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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数学是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为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学问，

数学思维是按照规律考察和研究对象的思维方法。数学思

维是抽象思维，属于高级思维形式。但是思维形式之间并

没有严格的界限，常常相互渗透。思维活动借助的符号可

以是感性思维中的表象，也就是记忆元素，其中包括了数

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估算，所以艺术活动中也常常渗透着

数学思维。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是数

学思维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因和根

本”“万物皆由数构成”。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

的本体论命题，也被运用于对艺术领域的分析。他们注重

和谐的概念，而和谐离不开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发现了

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是最早运用数学思维

思考音乐和谐问题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学派揭开了西方研

究数学与音乐关系之序幕，后来，开普勒、伽利略、欧拉、

哈代等思想家对此都做过专门研究。  



艺术的形式有数量的属性，而艺术之美无不基于数量关系

的和谐，说明数学思维在艺术领域运用的普遍性。具有数

学原理基础的透视法在绘画中的运用，是西方艺术发展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对透

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绘画的目的是再现自然界，

而绘画的价值就在于精确地再现，故而绘画是一门科学，

同其他科学一样，其基础是数学。对于形体的审美评价也

倚重于数量描述。比如，大大的眼睛、苗条的身材等。反

之亦然，五短身材、嘴歪眼斜等负面审美判断也是依据数

量、位置等数学关系。因此，绘画构图中要考虑形体的结

构和比例。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在绘画和设计中的运用，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除了简单的形体构图，色彩和明暗的

设计也反映了数学思维。色调的冷暖程度、色系或明暗的

过渡，都存在比例关系。超过一定的比例就是夸张，背离

了艺术的真实。比如，“明眸善睐”固然是女孩可爱的标

志，但没有必要把人的眼睛画成如探照灯一般的亮度。当

然，艺术的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等同。在绘画等艺术中的

事物之数量关系不必完全与现实事物相同。艺术创造所运

用的符号形式在尺度上本身就包含有适当的弹性。比如，

绘画固然可以反映现实中美的事物之原貌，但不必追求百

分之百的“真实”，包括各种数量比例关系。这就是摄影

技术出现之后，绘画并没有被取代的原因。尽管如此，艺



术的真实仍然不能脱离现实。中国画没有被视觉规律（比

如透视原理和色彩搭配）所束缚，为想象和意境留有余地，

却也没有过于偏离现实事物外形中蕴含的数量关系的规律。

当人们欣赏水墨山水的时候，心中流淌的是和谐的旋律。  

另外，中国古代建筑讲究对称、方正。其中，既有审美的

追求，也运用了数学思维。“斗拱”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

所特有的形制。斗与拱，均为我国木结构建筑中的支承构

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探出的弓形肘木叫拱，

拱与拱之间的方形垫木叫斗。斗拱承重结构，可使屋檐较

大程度外伸，不仅形式优美，而且对称的结构能够达到作

用力的平衡，使得建筑物具有稳定性。斗拱的运用使中国

古代建筑艺术流芳千古，其中离不开精密的力学计算等数

学思维。  

在艺术创造和欣赏过程中，作者或审美主体往往自觉或不

自觉地运用数学思维，因为艺术的规律离不开审美对象的

数量变化规律。西方美学史中有“美在形式”的命题，从

某种角度来看，这可以诠释为“美在数量关系”。审美对

象的形式及其变化都有数学规律可循。文学领域当然也有

数学思维。比如，中国古诗尤其是格律诗，每一句都有固

定的字数。这种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当然也离不开数学

规律。从数学思维的角度看，音乐并非仅是不同高度音声



的排列。音乐的首要要素——旋律，也是一种数量关系。

旋律指若干乐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节奏的序

列。这种序列由音高、时值和音量构成。旋律包含两个要

素，即旋律线（音高线）和节奏。在连续的旋律进行中，

由于音高的走向而形成各种直线或曲线的形状，这些形状

类似画面中线条的伸展或起伏，故被称为旋律线。旋律线

在时间的横轴上展开，相继发出的不同音高的音（旋律线）

和各种音乐节奏的长短、快慢、停顿等表现职能相结合时，

旋律才能形成音乐的种种句法和结构。这里，可以把旋律

看成是音乐的几何图形。所以，音乐创作和欣赏也有数学

思维的因素。  

数学思维可以在艺术教育中得到运用。比如，在音乐教学

中，教学手段也与数学相关，这也符合艺术中数学思维的

规律。有学者主张儿童音乐教育应在“动”中而不是在“坐”

