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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篇, 助你实现阅读满分

强调人文熏陶还是注重语文能力训练? 这样的争辩一直伴随着语文教学,不过同学们一

直是坦然且淡定的,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学习和进步! 因为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存

在,过硬的成绩还是必须要追求的.

阅读是学好语文的重点,也是同学们必须攻克的难点.为了帮助同学们在阅读理解上有

所突破,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科学的创新,策划了这套 “阅读技能

训练１００篇”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有几个可能会让你心动的理由:

一是理念.这套书的选文文质皆美,文体多样,每一篇文章都很 “靠谱”.我们着力选

取出自名家的富有文化气质的文章;或者选取能够成为学生表达范例的,行文流畅,语言优

美,很容易成为 “考试宠儿”的文章.总之,选文必须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会独立、自由、自

主的情感表达,必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必须能够让学生喜欢和接受。

二是编排体系.这套书从教学和考试的实际出发,以实用为原则,特设 “备考方略”

“名师特训”“真题测试”三大特色栏目,真正践行 “授人以渔”的古训.“阅读＋做题”,一

天一篇,每天１５分钟便可轻松搞定,在不增加学习负担的同时,既能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

性,又能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阅读技能.

三是设题.我们邀请了众多一线名师亲笔编写,严格要求紧扣课标和重点考点、常考考

点,依据命题规律,精心挑选全国的经典题、模拟题加以改编,确保设题的创新性、经典

性、前瞻性和权威性,对每一题都精心撰写详细的试题解析,力求让学生对题目的解法既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促使学生获得从知识到能力的有效迁移.

我们认认真真地编写了这套丛书,但是我们深知自己的浅陋和冒昧,因此热诚盼望各位

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批评指正.本书中的个别标题是由编者所加.此外,本套丛书所选用的

作品,其中大部分已与文章作者取得联系并支付了稿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有部分作者

我们无法联系上,在此我们先致以深深的歉意并保留您应得的权利,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

系,我们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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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圣哲传承中华文明的工具,它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在高考中的地位.然而,由于年代久

远,而且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它往往也是大部分考生复习的难点.在这篇综述里,我们根据高考命题特

点、命题趋势,结合专家的预测,对高考文言文的各个考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力图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把这些难

点的解答技巧化繁为简,帮助考生迅速突破文言文阅读的障碍.

　　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１．理解　B
(１)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２)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常见文言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
(３)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４)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２．分析综合　C
(１)筛选文中的信息

(２)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３)分析并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与态度

３．鉴赏评价　D
(１)对形象、语言、表达技巧等方面的鉴别赏析

(２)对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与态度的评说

１．命题原则

紧扣阅读规律,贴近考生实际.在高考中,文言文试题的命制严格遵守«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要求,以
考查“浅易”的文言文为主.这里所说的“浅易”,集中体现在选文都出自中华传统经典,但考查的基本词汇都是高

中学习中的常见词汇,考查的基本文言句式都是课文中常见的句式.
２．能力层级

高标准,严要求.在高考中,对文言文能力层级的要求包括三方面:理解(B)、分析综合(C)和鉴赏评价(D).
即便是实词、虚词这些考纲明确了考查范围的知识点,在实际应试中,学生的回答也必须建立在理解、知识迁移的

基础之上.如果学生希望通过死记硬背来解决问题,往往事倍功半.
３．考查方式

规范全面,逐步成熟.文言文试题仍是主观题和客观题两种,考查的内容包括实词、虚词、断句、翻译、筛选文

章信息、概括文章内容等.各地基本上围绕着这几个考点进行命题.
４．选材趋向

立足典型,推陈出新.过去,文言文阅读的试题选材以人物传记为主,但一些锐意革新的地区近年不断推陈

出新,选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５．赋分模式

分值居高不下,且稳中有升.文言文的设题基本上比较固定,一般都是前面几道为选择题,后面是断句、翻译题.
选择题一般设计３~４道,每道题３分.断句题一般是一道,３分.翻译题一般设计２~４个小题,每小题２分或３分.

　考点一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考纲】
文言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所谓“常见文言实词”,一是古今都常用,意义既有联系

００２



又有区别的词,如“造”“道”“谢”“间”“坐”“引”等;二是指古汉语中常用而现代汉语中不用或不常用的词,如“厝”
“怿”“朕”“敕”“谒”等.

