或许与我们所熟悉的电子计算机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功能

上与现实中的计算机产生深刻的对应。这种对应性，不仅体现了科学

幻想的魅力，更揭示了科学的本质。科学，是一种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突破思维的边界，将不可能变为

可能，将幻想变为现实。黄豆计算机的构想，正是科学精神内核的生

动体现。

在这部小说中，科与幻的巧妙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作者以

其卓越的想象力和精湛的文笔，将古代背景与现代科技概念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古代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科技、创新相互交织，带给读者独特的阅

读乐趣。在这部小说中，科技与人文的交融更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

度。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程序，而是与人类的情感、思想紧密

相连。通过科技与人文的相互辉映，作者为我们揭示了文明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小说中的一些荒诞设定更是引人入胜。用牛来驱动计算机、

用竹片打眼编程等看似不合逻辑的想法，却在作者的笔下变得合情合



理，引导读者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可能性。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

魅力和深刻的内涵，充分展现了科幻文学在思辨与探索方面的独特魅

力，它让我们看到了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戴维斯科特（我）：由“‘戴维·斯科特。这是哪儿？’我指着外面

那个有环的黄色星球：‘那，那是哪儿？’”“那怎么会是地球？！

外面这个星球绝不是地球，地球怎么会是黄色的？！”可以看出，戴

维斯科特（我）是一位冷静和理性的人。在遭遇那突如其来的奇异情

况时，他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努力保持着内心的平

静。他不断通过逻辑分析来梳理事件的脉络，试图找出隐藏在背后的

真相。同时，他也积极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和观点中获取更多的线索和信息。

登记员：由“我发现他面带倦容，无精打采，显然每天都在处理这类

事，见这类人，已厌烦了”可以看出，那位登记员，显得有些倦怠和

冷漠。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让他对这些闯入者的惊讶和困惑已经

麻木。他机械地记录着每个人的信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对这

一切都漠不关心。

披棕色大衣的人：由“‘说的对！地球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你拿我们

当白痴吗？’披棕色大衣人喊道”“‘地球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拿我

们当白痴？！连白痴都知道，地球从太空中看是深紫色的！’披棕色

大衣的人重复道”“ 披棕色大衣的人说：‘这是很自然的，要不计

算机就很难发明出来。因为只有两种状态豆子掉进竹片的洞中或没掉

进去。’”可以看出，披棕色大衣的人则是一个急躁且好为人师的角

色。他总是迫不及待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但往往因为过

于急躁而显得语无伦次。他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但又常常因

为过于自信而忽略了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穿古典外套的人：由“我不停地点头，穿古典外套的人说着也对我点

头”“穿古典外套的人轻蔑地看了一眼登记员：‘多么愚蠢的数制，

你们有两只手和两只脚，计数时却只利用了四分之一。’”可以看出，

穿古典外套的人则显得自信和傲慢。他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充满了自

豪，对其他人的观点则常常表现出轻蔑的态度。他总是以一种高高在

上的姿态与人交流，仿佛只有他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哇哇妮：由“‘哇！’姑娘大叫起来：‘您是美国人？’”“那您一

定是角斗士吧！我早看到您不一般，我叫哇哇妮，印度人，我们会成

为朋友的”“哇哇妮对登记员说：‘我想让角斗士和我一起回到我的

纤维。’”可以看出，哇哇妮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

么有趣。作为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哇哇妮总是希望与他人交上朋友。

她待人真诚，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但说出来却显得过于冲动和

天真。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各题。



奇中丞生父名惠色，与塞勒交好。塞老矣，时以无子为戚。惠公慰之，

曰：“君无忧。我有二儿，今妇又有身，若雄也，即以相畀。”已而

中丞生，甫免乳，即抱交塞公，属曰：“嗣后两家仆媵俱禁声，慎毋

泄露使儿知。”塞公夫妇教养中丞，爱怜倍于所生。至十六岁，懵然

不知为惠氏子也。亡何，将应试，塞公曰：“吾宁绝嗣，不可改祖宗

以欺君父。”诱中丞与游，闯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

非汝父也，今送汝还父。”惠公惊失色，中丞瞠也。塞公即告所以还

儿之故，且曰：“儿貌英秀，天资超绝，我福薄，不足以当。”言毕，

乘马驰去。中丞无如何，仍归宗应试。旋中进士，作刑部郎中，外迁

至臬使、布政使，而塞公夫妇相继殂殁。中丞感养育恩常于元旦默祷

于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谋所报。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苏巡抚。入觐谢