中体验音乐。这种利用身体运动的音乐教学方法，其实可

以还原成函数关系或几何学上的空间数量关系。此外，研

究表明，音乐具有启迪心智的作用。其中，数学思维的训

练，或至少是数学规律的运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音乐

教育中的数学思维进一步表明了数学思维与艺术的密切联

系。  

（摘编自陈玮缤《把握艺术中的数学思维》）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绘画是一门科学，故而其能够对自然界进行完美的再现，

这正是绘画的价值所在。  

B．绘画固然不必追求与现实中原物完全一致，但也不应脱

离现实事物外形中蕴含的数量关系规律。  

C．中国古建筑运用“斗拱”，不仅做到了形式优美，而且

对称的结构也保证了建筑物的稳定性。  

D．旋律是一种数量关系，它要形成音乐的句法和结构，离

不开旋律线和节奏两个要素的结合。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数学思维之所以是高级思维形式，是因为它是将具体的

问题抽象化为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学问。  

B．由第二段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学者对自己研究的学科认

知清楚时就可以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其他领域。  

C．文中将大眼睛、好身材与五短身材、嘴歪眼斜对比举例，

证明了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在绘画和设计中的运用。  



D．由绘画并不是对现实中事物原貌的百分百的反映，可知

艺术的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一定等同。  

3．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艺术活动中常常

渗透着数学思维”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3 分）  

A．依靠大数据做出的电视剧《纸牌屋》，从角色安排到剧

情发展，都通过计算量化以增加作品魅力，迎合观众的喜

好。  

B．艺术家利用墙壁、街道和建筑等场景，创作出具有社会

意义和艺术性的作品，使艺术更加接近人们的生活。  

C．19 世纪数学家傅里叶证明所有的器乐和声乐都可用数

学式来描述，这些数学式是简单的周期正弦函数的和。  

D．莫扎特的《D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全长 160 小节，再

现部处于第 99 小节，不偏不倚恰恰落在黄金分割点上。  

4．文章中加点的两个“当然”和“一定”有怎样的作用？

请简要分析。（4 分）  

5．你作为数学兴趣小组的成员，要为“艺术永以数学为伴”

主题活动写一则宣传文案，请就材料内容写出文案要点。

（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长河夜渡（节选）  

焦典  

开头总是这样讲，你阿爷我，一九六五，负剑下云南。坐

火车，从东北到西南。三天三夜，血脉僵硬，手脚都充血，

大腿尤甚，成两枚肿胖炮弹。他笑嘻嘻对我讲，①跟当年

在上甘岭，把土地炸焦黑的东西一样。  

云南偏远，群山合围。彼时草木佚名，人造卫星尚未发育，

路须亲脚走过，才敲打出形状，勘探全依靠手绘地图。  

听得倦了，催阿爷，哎呀，这些听过好几遍了，讲你是怎

么学到那招八卦连环腿的。  

听到起嘛，马上到了。是金沙江边，一队人进山勘探，驻

扎在江旁侧一野山。月色满溢之时，遇到了龙蛇，外来人

嘛，吓得不敢再进。不敢进，测量工作就完不成。阿爷往

山里望望，说，我先进去，找好位置，你们再来精查。众

人以为是大救星，簇拥着阿爷。阿爷讲，那种光荣，是从

来没有过的。  



一头钻进山，山苍树森，幽深清寂，杂树茂密，人刚挤过

去，身后的枝丫又很快合拢，无法看到来路。地势起伏陡

峭，行走险厄。  

点标完了。爬到山尖尖上，一身热汗吹散，准备下山。绕

着走了很久，怎么也走不到头。困了一日，水好说，没有

食物，饿得浑身软。虚弱得眼也半合，模糊里，见一矮短

黑影，渡河而来，远远丢下一物，又渡河走了。挪蹭过去

一看，一条金鳟，可以生吃。如是两日，每夜渡河投食。

是夜，矮短黑影如期而来。走近了一看，身体肥润，遍体

铁黑，四足雪白，原是一只踏雪寻梅猫。不惊骇，被它那

渡河身法吸引去。如人踩水，看似杂乱，其实有章法，顺

水而来，随水而往，吃力处，任由下沉，江水没头，转瞬

又被水托起。不是套路，随机而变，遇浪弹腿，遇波扁踩，

上岸时好似还使了一式童子拜佛。河水这么急，安然而过。  

你阿爷我，就是从那猫身上悟出了我这套八卦连环腿……

反正有的是你学的。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是让你好好读书，考到北京去，不要成个街

