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山一中 2024 届高三第一次月考语文答案 

1.D（A.“对典籍进行了明确的质疑”错误，柳宗元是对“历史上一般都讲《论语》是孔子弟子所作”

提出质疑。B.“使得儒家天人问题的观念逐步成熟”属强加因果，文中强调的是当时士大夫具有理性

态度，并未对天人问题进行评论。C.恶人伤害人类并不等同于虫子对树木的伤害，而是相当于人帮助

树木杀灭虫子。） 

2.B（文章只是陈述柳宗元的观点与儒家态度相同，无意肯定柳宗元的观点。） 

3.C（C 项认为天对人的感应是“奖善罚恶”，依旧是坚持“福善祸淫”的基本观点，与韩愈“天人相

乖”的观点不同。） 

4.①大胆质疑历史上一般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所作的定论，并用《论语》中记录了曾子的临终遗

言进行证明。（2 分）②虽承认韩愈的《天说》讲得非常巧妙，但还是写了一篇《天说》对韩愈的思

想做了全面的反驳。（2 分） 

5.①这种“天人相乖”的思想促使人们理性地反思自身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给自然造成的危害与破坏。

②使人们自觉克服以“人”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狹隘意识，正确处理好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与发挥

人“战天斗地”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③使人们在实践中既能按照价值原则，又能按照真理原则，

将开发利用自然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每点 2 分，其它言之成理

的答案亦可。） 

6.C 【解析】句意：到时候，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朝廷核准执行，救助民间的危急，从未错过

适当的时机。因此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人口繁殖增多。“州县申请”是主谓短语，作“俟”的宾语，

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AB。“安其居业”意为“安居乐业”，是“民”的谓语，不能断开；“户口”是“蕃

息”的主语，故应在“户口”前断开，排除 D。故选 C。 

7.B 【解析】A 项正确，“他人效者终莫能逮”的“逮”是“赶得上”的意思，“逮奉圣朝”的“逮”

是“等到”的意思，含义不同。B 项，“含义相同”说法错误。“户口蕃息”中的“蕃”为“繁殖”；“可

爱者甚蕃”的“蕃”为“多”。C 项正确，“率一斛得八斗至者”的“率”是“大致”的意思，而“率

赂秦耶”中的“率”是“一概，全都”的意思，含义不同。D项解释正确。 

8.（1）陈述（说明/开列）各州县的雨雪丰收歉收的状况，上报（报告/禀告）转运使司，如果丰收

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收成不好）就以低价卖出。（得分点：“具”“白”、“歉”、各 1 分；“丰则

贵籴”，“歉则贱粜”句意分各 1 分） 

（2）所以只在产盐的地区中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盐转售给盐商，随便他们卖到哪里。（得分

点“但”，只；“置”，设置；“鬻”，卖；“之”，到。各 1 分，句意分 1 分） 

【参考译文】 

起初，安史之乱，几年之内，天下各户人口，十分之八九死亡（或逃亡），州县大多被藩镇占据，

贡品和赋税不上交朝廷，国家府库财物耗尽，中原灾乱不断，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

扎重兵，粮饷全仰赖朝廷，所花费的财物不可计量，都靠刘晏筹办。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

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即使远的地方，用不了几天，都

能将消息传达到转运使司。食粮货物价格涨跌的大权，全都控制在手中。国家获得许多利益，而天下

也没有过富过贫的忧患。晏常认为：“要办成一切事务，关键在于求得人才，所以一定要选用通达事

理、动作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至于核对稽查簿册账目，收支银钱谷物，那就必须委任士

人办理。”但是也只有刘晏能推行，别人仿效他一样做法，却始终都赶不上他。刘晏属下的官员，虽

然远居于千里之外，遵奉他的教令行事，也就像是在眼前一般，日常生活，言谈行为，从没一个敢蒙

骗他的。 

刘晏又认为人口越多，那么赋税的收入就增多，所以他掌管财务，以爱民为先。在诸道中分置知

院官，每隔十天一月，陈述（说明/开列）各州县的雨雪丰收歉收的状况，上报（报告/禀告）转运使

司，丰收就以高价买入，歉收（收成不好）就以低价卖出，或者用粮食交换其他各种货物供给官府使



用。知院官刚看出禾谷难以成熟的征兆，要先申报转运使司，说明某月须免除若干赋税。到时候，刘

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朝廷核准执行，救助民间的危急，从未错过适当的时机。因此人民得以安居

乐业，人口繁殖增多。 

刘晏采用食盐由政府专营的方法，充分供应军队官府的费用。刘晏认为官员愈多，人民受到的烦

扰就愈多，所以只在产盐的地区中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盐转售给盐商，随便他们卖到哪里，

