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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为了进一步规范江西省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工作，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小学师
资队伍，江西省教育厅于 2009 年 7 月正式颁发了《江西省培养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指
导性课程方案》( 赣教师字［2009］25 号) 。该文件明确指出，课程方案是开展教学活
动、编写主要教材、开展教学质量评估的基本依据。紧接着，江西省教育厅又下达了
一些主干课程的课程标准研制任务。在江西省教育厅的领导下，由江西师范大学、江
西省教师教育学科教研中心和全省有关教师教育院校通力协作，经过两年多的研制
和反复审改，制订了江西省教师教育培养专科层次小学教师部分课程的课程标准。

本教材就是严格按照《汉语基础课程标准》来编写的。

这套教材主要由江西省教师教育语文学科中心组成员参与编写。本套教材吸收
了我国教师教育汉语基础课程的最新科研成果，针对专科层次学生的培养特点，在知
识点的阐述上力求深入浅出，简明扼要; 在基本技能的训练上体现了本课程对实践环
节的重视，每个章节都精心设计了“练习与思考”，努力达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目的。本书由舒磊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
《现代汉语》各章节编写分工为: 舒磊，绪论、第二章汉字; 易缨，第一章语音( 其

中第九节李海涛编写) ; 唐清辉，第三章语汇; 朱弋红、王淑莲，第四章语法; 朱汉清，

第五章修辞。
《古代汉语》各章节编写分工为:柴忠华，绪论、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唐惠民，第

三单元和第四单元;龚晓明，第五单元和第八单元;郭永生，第六单元和第七单元。

由于这是第一次按《汉语基础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对有些问题无法作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推敲，以致本教材可能存在疏漏或不尽如人
意之处。由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和使用本教材的各院校师生多提宝贵意见，以
期在今后的再版修订中不断完善，使之更加成熟和实用。

编者
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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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因其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更因为在
这漫长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世世代代中国人民创造并积累了极为丰富、宝贵的文化
遗产，对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不
断增强的今天，想要批判地继承这份光辉的遗产，阅读古书就十分必要。而要阅读古
书，就必须学好古代汉语。

一、什么是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广义地说，就是古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即“五四”运动以前的汉族语言。语言可以分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古代人民的
口头语言现在已无法听到，我们常说的古代汉语只指古代的书面语言。

语言的发展是缓慢的、渐变的。古代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般来说，可以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 上
古阶段———先秦两汉时期;中古阶段———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 近古阶段———宋元以
后至鸦片战争时期。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一个过渡阶段，可称作早期现代汉
语时期。

汉语的古代书面语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
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说的文言。这个系统在现存的古代
典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传世的经、史、子、集几乎全是用文言写成的。二是六朝以后
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魏晋以后，某些作品中已出现了一些口语化的文字，

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古白话的真正兴起是在唐宋，如唐代的变文、禅宗语录。

宋代话本的出现标志着古白话的正式形成，这些古白话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我们所学习的古代汉语，主要指文言，一般不涉及古白话，又以先秦两汉的文言
( 上古) 为主。这是因为文言同现代汉语的差异更大，不经过专门学习，很难读懂。

古白话同现代汉语的差异较小，比较容易读懂，所以古代汉语不把古白话作为学习和
研究的对象。

二、古代汉语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作为一名大学生，必须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更需要具备某些基本技
能。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大学生最必要的基本技能。阅读现代作品对具有高中文
化水平的人来说，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而阅读古代作品，却是有很大困难的，这就是

1



为现在的大学生、将来的初等教育教师开设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原因。古代汉语是
属于培养古书阅读能力的一门工具课。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学
好古代汉语也有助于提高现代汉语的使用能力。

本教材的内容由文选、古代汉语常识以及古代汉语常用词三部分组成。这是目
前古代汉语教材普遍采用的格局。教材是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体。

文选———古代汉语的语言材料。其中选载部分古代的文学作品、历史作品、哲学
作品，但是并非为了传授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而是把它作为语言材料。通过
学习这些作品，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常用词汇、组词造句的语法规律和丰富古代汉
语的感性知识。

常识———学习古代汉语要求掌握的有关知识和理论。这包括古代汉语的语法、

文字、词汇、音韵等方面的必要知识。学习这部分内容，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传授这些
基本知识，而是把学习文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常用字———学习古代汉语必须积累的古代词义材料。在语言各要素的发展中，