所谓“在文中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指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由于文言实词绝大部分具有多义性,因而要确定

某个实词在特定的语境中究竟表示哪一个义项,也是一种能力.浅易文言文运用的词汇应当主要是常用词与非

常用词,这是从词在运用中出现频率的角度来讲的.它既包括中学教材中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古今词义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的实词,也包括一些中学生尚未接触到但传世名篇中却经常出现的实词.考试大纲对本考点的要求是,
既考查考生掌握文言实词的情况,又考查考生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题型】
一般为客观选择题型,个别考区采用主观题型,要求解释文中重要文言实词的含义.
常见设问形式有:①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②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正确

的一项是;③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方法】
文言文中实词考查的基本知识点有: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复词.近几年高考考查的实词绝大多数见

于课文,因此要明确常见实词的范围,重点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１２０个实词,还要掌握一些推断实词词义的方法.

１．根据上下文文意进行推断

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推断方法.因为多义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可能是不一样的.语境对理解实词

的意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根据句子的结构成分进行推断

例如,２０１０年课标卷考查的“至正十三年,杖剑谒太祖于临濠”中的“杖”字,它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但

在此句中作名词讲不通,“杖剑”应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意思应是“拿着剑”,所以它是一个动词,“拿着”的意思.

３．联系学过的课文中的实词或相关成语进行推断

试题中出现的一些实词,想想在哪篇课文中出现过,可联系课文对应的文句相应迁移.例如,２０１０年全国卷

Ⅱ涉及的“及、寻”,就可以联系«过秦论»中的“及至始皇”中的“及”和«归去来兮辞»中的“寻程氏妹丧于武昌”中的

“寻”.另外,“寻”字还在«陈情表»中出现过,可以联系其中的“寻蒙国恩”一句.
还有一种联想的方法,就是联系相关的成语.例如,２０１０年北京卷考查的“居善药”中的“居”字,我们可以联

系成语“囤积居奇”,这两个“居”都有“积蓄、聚集”的意思.

４．根据相邻的字来推断含义

文言文中,有的合成词是由两个同义或反义的单音节语素合成的,它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偏义复词,一
是同义复词.偏义复词,用义偏在其中一个语素上,另一个语素只是起陪衬作用;同义复词是同义复用.例如,
“曹操之众远来疲敝”中的“敝”,根据它与“疲”相邻的特点,可以推断出它的意思也是“疲劳”.再如,“今主上幼

冲,贼臣虎据,雄才奋用之秋也”,其中“冲”按常见义比较费解,如果由它的邻字“幼”来帮助理解的话,则迎刃而

解,可以推断是“年幼”的意思.

　考点二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考纲】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强调了考查的两个重点:一是“常见文言虚词”,二是“在文中的意

义和用法”.高考中对常见文言虚词意义和用法的考查,是指能在阅读材料中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具有读懂并能对

其加以解释的能力,而不是要求考生凭空地去历数哪个虚词具有哪些意义和用法.“理解”就是能根据上下文解

释某个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常见”就是指考试大纲规定的１８个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
也、以、因、于、与、则、者、之.当然,要读懂文言文,对于其他的文言虚词,我们也要有所了解,但重点是研究吃透

这１８个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大致表现为常见用法.强调“在文中”这一范围,主要是考查考生在具体语

境中理解并辨别文言虚词不同用法的能力.
【题型】
一般为客观选择题型;个别考区采用主观题型,要求解释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客观题型多为“四词八句”,每

组有两个句子,一般情况下,课外(高考选用材料文本)一个,课内一个,难度适中.此外,文言文翻译题中,也涉及

对虚词的理解的考查.
常见设问形式有:①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②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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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③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
【方法】

１．结合语法结构进行推断

根据虚词所处的位置,结合它所在的短语构成或整个句子的成分划分进行推断.例如,２０１０年北京卷第７题

C项考查的两个“其”字:

①清其
 

有道者欤

②执其
 

道不废

第①句中已经有“清”作全句的主语,“其”不可能再作主语,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它不是一个代词,而是一个语

气词,表推测语气.第②句中“执其道”是一个动宾短语,意思是“坚持他的做法”,所以这个“其”应该是一个代词.

