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语文单元测试（高三语文单元测试（2022年上半期）网络考试试卷年上半期）网络考试试卷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科学所研究的是那些被认为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而存在的关系。这也适用于把人本身作为研

究对象的科学。科学陈述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像在数学中就是那样。我

们不一定要假设这种概念是同外在世界里的任何客体相对应的。但是，一切科学陈述和科学定

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真的或者假的”（适当的或者不适当的）。粗略地说来，我们
对它们的反应是“是”或者是“否”。
②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特征。它为建立它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所用到的概念用是不表达什

么感情的。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善，没有恶；也
没什么目标。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绝不会碰到像“你不可以说谎”这样的
句子。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内心受到像清教徒一样的那种约束：他不能任性或感情用事。附

带地说，这个特点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是现代西方思想所特有的。

③由此看来，好像逻辑思维同伦理毫不相干。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

的准则，但是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够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并且联贯一致。如果我们能对

某些基本的伦理命题取得一致，那么，只要最初的前提叙述得足够严谨，别的伦理命题就都能

由它们推导出来。这样的伦理前提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正像公理在数学中的作用一样。

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本不会觉得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该说谎？”这类问题是无意义的。我们所
以觉得这类问题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在所有这类问题的讨论中，某些伦理前提被默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于是，只要我们成功地把这条伦理准则追溯到这些基本前提，我们就感到满意。在关

于说谎这个例子中，这种追溯的过程也许是这样的：说谎破坏了对别人的讲话的信任。而没有

这种信任，社会合作就不可能，成者至少很困难。但是要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并且过得去，

这样的合作就是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从“你不可说谎”这条准则可追溯到这样的要求：“人
类的生活应当受到保护”和“苦痛和悲伤应当尽可能减少”。
⑤但这些伦理公理的根源是什么呢？它们是不是任意的？它们是不是只是以权威为根据而建立

起来的？它们是不是来自人们的经验并且间接地受着这些经验的制约呢？从纯逻辑看来，一切

公理都是任意的，伦理公理也如此。但是从心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看来，它们决不是任意的。

它们是从我们天生的避免苦痛和灭亡的倾向，也是从个人所积累起来的对于他人行为的感情反

应推导出来的。

⑥只有由有灵感的人所体现的人类的道德天才，才有幸能提出应用如此广泛而且根基如此扎实

的一些伦理公理，从而人们会把它们作为自己在大量个人感情经验方面打好基础的东西而接受

下来。伦理公理的建立和考验同科学的公理并无很大区别。真理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

（选自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略有改动）

【1】联系上下文，对第②段画线句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科学家构建严谨完整的科学体系所用到的概念是不充分表达个人感情
的。

B.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科学家只关注、研究客观存在，决不会碰到“你不可说谎”这一类的命
题。

C.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科学家都像清教徒一样追求真理而不放任自己或者凭一时冲动处理问
题。

D.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科学家运用的不表达愿望、善恶等感情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思想所特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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