溜子，把你阿爷我气死。  



直至此处，算是今日回合讲完，迷魂阵绕来绕去，还是绕

到我身上。  

②手脚功夫，做不得虚，虚浮的招式遇到事情就化了。那

是六七岁，倒也算不得好多年前。当是时，正是十二月，

云南天暖，尚能挂住点绿。但哀哀草衰，凉风卷地，已经

现出些惆怅来。半夜，忽有人急敲门，开门一望，两位马

客，乃是我亲亲爹妈。面有惊恐之色，让我唤阿爷来，三

个人闭门低语，有意不让我听见。后急索轻便财物，精简

行囊，蹄声又起，爹妈真像两位天涯马客一般，卷起一阵

寒风策马远遁，渐渐消融于夜色。阿爷搂我入怀，说，别

怕，一辈子跟着阿爷。我问阿爷，有坏人在追？阿爷说，

不算事，我教你打遍天下，无人敌手。  

过几日，果有人追来，门外叫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踢

门强入，寒气酒气在屋里窜行。  

阿爷将我塞入衣柜，叫我好生躲起。扒柜门缝往外望，见

阿爷周身成圆，双手架起，起手已见功力。来人自恃人多，

个个又年轻，膘肥体壮，领头提一截钢筋，一声威吼劈过

来。阿爷一剪一扑，避过一扎，竟然还给来人扑倒，脑袋

砸门框上，破一窟窿。那诸来人，见阿爷神威凛凛，拳骨



巉巉，汗毛吓得根根竖立。但已到了搏命之际，无路可退，

众人携棒提刀，旋即一拥而上。  

推搡间，阿爷顶膝回胯，闪身炮锤……再往后呢？我看得

乏了，就不想看了。总之阿爷以一老身退数敌，虽然在第

五人民医院躺了五个月，但之后再也没人来扰我和阿爷的

清静，却是事实。  

愈后，阿爷拜托部队战友找个科学技术委员会，做白天的

门卫。遇到强占门前车位之类的，阿爷都能化解。如是，

阿爷每月退休金便按例归还欠款，额外门卫工资，度了我

们爷孙俩的生活。那时候，同班同学大多爱那日本忍术，

唯我一心想练中国拳脚，毕竟亲眼见过。我告诉他们，忍

术都是骗人的，没人理睬，笑我土气，我落得独享课后空

荡荡的操场。拳掌之间，满是云南高原清冽的风声。阿爷

下班后来学校接我。有多嘴的，讲我是留守儿童，我跟他

悄悄讲，阿爷是武林头一号掌门，国家专门派来保护我们

的。他直瞪瞪地望，阿爷宽松的衣裤被风鼓得满满，有人

嫌阿爷三轮拦路，伸手欲推，阿爷身形变换，双脚却纹丝

不动，倒真真像个绝代宗师。他们从此服气，私下唤我大

师姐。  

坐三轮上，拽着太阳长长的影子。  



我问阿爷，我算留守儿童吗？阿爷说，我们俩最亲，跟最

亲的人在一起，不叫留守。  

我点点头。不知道我的爹妈到底干吗去了，只是阿爷时常

说，下海下海，不是哪个都下得，来个小浪头就给你拍倒

掉。  

一次生日，阿爷跟我讲，今晚早点回家，阿爷给你做顿大

餐。问是什么，也不说，神秘兮兮。  

进门，阿爷独自厨房里忙活，好一套拳法。③煤气灶呼呼，

抽油烟机飕飕，炒锅菜铲叮当铿锵，菜刀飒飒落下。五六

个菜，团团摆一桌，绿的绿，白的白，白的白，绿的绿。  

我的阿爷，你这一桌全是白菜啊！  

炒白菜，辣椒炒的、不放辣椒炒的；煮白菜，放香油煮的、

不放香油煮的……  

阿爷说，白菜如何？吃的是你阿爷我六十多年的手脚功夫，

你且尝尝。  

白菜进嘴，各有各滋味。多点辣，直拳猛击，刺激开胃。

清水煮，辗转拨手，轻松干净。再撒点山花椒，不好形容，

杂糅各家，出招复杂难辨。  



我说，阿爷，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前世莫不是花木

兰？身手了得，相伴多年，竟不知你是个深藏不露的大厨

啊。阿爷被夸，正要得意，转念瞪我一眼，花木兰是女英

雄嘛，不过你好好练功，将来我们家也出一个花木兰。  

以后，偶尔还会想起这一段。④但那沉重凝滞的河，阿爷

蹬空一跃，也带我窸窕迅疾地过了……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开头简短的四句话，融合了两个人物和三个时间点，