其他不产盐的州县中，就不再设盐官。江岭一带距产盐地区路程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过去贮存

起来。有时商贩垄断市场，抬高盐价，官盐就减价卖出，称常平盐，官府有利润而民间也不缺盐。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入长安，因为河流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上一斛米能有八斗运到

长安的，就算是立功了，会受到丰厚的奖赏。刘晏认为江、汴、河、渭，水流缓急并不相同，各视需

要与方便，营造运船，教导水运工人，长江的运船通到扬州，汴水的运船通到河阴，黄河的运船通到

渭口，渭口的运船通到太仓，并在沿途水岸设置粮仓，辗转收存发放。从此每年运输米谷的数量，有

时高达一百多万斛，而没有一斗一升沉覆的。刘晏为人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而

绝不搁置到第二天。后来经理财政的人员，没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9．DJO 

10．D《谏逐客书》中的“赍”表示“把东西送给人”，与文中意思不同。 

11．A 童谣说；“燕国南疆，赵国北界，中间合不住，大小如砺石，只有这里可以避世”，并没有点明

“唯有易县”可以避世，是公孙瓒自认为是易县。 

12．（1）那些士大夫自认为身居要职就应当享受富贵，不知道感谢他人恩惠。 

①“衣冠”，士大夫；②“以”，认为；③“谢”，感谢；三个点各 1 分。句意 1 分。 

（2）我听说君子使别人陷入危难，一定要同他共患难，我怎么能够独自逃生呢！ 

①“陷”，使……陷入危难②“同其难”，与……共同患难；两个点各 1 分。句意 2 分。 

13．①军事策略上，固守防守策略，拒绝求和；②对人态度上，不体恤将士，人心离散；③具体作战

中，密信被截，计划失败。（一点 1 分，答出 3 点即满分。如答性格，自圆其说亦可酌情给分。） 

【参考译文】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 年），公孙瓒杀了刘虞之后，完全占有了幽州，势力更加强盛，他依仗

自己的才能和实力，不体恤百姓，只记别人的过失，不记别人的善行，连一丁点怨恨也要报复。对于

有声望的士大夫，名望在他之上的，一定会用律法陷害，对有才能的人，也一定设法压制使其处于困

窘的环境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公孙瓒说：“那些士大夫自以为身居要职就应当享受富贵，却

不知道感谢别人对他的恩惠。”因此他所宠爱的，大多是商贩和才能低下的人，还和他们结拜为兄弟，

有的还结为姻亲，这些人仗势侵夺百姓，百姓都很怨恨他们。 

    在这之前，有童谣说：“燕国南疆，赵国北界，中间合不住，大小如砺石，只有这里可以避世。”

公孙瓒自认为易县正是童谣所说的位置，于是就把军队迁居到易县驻扎，还环城挖掘十多道壕沟，在

沟里修建高大土丘，每个土丘都有五六丈高，再在土丘上建上木楼。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公孙瓒

说：“兵法上说：百尺高楼，不可进攻。现在我的军队各营有壕沟、箭楼几十重，积累存粮三百万斛，

吃光这些粮食，足以等到天下大势的变化了。” 

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 年）冬季十二月，袁绍连年攻击公孙瓒不能取胜，就写信给公孙瓒，想

解除怨恨互相联合。公孙瓒不理睬，反而增修防御工事。在这之前，公孙瓒的别将有被敌人包围了的，

公孙瓒都不去援救，还说：“如果救了这一个人，以后其他将领便都会依靠援救，不肯努力奋战了。”

等到袁绍大军攻来，公孙瓒南境的一些别营，自己估计坚守不住，又知道一定没有人援救，于是有的

投降，有的溃散。袁绍的军队一路直抵易县城门，公孙瓒派他的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变民的首领求援，

并想亲自率领突骑出奔西山，集结黑山的兵众侵掠冀州，切断袁绍的后路。关靖劝谏说：“现在您的

将士，没有不怀离散之心的，之所以还能固守，是因为顾念家中老幼都住在这里，而且依靠将军在此

主持大局的缘故。如果坚守一段时间，袁绍有可能自行撤退，但如果舍弃大家出逃，后方没有人做主

了，易京的陷落，便随即到来了。”公孙瓒这才停止了行动。袁绍大军逐渐加强攻击，公孙瓒的兵众

处境日益窘迫。 



东汉献帝建安四年（199 年）春季三月，黑山变民军首领张燕和公孙续率领十万兵众分三路援救

易京，军队还未到，公孙瓒秘密派使者给公孙续送信，告诉他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埋伏在北郊低洼之地，

约定举火为号以便内应，公孙瓒想亲自率军出城夹击。袁绍的巡逻兵截获了这封书信，袁绍便派兵按

约定时间举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便出城交战，袁绍埋伏的军队突然袭击他，公孙瓒大败，又回