２．根据虚词的对应位置进行推断

语言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句构成的对文,其对应位置上的词语的用法往往相同或相似,由此可从句中熟悉的

虚词的用法,推断对应位置的疑难虚词的用法.

①舟遥遥以
 

轻飓,风飘飘而
 

吹衣(陶潜«归去来兮辞»)
“以”和“而”处于对应位置,“而”是表修饰的连词.

②因
 

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贾谊«过秦论»)
“因”和“乘”处于对应位置,“乘”是介词“趁着”的意思,由此可推断“因”也是“趁着”的意思.此句中的“利”

“便”也是对文,都是指“有利的形势”.

③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诗经»)

“矣”和“思”处于对应位置,由“矣”是语气助词可推断出“思”也是语气助词.

３．结合虚词的特殊位置进行推断

文言文段与段、句与句衔接过渡,起承转合,常由一些虚词充当标志性词语.这些词语多用来发议论、转话

题、抒感叹、表关联等.根据标志性词语,可推断其用法.

①夫
 

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王羲之«兰亭集序»)
“夫”用在段首引发议论,是发语词,可不译.这种用法的虚词还有“若夫”“故夫”“且夫”“盖”等.

②嗟夫
  

!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范仲淹«岳阳楼记»)
“嗟夫”用在段首抒发感叹,可译为“唉”.这种用法的虚词还有“噫”“呜呼”等.

③是故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韩愈«师说»)
“是故”表事情的关联,可译为“因此”.这种用法的虚词还有“是以”“虽然”“然而”“盖”等.

４．结合句式特点进行推断

有的虚词的用法跟句式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根据句式特点推断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①多于
 

南亩之农夫(杜牧«阿房宫赋»)
介宾短语后置句,“于南亩之农夫”是介宾短语,“于”是介词“比”的意思.

②石之
 

铿然有声者(苏轼«石钟山记»)
定语后置句,“石”是中心语,“铿然有声者”是定语;“之”是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

③何以
 

战(«左传曹刿论战»)
宾语前置句,“何以”即“以何”,“以”是介词“凭借”的意思.

④竖子不足与
 

谋(司马迁«鸿门宴»)
省略句,“与”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与(之)”是介宾短语,“与”是介词“和、跟”的意思.

⑤遂为
 

猾胥报充里正役(蒲松龄«促织»)
被动句,“为”表被动,是介词“被”的意思.

５．结合课内知识进行推断

归纳１８个常见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且分类分组识记.在答题时做到拿课外回归课内,用课内迁移课外,从
而解决阅读中遇到的问题.例如,２０１２年山东卷中每项的后一句都来自课内,我们只要熟记这些虚词的意义和用

法,将其迁移到题目中,就可得出答案.

６．注意一些特殊现象

①兼词现象.在文言文中有所谓的“兼词”,即一个字相当于两个词,例如,“诸”字,在“穆公访诸蹇叔”“献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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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军”这样的句子中,它相当于“之于”两个词;在“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这样的句子中,它相当于“之乎”两个

词.常见的兼词还有“焉”(于之、于此等)、“叵”(不可)、“盍”(何不)等.②连用现象.虚词的连用,是指在同一个

地方,连续使用虚词以加强语气,例如,“友也者
  

,友其德也”,重点在“者”,表示停顿语气;“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
 

耳矣
  

”,三个虚词连用,重点落在“矣”,表已然语气.懂得虚词连用的特点,有助于断句和对语意的理解.③凝固

现象.有些文言虚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习惯性形式而被固定下来,表示特定的意义.例如,“如(奈、
若)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
 
?”(对
 

你怎么办
   

呢?),“若之何
   

毁之?”(为什么
   

毁掉乡校?),常见的还有“何
为”“何以为”“何之有”“不亦乎”“无乃乎”“得无乎”“抑亦乎”“何其也”“一何”等.