恩毕，奏曰：“臣乞主上天恩。”即连叩头，泪奔涌，几不能声。上

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上大笑曰：

“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备述原委，请封义父，兼请以第

三子广麟继义父为孙。上曰：“汝具折来。但异姓请封继嗣，部议必

驳。待议上，朕自有处分。”中丞折到，吏部引例驳，奉旨着加恩，

照所请行。

赞曰：惠公之仁，塞公之义，中丞之孝，三者皆所希有也。论者称塞

公为最难。何也？譬如邻有嘉树，代为辛苦壅植者久矣；正将累累结

实，而一旦还其主人，于心遽能恬然乎？至于日后中丞之封继绝，皆

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真古贤哉！三贤所为，于世道

人心皆有关系，故备书之。



（节选自袁枚《三贤合传》）

10.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

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中丞感养 A育恩 B常于元旦 C默祷于天 D有可以面 E奏之日 F必 G谋

所报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戚”意为悲伤，与《声声慢》中“凄凄惨惨戚戚”中的“戚”

字意思不同。

B.



 “瞠”意为“瞪大眼睛”，成语“瞠目结舌”中“瞠”字与这里的

意义相同。

C. “殂”意为死亡，与《出师表》中“而中道崩殂”中的“殂”字

意义相同。

D. “希”“冀”都是希望之意，与《陈情表》“有所希冀”中的“希

冀”意思相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惠色与塞勒交好，塞勒因没有孩子而忧愁；惠色安慰他并承诺将

自己的二儿子或新出生的儿子送给塞勒作为继承人。

B. 塞勒夫妇抚养奇中丞，对他疼爱有加，甚至超过了对待自己的亲

生孩子。中丞直到十六岁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C. 中丞准备应试时，塞勒带他回到惠色家，揭示了中丞的真实身份，

并立即离开，中丞无奈，只能回到惠色家应试。

D. 中丞成为江苏巡抚后，向乾隆皇帝奏请封赏义父塞勒，并请求让

第三子广麟作为塞勒的孙子，得到了皇帝的恩准。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即抱交塞公，属日：

（2）亡何，将应试，塞公曰：“吾宁绝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

【答案】10. BDF 11. A 12. A

13. （1）不久，奇中丞出生，刚断奶，惠色就抱着他交给塞勒，嘱

咐他说：

（2）没过多久，奇中丞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塞勒说：“我宁可断子



绝孙，也不能改变祖宗血脉欺骗君王”



【解析】

【1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奇中丞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常常在新年时向天默祷，希望有

朝一日能够当面奏报皇帝，以报答养父母的恩情。

“中丞感养育恩”中“中丞”是主语，“感”是谓语，“养育恩”是

宾语，故从 B处断开；

“常于元旦”是“默祷”的状语，中间不能断开；“于天”是“默祷”

的后置状语，也不能断开，故从 D处断开；

“面奏”是“日”的定语，中间不能断开；“必谋所报”是“面奏”

的内容，故从其前 F处断开。

故选 BDF。

【1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错误，两个“戚”字意思相同，都是悲伤、忧愁的意思。句意：因

为没有儿子而常感忧愁。/于是，更觉悲愁、戚苦。

B.正确。句意：奇中丞也目瞪口呆。/瞪眼翘舌说不出话来。

C.正确。句意：而塞勒夫妇相继去世。/却中途去世了。

D.正确。句意：都不是塞勒当初所能希望和预料的。/有非分的希望

企求。

故选 A。

【1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没有孩子”理解有误。“无子”专指没有儿子继承家族血脉。后

文“吾宁绝嗣”，也强调了这一点。另外，“承诺将自己的二儿子送

给塞勒作为继承人”曲解文意，原文“有二儿，今妇又有身，若雄也，

即以相畀”意思是我有两个儿子，现在妻子又怀有身孕，如果生的是

男孩，我就把他送给您。

故选 A。

【1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已而”，不久；“甫”，刚刚；“免乳”，断奶；“属”，

通“嘱”，嘱咐。

（2）“亡何”，没过多久；“将应试”，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省略

了主语“奇中丞”；“绝嗣”，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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