把读者很快带入讲故事的氛围中。  

B．踏雪寻梅猫投食、渡河，让阿爷绝处逢生，还学得了一

套功夫，魔幻中也显现着生活的真实。  

C．阿爷每月归还欠款，与上文有人上门要钱照应，直接交

代了爹妈下海经商欠款潜逃的事情。  

D．小说的题目“长河夜渡”简约凝练，一语双关，含义丰

富，如红线串起几段故事，统摄了全文。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句子①交代阿爷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人，其中

“焦黑”二字隐约可见当年战斗的惨烈。  

B．句子②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既承上文阿爷在困境中练

就了真功夫，又引出了下文关于父母的一段回忆。  

C．句子③以四个细节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官，让人仿佛亲临

现场，感受到那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D．句子④作为小说的结尾，以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对那段岁

月的总结，含蓄深远，令人回味无穷。  

8．从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方面考虑，小说中的“我”主要

作用是什么？请简要分析。（4 分）  

9．《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和《长河夜渡》都以独特的

语言风格彰显着艺术魅力，请结合文本与所学知识对三者

分别加以分析。（6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

而荣，独居而乐。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

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

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

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之如日

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

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节选自《荀子·儒效》）  

材料二：  

丁巳，上以洛州长史宋璟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

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

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

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

上嗟叹良久，益重。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

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

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

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注】，后称姚、宋，他人莫得

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

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

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

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

以无阙政矣。”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宋璟之叔父，冀得优假。璟闻

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

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

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玄宗开元六年戊午，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上言：“臣

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

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  

【注】房、杜，指房玄龄和杜如晦。  



10．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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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涂对一处给 1 分，

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璟为相 A 务 B 在择 C 人 D 随材 E 授 F 任 G 使 H 百官 I 各称

其职。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

的一项是（ ）（3 分）  

A．就，文中是成就的意思，与《劝学》“金就砺则利”中

的“就”含义不同。  

B．忠良，指忠正贤良之士，与《谏太宗十思疏》“想谗邪

则思正身”中“谗邪”的用法相同。  

C．练习，指训练学习，文中与“博通”相对，指齐浣对时

务尚不精通，还处在学习阶段。  

D．敕，文中指皇帝的诏令，与《红楼梦》中“敕造荣国府”

的“敕”含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荀子认为君子的美好名声就像太阳和月亮那样赫然升起，

会激发天下人如雷霆一般的热烈响应。  

B．宋璟看不起宠臣杨思勖，在赴京途中始终不与其交谈，

思勖回京后禀告皇帝，皇帝却因此更加看重宋璟。  

C．姚崇和宋璟虽然在志向和操守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可以

和房玄龄、杜如晦比肩的尽心辅佐的贤相。  

D．族人宋元超希望借助宋璟的权势得到优待照顾，宋璟直

接给吏部发文书解释两人关系，并直言不要录用。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  

（2）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14．宋璟是唐代名臣，堪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

君子，请结合两则材料简要概括其名满天下的原因。（ 3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 题。  

念奴娇①  



朱敦儒  

见梅惊笑，问经年何处，收香藏白？似语如愁，却问我、

何苦红尘久客？观里栽桃②，仙家种杏③，到处成疏隔。千

林无伴，淡然独傲霜雪。  

且与管领春回，孤标争肯接，雄蜂雌蝶。岂是无情，知受

了、多少凄凉风月。寄驿人遥，和羹心④在，忍使芳尘歇。

东风寂寞，可怜谁为攀折。  

【注】①此词作于南渡后，词人自官场急流勇退。②观里

栽桃：喻指出仕为官。③仙家种杏：葛洪《神仙传》载，

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

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此处借指

归隐不仕。④和羹心：指辅佐君王的用世之心。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A．开头的“惊”“笑”表现出词人陡然见到梅花的惊喜之

状，“收香藏白”点出梅花的特点。  

B．上阕像两个朋友对谈问答，词人与梅花关怀对方的境况，

彼此问询，写出了知己之感。  



C．下阕开头写梅花只管把春天领回人间，她的孤高与美好

让蜂蝶不由自主地环绕追逐。  

D．整首词运用比喻、拟人、用典、象征等手法让词作内容

更加丰富，寄意幽远，耐人寻味。  

16．后人评此词“梅品与人品妙合无垠”，请结合词作内

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智”“仁”“勇”是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品质，成语

里有“智勇双全”，《〈论语〉十二章》中对“智”“勇”

的表述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上下句都以叠词来表现人类

的生生不息和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诗句是“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小鸣第一次坐轮船航行到东海时，面对一望无际、波

澜壮阔的大海，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老师教过的带“沧海”

的诗文名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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