　考点三　 筛选文中的信息

【考纲】
所谓“筛选”,是说文言文里包含的信息有主次、类别、情理之分等,要能根据考查要求选择出符合要求的

信息.
【题型】
题型为客观选择题:一般是六个信息,三个信息编为一组,要求选出能够完全反映某个方面信息的一项;或将

八个信息分为四组,要求选出分别体现某两个方面信息的一项.
设问的常见形式:①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部表明某个方面特点的一组是;②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部直接表现某

个方面特点的一组是;③以下各组句子中,分别体现某两个方面特点的一组是.
【方法】

１．通读全文,弄清相关内容

一般说来,当拿到一篇文章时,应先整体快速阅读,弄清文章的体裁及大致内容.是说明文,则先弄清说明对

象和说明中心;是议论文,则把握中心论点与材料;是散文,则明确描写对象、抒情基调;是史传文,则抓住中心人

物和中心事件;是序言,则要扣住作序的缘由、对象、事件等.

２．审清题干,明确筛选指向

在做题时,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其实它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般来说,要弄清题干中以下几点:①对象是

谁,数量是一个还是几个;②内容指向是思想性格还是行为特点;③表达角度是“全部表现(说明)”还是“没有表现

(说明)”;④范围为整个选文还是某个片段;⑤表现方法是直接还是间接等.

３．结合语境,仔细分析比较

在信息筛选与整合过程中,首先要看所列的几个语句本身是否符合题干要求,把不符合题干要求的当即剔

除.然后把原句放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分析,即结合上下文理解语句的实际含义,从而进行准确判断.再者,又因

为筛选信息的各个选项中,同类或不同类的信息量多,这就要依据题干信息指向,在这些信息中按题干确定的唯

一角度、唯一思路、唯一标准,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鉴别.

４．筛选整合,排除干扰选项

经仔细分析比较鉴别出来的信息无疑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否就一定万无一失了呢? 其实也不一定.此时要

把从文中筛选出来的信息材料加以整合,针对题目要求,根据文章内容排除干扰,特别是隐性干扰,最后得出正确

答案.

　考点四　 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考纲】
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主要包括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和省略句等.了解这些特殊句式,有助于我们掌握

古今语法的差别.
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理解”,就是要能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理解和辨别;二

是“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这表明考查着眼于文言文有别于现代汉语的差异性.
【题型】
此考点一般不单独设题,而是与其他考点综合考查.单独设题时一般为客观选择题,要求考生判断正误;综

合考查多为翻译题.
常见设问形式有:①下列句子中,与例句句式相同的一项是;②下列句子中,与例句句式不同的一项是;③下

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的词语,补出后符合文意的一项是;④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的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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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一项是;⑤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方法】

１．巧借典型例句,迁移辨识

整理归纳课文中的典型例句,比较其基本格式及标志词,找出其共同特点,分类辨识各类文言特殊句式,从而

在做题时迁移运用.例如,２０１０年江苏卷要求理解和翻译“敛以嫁时之衣”这个句子,只要记住“饰以篆文山龟鸟

兽之形”(«张衡传»)、“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五人墓碑记»)、“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张衡传»)、“将军战河

北,臣战河南”(«鸿门宴»)等典型例句的结构和特点,就能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达到准确判断和翻译的目的.

２．立足语境语感,揣摩把握

培养古文语感,在整体语境中揣摩和把握文言文特殊句式与用法的特点,有助于防止错误解读,尤其是确定

被省略的成分时,更要依赖具体的语境.例如,２０１１年课标卷第４题(２)“灌至,乞入见,不许,而令控守西隅”.意

思是:何灌来到,请求入见,皇上不允许,而命令他把守京城西部边角.这里“乞入见”“不许”“令”的主语省略了,
显然它们的主语不是一个人,根据上文来看,“乞入见”的主语应该是何灌,而“不许”“令”的主语应该是皇上.翻

译时应该补充出来.

３．在翻译的基础上,对照现代汉语,比较辨别

有些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差别较大,如有些判断句等,这时我们可以通过翻译来与现代汉语比较,从而掌握

其特点.例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和强壮的筋骨”,我们

将两者一比较,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句子是定语后置句.

　考点五　 分析并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与态度

【考纲】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是文言文阅读的最高层级,它是前面各项内容的综合体现.只有准确把

握了语句含义,对文章的有关信息进行辨别和筛选后,才能对文章的基本倾向和作者的观点态度进行归纳概括并

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它的要求有两点:一是概括的完整性、全面性,作者的观点态度包含的几个方面都要顾及,
不能以偏概全,丢三落四;二是概括的准确性、恰当性,不夸大,不缩小,不绝对化,恰如其分地概括.