变化最大的是词汇。我们阅读古书时几乎无时无刻不和它们接触，如果我们掌握了
常用词一般的常用意义，就能扫除很多文字障碍。把文言词汇中的主要问题解决了，

同学们就不会讲一篇懂一篇，不讲就不懂了。

总的来说，学完这门课，要求能够阅读浅近的文言文，正确理解《史记》列传中比
较容易的篇章和《资治通鉴》一类的文言文。

三、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要讲究科学的方法，一味地死记硬背和一味地学习理论，都
不是好的科学的方法。

( 一)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
所谓的感性认识就是要阅读文言作品( 文选) ，增强文言语感; 所谓的理性认识

就是学习古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各种知识与理论，用这些知识与理论来深化对
古代语言的理解。

我们首先必须特别重视文选的学习。学习文选，首先要真正懂得透彻，做到字、

词、句落实，不能囫囵吞枣，只了解大概意思。要认真钻研注释，尽可能做到句句落
实;并学会古今对比，努力发现古今不同的词义、语法现象。学习文选，其次是要熟
读。俗话说，熟能生巧。熟读学过的课文可以帮助我们牢固的掌握接触过的感性材
料，培养古代汉语的语感，从而起到由此及彼、温故知新的作用。不然，学过的文章，

时间一长就会忘记，学一篇忘一篇，那是培养不了阅读能力的。有些篇目甚至要背
诵。

学习古代汉语应把文选放在重要的位置。这并不是说，理性认识不重要，相反
地，学习古代汉语一定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阅读文选后的体会和
心得，不归纳上升到理性认识，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学习古代汉语的常识，单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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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选，这样耗费的时间会很多。因而要弄懂常识的内容，记住常识讲述的规律，与
文选相互印证，对比归纳。这样既能加深对所学常识的认识，又能把文选的学习提高
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 二) 重视古汉语常用字的学习
古代的作品中，有些词是经常使用的，另一些词不常使用。那些经常出现而又与

现代词义不同的词，一定要认真掌握。掌握这些常用词，是学好古代汉语的重要基
础。这些常用词的意义，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学和记。本书中，每篇文选后都有五到八
个常用词的分析，这些常用词的分析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引导大家学会如何分析词的
本义和引申义。这里常用词列举的数量比较少，建议大家在以后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常用词的词义。

( 三) 要善于比较、归纳
古代汉语的常识是在和现代汉语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是无数前人归纳总结的

结果，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时也要善于比较归纳和总结。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
方面比较:

1. 古今比较
例如“行李”一词，现代汉语的意思为“出门所带的包裹、箱子等”; 而古代汉语如

《左传》中指的是使者，外交官。“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
所害。”( 《烛之武退秦师》)

2. 正误比较
《史记·扁鹊传》:“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这句话中的“生死人”是什么

意思? 按现代汉语语法规律去理解，就讲不通。在古代汉语中，这里的“生”是不及
物动词的使动用法，是使……复活。“生死人”即扁鹊能使死人复生。只有注意这些
特殊规则，才能正确理解原文。

3. 差异比较
《史记·项羽本纪》:“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使者，皆斩之。”我们知道羊

是很温驯的，怎么说“狠如羊”呢? 原来古代“狠”是“不听从”的意思。羊有时很犟，

你拉它，它就是不走。又如《汉书·霍光传》: “光与左将军( 上官桀) 结婚相亲。”初
学者提出疑问，霍光是男性，上官桀身为左将军，自然也是男性，说二人“结婚”，不可
理解。其实“结婚”在古代指“联姻结亲”，这里指霍光的长女嫁给上官桀的儿子做妻
子，双方成了“亲家”。

( 四) 学会运用工具书
学习古代汉语必然遇到很多障碍，遇到困难就要去请教不说话的老师———字典、

词典。最好能准备常用的工具书。

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还要勤思考，勤做练习。这样才能巩固学到的知识，培养和
提高自己阅读古代文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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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

文 选

神话三则

女娲补天
《淮南子》

【说明】

这个神话出自《淮南子·览冥篇》，《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初年淮南王
刘安及门客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淮南子》是以
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
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内 21 篇，外 33 篇，今只流传内 21 篇。

女娲，即女阴，是生育之神的化名。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
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
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勇敢智慧、为民除害的顶天立地的女
性形象，女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

往古之时①，四极废②，九州裂③，天不兼覆，地不周载④ ; 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⑤ ; 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⑥。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
极⑦，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⑧。苍天补，四极正⑨ ; 淫水涸，冀州平⑩ ; 狡虫
死，颛民生瑏瑡。