到城中继续坚守。袁绍便让士卒挖地道，一直凿到公孙瓒所住的楼下，点火烧木柱，城楼就倒塌了。

公孙瓒自知必定不能幸免了，便勒死姊妹、妻子儿女，然后纵火自焚。关靖叹息说：“我先前如果不

阻止将军出城突围，未必不能成功。我听说君子使别人陷入危难，一定要同他共患难，我怎么能够独

自逃生呢！”于是骑马冲入袁绍军中而死。 

 

14.D【解析】本题考查对诗歌的理解能力。 

D 项，“潇洒积极、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错，诗歌前四句写的是旅客悲秋之况，后四句表达旧臣忧

国之怀。报主心切，时势艰难，想着国事，虽衰年未肯自倭，尽力报效国家，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

的诗风，表达了诗人壮志未酬的孤独、苦闷之情。故选 D。 

15．【答案】①功业未立而双鬓已斑，频频看镜，写出了诗人报国心切。②登楼望远，心怀天下，然

衰暮之人，体力不济，故而久倚。“独”字也写出了作者内心的孤独、苦闷。③作者空有雄心壮志，

然身已暮年，表现了诗人的矛盾心理，与壮志未酬的慨叹。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诗歌思想情感的能力。 

颈联“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意思是，年纪大了却功业未成，常常照照镜子，看到白发已出现了，

经常孤独站在高楼倚柱自叹。“频看镜”“独倚楼”，是两处细节描写，夜不眠以至曙，故对镜倚楼，

频看镜，写出了诗人报国心切；“独”字写出了诗人经常孤独站在高楼倚柱自叹的形象，时势艰难，

想着国事，尽力报效国家，虽然身老而不能出力，但此种心思却永不停歇，表达了诗人壮志来酬的孤

独、苦闷之情。 

16（1）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2）草创未就       就极刑而无愠色 

 （3）【参考答案】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7. ①简而言之    ②绚丽多彩（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彩斑斓）   ③亦步亦趋（评分细则：每处 1 分，

共 3 分；有错别字该处不给分。） 

  18. ①语病：将“一种”移到“绘画”的前面（或将“一种”移到“中国的”的后面）。②标点符号使用

错误：将“：”改为“——”。③错别字：将“溶”改为“融”。（评分细则：每处 1 分，共 3 分。） 

  19. 《深海》制作团队为了探索中国动画的全新方向而研发了将中国水墨画“三维化”、赋予水墨画全新

生命力的“粒子水墨”技术。（评分细则：答对“为了探索中国动画的全新方向”，给 1 分；答对“研发了

将中国水墨画‘三维化’、赋予水墨画全新生命力的‘粒子水墨’技术”，给 2 分；句子通顺连贯，给 1 分；

共 4 分。） 

  20. ①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②而且充满了各种宇宙辐射   ③植株比一般的水稻要矮（评分细则：每

处 2 分，共 6 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1. 甲：利用太空特定环境（或宇宙辐射）诱使种子变异     

乙：培育被挑选出来的变异种子 

（评分细则：每处 2 分，共 4 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2.作文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类材料作文题。 

材料第一段，借 2023 央视春晚中，合唱节目《早安，阳光》的演艺人员——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百姓歌

手、演员，展现“小人物”融入“大舞台”的时代风貌。从快递小哥、清洁工到医护人员、消防员，从医生、



护士到农民、牧民，在节目《早安，阳光》中参与合唱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歌手，他们也只是一个个“小人

物”。但是，他们振奋人心的和声，却反映了整个中国最朴素的感情，也唱出了新征程上的百姓生活交响。

而材料第二段，由第一段中“小人物”与“大舞台”的思辨关系，引申出个人奋斗中的“小”与“大”的思

辨关系，并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思考，如何才能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更好地融入进民族国家事业的“大

蓝图”。 

由此看来，立意时，要立足于个人与家国的关系，认识到民族梦想的实现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只有做

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将个人理想与民族梦想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责任担当，才能既实现个人的梦想，

又能助力于民族复兴的大业。行文思路上，可采用层进式结构，论述时可论述我们既要拥有自己的理想，又

要明白时代的担当，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然后论述由个人梦想到家国之梦，由小到大，由浅入深，要将

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代代追梦人，将小我融入大我，铸就中国梦。身为当代青年人，要向前辈学习，传承

追梦精神，勇于挑战，勇于承担。青年人的个人是和伟大祖国紧密相连的。我们应该将个人前途和祖国命运

连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参考立意】 

（1）传承追梦精神，做好新时代青年。 

（2）高举追梦旗帜，砥砺家国情怀。 

（3）承追梦信仰，展青年芳华。 

（4）心中有追梦使命，脚下有奋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