【题型】
本考点一般为客观选择题题型,四项选一,按照要求选出符合要求的一项.
常见设问形式有:①下列句子中,不能体现某一观点态度的一项是;②下列各句中,都能体现作者观点态度的

一组是.
【方法】
“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表现形式:有的表现直露而明显,有的隐晦而含蓄;有的分散,有的集中;有的隐

含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描写、事件叙述中,有的隐含在作者对情理的分析中.

１．对记叙文,要通过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人物的主次关系、对事件的叙述、详略的安排,看作者的思想感情是

爱还是憎,写作的意图是赞扬还是讽刺,文章的主旨是要读者吸取什么教训还是获得什么启示.对议论文,要通

过对论点、论据和论证的分析,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弄清作者的观点态度.

２．要能够把作者的观点态度与文章中人物的语言区分开来.

３．要紧扣原文主旨,千万不能主观臆断、扭曲文意或随意拔高、任意贬低作者的思想.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评价古人,不苛求,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古人.还要运用辩证观点,分析作者思想的精华和局限性.

　考点六　 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考纲】
“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是对所述事件或所说道理进行综合的判断和推理,要求答出某个论点的根

据、某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某种发展导致的结果等.这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综合能力.考查

的内容有:①某个论点的依据;②某种现象的内在本质;③某件事发生的原因,发展所导致的结果;④某个人物的

思想性格等.
【题型】
本考点一般情况下为客观选择题题型,四项选一,按照命题要求选出符合要求的一项.
常见设问形式有:①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②下列对本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

００６



项是;③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方法】

１．整体阅读,总体把握,依据文体特点抓重点

阅读时要始终带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①文章写了一些什么人的一些什么事;②事情的发生、发展

和结局如何;③文章说了一些什么道理;④文章是以什么作为说理依据的.具体说,对记叙性文字,要理清时间、
地点、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一般的传记文,要弄清作者记了哪几件事,表现了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
议论性文字要理清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等;说明性文字要理清说明对象、说明方法.只有整体阅读,总体把握,
才能高屋建瓴地驾驭阅读材料,才能准确、完整地去分析、评价人物和事件.

２．抓中心句,找关键句,理清文章的层次

读一篇文章时,应当特别关注中心句、关键句,这样便于快速把握文意.中心句、关键句的位置,常在文章(或
段落)的开头或结尾处.再则,文章的层次结构,是文章的骨架和脉络,它具体展现作者记叙、描写、说明、议论的

思路.而作者的思路是通过层与层之间、段与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出来的.分析的时候,可按时间顺序归纳,
按地点的转移归纳,按时空结合归纳,按材料性质或类别归纳等.这些方法要视具体的文章而定.

３．在把握要点和中心的基础上,分析判断细节

围绕文章,仔细判断各选项中的有关细节,才能明辨各项表述正确与否.注意以下高考归纳概括题目常见的

七大细节设错类型.
(１)张冠李戴.文言文阅读材料涉及的人物往往不是一个,既有主角,也有配角.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时间

做不同的事,产生不同的结果.阅读文章时,要分清是何人在何时、何地做了何事.
(２)无中生有.文中本无此信息,命题者往往添枝加叶,将此信息硬加在某人头上;或者只有类似信息,命题

人故意说成是确定信息,造成选择项无中生有.
(３)曲解词义.命题人故意曲解文中某一词语的意义,从而制造干扰项干扰考生.因为故意曲解的词语往往

是关键词语,考生不易把握.此类设误难度较大.只有通过上下文正确理解了该词语的含义,才能做出正确的

判断.
(４)因果倒置.命题人往往将原因说成结果,或将结果说成原因,造成因果倒置.阅读文本时,一定要弄清事

情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
(５)以偏概全.命题人故意遗漏文中的某些信息,如人物的某项品质、所做的某件事情或事情成功的某个因

素等,归纳、概括不全.
(６)时间错位.命题人故意将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颠倒,主人公本是在彼时做了某件事情,却说成是在此时;

或在此时做的事情说成是在彼时.阅读文本时,一定要注意有关时间的词,理清主人公在何时做了某事.
(７)夸大其词.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精神品质的概括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故意拔高,

言过其实.阅读时,一定要多关注文中评价人物的语言或通过事迹客观地评价人物,不可无限拔高,造成失误.