【注释】

①往古: 上古，远古。

②四极: 指在大地四方尽头支撑天穹的四根柱子。极:极点。废:倒塌。

③九州: 古人把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九州。裂:崩裂，塌陷。

④天不能把大地全部覆盖，地不能把万物完全承载。兼:尽。周:遍，全部。

⑤爁焱( lǎnyàn) :火势宽广而又猛烈的样子。浩洋: 洪水浩渺无边的样子。息:

止息，指洪水消退。

⑥颛民( zhuān) :善良的人民。鸷( zhì) :凶猛。攫( jué) : 用爪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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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炼:熔炼。苍天:青天。立四极: 把擎天的四根柱子支立起来。

⑧济:拯救。淫水:洪水。淫:过分，过度。

⑨正:直立，不倾斜。

⑩涸:水干枯，这里指洪水消退。平:太平，安宁。

瑏瑡狡:强壮凶猛。虫:泛指鸟兽。生:活，生存下来。

精卫填海①

《山海经》

【说明】
《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作集成的一部古书，也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一部地理书。它的内容很广，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还涉及学术领域
的各个方面，诸如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医
药卫生学等。此书内容包罗万象，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时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该
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地理等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个故事反映了远古人民征
服自然的愿望。

发鸠之山②，其上多柘木③。有鸟焉，其状如乌④，文首、白喙⑤、赤足，名曰精卫，

其鸣自詨⑥。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
西山之木石，以堙⑦于东海。

【注释】

①本文选自《山海经·北山经》。精卫，鸟名，又名誓鸟、冤禽、志鸟，俗称帝女鸟。

②发( fā) 鸠之山: 古代传说中的山名，在今山西省长( zhǎng) 子县西。

③拓( zhè) 木:拓树，桑树的一种。

④乌:乌鸦。

⑤文首、白喙( huì) : 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文，同“纹”，花纹。

⑥其鸣自詨( xiào) :詨，呼叫。它的叫声是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⑦堙( yīn) :填塞、堵塞。

鲧禹治水①

《山海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②，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③。鲧复
生禹④，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⑤。

【注释】

①选自《山海经·海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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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鲧( gǔn) :人名，禹的父亲。帝: 指天帝。息壤: 一种神土，传说这种土能够生
长不息，至于无穷，所以能堵塞洪水，故名。息，生长。

③祝融:火神的名字。羽郊:羽山的近郊。
④复:通“腹”。传说鲧死三年，尸体不腐，有人用刀剖开鲧腹，禹乃降生。
⑤布:同“敷”，铺陈，布置。九州: 古代分中国为九个州，这里泛指全国的土地。

常用字分析

极

( 1) 本义是指房屋的正梁。《后汉书·蔡茂传》:“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
獉
上有

三穗禾，茂跳取之。”
( 2) 由于房屋正梁处于正中的最高位置，所以“极”引申指北极星。如张衡《西京

赋》:“譬众星之环极
獉
。”“极”又引申为最高的地位。如《史记·留侯世家》: “今以三

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
獉
，于良足矣。”“极”又特指君位，古书

中常说的“登极”即登君位。由房屋正梁又引申为最高准则、标准。如《报任安书》:
“立名者，行之极

獉
也。”“极”还引申为极点、边际、尽头。如《女娲补天》: “四极

獉
废”。

《祭十二郎文》:“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獉
!”

( 3) 用作动词则是达到极点，穷尽的意思。如《登楼赋》: “平原远而极
獉
目兮。”

“极”也表示一般的至，达到的意思。如《始得西山宴游记》:“意有所极
獉
，梦亦同趣。”

( 4) 用作形容词，则是最高的、最远的、达到极点的意思。如《滕王阁序》: “地势
极
獉
而南溟深。”《报任安书》:“是以就极

獉
刑而无愠色。”

( 5) 用作副词，则是非常、最的意思。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军极
獉
简易。”

济

( 1) 常用意义为渡过河流，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济
獉
河，围令狐。”“济”引

申为渡河的地方，渡口。《登楼赋》:“川既漾而济
獉
深。”

( 2) 渡河一般都是要有凭借依助，所以又引申为有帮助拯救之意思。如《女娲补
天》:“杀黑龙以济

獉
冀州。”“济”又引申为受益、得到好处。如《周易·系辞下》:“臼杵

之利，万民以济
獉
。”“济”还引申为成功、成就事业的意思。如《后汉书·荀彧传》:“故

虽有困败，而终济
獉
大业。”