４．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加深对文章内容及主旨的理解

归纳概括时,要注意充分利用文章的题目、文中或文后的注释、文章出处、作者情况等信息,结合学过的有关

知识做综合分析,从而多方面理解文章的内容.

　考点七　 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含断句、标点)

【考纲】
“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是考试大纲明确规定的一个重要考点.所谓“理解”,就是准确把握字句在文段中

的正确意义;而“翻译”则是将所提供的文言句子按照“信、达、雅”的标准译成规范的现代汉语.“断句标点”与“理
解”是相辅相成的,是理解文段的一种形式.理解帮助断句.断句时,对词语、句子不断揣摩,又加强了对文章的

理解.
【题型】
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是考查在理解文言句子意义的基础上的书面表达能力.文言文翻译,以直译为主,

要准确顺畅,符合现代汉语习惯.其设题多为主观题型,要求将文言文句子译成现代汉语,一般设２~３个句子.
文言文断句,是考查理解文言文句子意义的能力.断句有句读之分,“句”指句末停顿,“读”指句中停顿.其

设题多为主观题型,要求或用斜线(/)或用标点为文言文断句;少数考区也间或用客观题型,要求选出断句正确的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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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１．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的步骤

(１)抓.命题者命题时,从阅读文段中选择的句子往往隐含有文言的某个知识点,如词类活用现象、通假现

象、特殊句式等,否则就达不到考查的目的.因此,在翻译前必须抓住命题意图,确定所要翻译句子的考查点,也
就是得分点.这是做好翻译题的前提条件.

(２)审.在翻译之前,首先要审清文言文句中重要的语法现象.可以先在草稿纸上抄下要翻译的文言句子,
然后用笔将这些语法现象一一圈注出来,以引起自己的注意.

(３)切.将文言文句子以词为单位逐一切分开来,然后用下文介绍的几种翻译方法逐一加以解释.
(４)连.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将逐一解释出来的词义连缀成句.注意适当添加部分衔接词语、助词,注

意省略成分的补出,以求连贯、顺畅.
(５)誊.在逐一确认文言文句中的语法现象全部落实到位以后,将草稿纸上连缀好的译句誊写到答卷上.在

誊写的过程中还要做到“三清”“三不”.“三清”就是卷面清洁、字迹清楚、笔画清晰;“三不”就是不写潦草字,不写

繁体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不写错别字.

２．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的方法

文言文翻译一般采用“留、换、删、补、调、缩”等方法.
(１)留.即保留法,保留古今意义完全相同的一些词,如国号、年号、帝号、官名、地名、人名、器物名、书名、度

量衡单位等.例如:
至和元年
    

七月某日,临川
  

王某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译:至和元年
    

七月某一日,临川
  

王安石作记.
“至和元年”是年号,“临川”是地名,翻译时应该保留.
(２)换.即替换法,有些词语意义已经发展,用法已经变化,语法已经不用,在译文中,应换这些古语为今语.

例如:
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诸葛亮«出师表»)

这里的“卑鄙”应替换为“地位低、见识浅”.文言文中还有一些特称词语,即各个领域中的习惯用语,如“下
车”“乞骸骨”“除”“拜”“左迁”,以及表时间、年龄、风俗的称谓等,翻译时也要换成现在的说法.

(３)删.即删削法,文言文中有些虚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替代,如果直译反而别扭或累赘,
译文时可删削.这些词包括发语词、凑足音节的助词、结构倒装的标志、句中停顿的词、个别连词及偏义复词中的

虚设成分等.例如:

①师道之
 

不传也久矣.(韩愈«师说»)
“之”为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在意义,故翻译时应略去.

②昼夜勤作息
  

,伶俜萦苦辛.(«孔雀东南飞»)
“作息”为偏义复词,义偏向“作”,故“息”应该不译.
(４)补.即增补法,原句中有省略或古今用词不同的地方,可根据现代汉语的词语和语法增加或补充一些成

分,使译文显得通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A．单音实词增补成双音实词.
因古人多用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多用双音节词,翻译时,用与文言词语相同或相近的现代汉语词语把文言

文中的单音节词补成双音节词.还要注意古今异义的双音节词语,如“妻子”“地方”“指数”等.例如:
更
 

若役
 
,复
 

若赋
 
,则如何? (柳宗元«捕蛇者说»)

译:变更
  

你的差役
  

,恢复
  

你的赋税
  

,那么怎么样呢?
“更”“役”“复”“赋”,应分别译为“变更”“差役”“恢复”“赋税”.