( 3) 此外，“济济”连用，形容众多，美好的样子，读 jǐ。成语“人才济济
獉獉

”。

干

( 1) 本义是指一种防身的作战武器，即盾牌。如《刑天》: “操干
獉
戚以舞”中的

“干”。所以“干戈”连用，可以泛指作战武器。如《礼记·檀弓》: “执干
獉
戈以卫社

稷。”也可以代称兵事、战争，如《季氏将伐颛臾》:“而谋动干
獉
戈于邦内。”

( 2) 防卫、抵御与冲撞、触犯、冒犯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向相反的方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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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有冲撞、触犯、冒犯的意思，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干
獉
国之纪”指触犯国家法

纪。“干”由触犯、冒犯的意思引申为干预的意思，如《后汉书·蔡邕传》: “皆妇人干
獉

政之所致也。”

( 3) 又引申为追求，求取。如《庄子·徐无鬼》:“其欲干
獉
酒肉之味邪?”“干”特指

向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求取禄位。古书常见“干谒”二字连用，即指为谋求禄位而谒见

当权者。

没有水分或水分不多这一意义的本字应是“乾”，但在古书中也有假借“干”字来

表达的。如《庄子·田子方》:“方将被发而干
獉
。”此外“干”与树干的“幹”在古代是两

个字，如常说的“干支”，实际上是“幹枝”的一种比喻说法。

寓言二则

社 鼠
《晏子春秋》

【说明】

晏子即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人，继其父职为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以节俭力行名显诸侯。《晏子春秋》是记录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因曾被认为是伪书而

不被重视。后因山东银雀山汉墓发掘出《晏子春秋》的竹简本，不仅证明并非伪书，而

且其成书年代较早。全书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前六篇为内篇，后两篇为外篇。书中保

留了不少传闻轶说和寓言故事，记人叙事颇为生动，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教育意义。

本文选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子将人主身边的小人比喻为社鼠，不除之

则危害国家，除之则因国君庇护而不易，意思是警告齐景公，作为国君应当远小人，尤

其不应当他们的庇护者。

景公问于晏子曰: “治国何患?①”晏子对曰: “患夫社鼠②。”公曰: “何谓也?”对

曰: “夫社，束木而涂之③，鼠因往托焉④。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⑤。此鼠

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⑥。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⑦。内则蔽善恶于君上⑧，

外则卖权重于百姓⑨。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⑩，此亦国之社

鼠也。”

【注释】

①景公:齐国国君。何患:“何”是疑问代词，作“患”的前置宾语。

②夫( fú) : 指示代词，那。社:土地庙。

③束木: 把木条编排结扎。涂: 作动词，抹泥，这里指墙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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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托:寄托。焉:于此。

⑤败:毁坏。涂:名词，泥，指涂抹在社木上的泥。

⑥以:因为。故:名词，原因，缘故。

⑦夫( fú) :句首语气词，表示要发议论。人主:国君。

⑧蔽:蒙蔽，隐瞒。

⑨卖权重:卖弄权势。权重:同义连用，重也是权的意思。

⑩案据: 把持，保护。腹: 通“覆”，包庇，庇护。有: 通“宥”，宽宥，原谅。之: 代

词，指上文的“左右”。

黎丘丈人
《吕氏春秋》

【说明】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吕不韦集合门客编写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分十

二纪，八览，六论。以儒家、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各家之学说，是中国汉代以前政治、

军事、哲学、谋略思想的集大成者。该书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吕

不韦，战国时卫人，秦王嬴政幼时任秦相，在位十年间，攻取了赵、魏、燕国的大片土

地，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嬴政当政，吕不韦因罪免职，忧惧自杀。

本篇选自《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这篇文章告诉人们，对于表面上很相似

的事物，必须详加审察分辨，如果粗心大意，不明真伪，便会铸成不可挽救的大错。

梁北有黎丘部①，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②。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

者③，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④。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⑤曰: “吾为汝父

也，岂谓不慈哉⑥? 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⑦: “孽矣⑧! 无此事也!

昔也⑨，往责于东邑⑩，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 “嘻! 是必夫奇鬼也瑏瑡，我固尝闻之

矣瑏瑢。明日端复饮于市瑏瑣，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瑏瑤，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

也，遂逝迎之瑏瑥。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瑏瑦，而杀其真子。

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瑏瑧。

【注释】

①梁: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部: 同“培”，培

娄，小山丘。

②效:模仿。昆:兄。

③邑:地方。丈人:对老者的尊称。之: 到。

④道:在路上。名词作状语。苦之: 使他受苦，折磨他。

⑤诮( qiào) :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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