B．增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或分句.
文言文中常常承前、蒙后省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或分句,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补出来.例如:
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韩愈«师说»)
译:(那些耻笑别人学习的人)就说:“那个人与某个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
这里“则曰”的前面,承前省略了主语,翻译时要补出.根据上下文,这里省略的应是“那些耻笑别人学习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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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数词后面增加有关的量词和表分数的词语.
古汉语中,表示数量和分数时,多数情况下不用量词和表分数的词语,在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补出.如表

物量,可补“个”“只”“把”等,如表动量则补“次”“回”等.例如:
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

   
.

译:这部文集收录的,长于说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
“十之六”是分数词,译为“十分之六”.«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与此同.
(５)调.即移位法,由于古今语法的演变,有的句型表达方式古今不同,翻译时,应按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调

整.主要有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定语后置和介词短语后置等.

A．主语后置.
主语后置的情况,多用于感叹句或疑问句.例如:

①甚善矣,子之治东阿
     

也! (刘向«晏子治东阿»)
译:你治理东阿
     

是很好的啊!

②甚矣,汝之不惠
    

! (列子«愚公移山»)
译:你不聪明
    

(得)太过分了!
以上两例都是主谓倒装句,“子之治东阿”“汝之不惠”是主语,“甚善矣”“甚矣”是谓语.翻译时应调整顺序,

主语在前,谓语在后.

B．宾语前置.
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应先说谓语或介词,再说宾语.古汉语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用“之”“是”把宾语提到动

词前的句子.翻译时按现代汉语的结构调整.助词“之”“是”不译.例如:
句读
  

之不知,惑
 

之不解.(韩愈«师说»)
译:不懂得句读

  
,不能解除疑惑

  
.

这是一个宾语前置句.古汉语中,为了强调宾语,借助助词“之”“是”“之为”使宾语前置.此句按现代汉语的

表达,顺序为“不知句读,不解惑”.“之”是助词,帮助使宾语前置,不译.又如“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
  

听”
“唯命是

 
从”等.

C．定语后置.
古汉语中,借“之”和“者”使定语后置,常用“中心词＋后置定语＋者”或“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的结

构.翻译时要调整顺序.例如:
蚓无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

 
.(荀子«劝学»)

译:蚯蚓没有锋利
  

的爪牙,强劲
  

的筋骨.
“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即“利之爪牙,强之筋骨”.翻译时把“利”“强”分别放到中心词“爪牙”“筋骨”的前面.

D．介宾短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宾短语后置非常普遍,按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从它们所处的位置来讲,叫补语.但从内容上

讲,它们有时作状语.翻译时要提到动词前面.例如:

①不拘于时
  

,学于余
  

.(韩愈«师说»)
译:不受时俗

   
限制(影响),向我

  
学习.

②多于南亩之农夫
      

.(杜牧«阿房宫赋»)
译:比田里的农夫
      

还多.

E．文言文中,用于修饰动词的数词,常置于动词之前作状语,而现代汉语中常常置于动词之后作补语.例如:

①骐骥一
 

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荀子«劝学»)
译:良马跳一次

  
,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走十天

  
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在于不停地走.

句中“一”译为“一次”,“十”译为“十天”,并放到“跃”和“驾”的后面.

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
 

击缶.(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很不高兴,为赵王敲了一下缶.
句中“一”译为“一下”,并放到谓语“击”的后面.
(６)缩.即凝缩法,对文言文中为了增强气势而使用繁笔的句子简化.例如:
有席卷天下
    

,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贾谊«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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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秦有并吞天下
    

,统一四海
    

的雄心.

３．文言文断句的方法

(１)文段休问长与短,熟读精思是关键.章法内容全理解,始可动手把句断.我们拿到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

古文,首先要通读全文,反复钻研.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遍数多了,其意义自然就理解了.然后根据文

章的内容,先断出几个大的段落或层次,把有把握的断开来.
(２)联系全文前后看,先易后难细分辨.给一段文章加标点,往往有易有难.我们可以在大致掌握了文章的

意思之后,凭语感将能断开的先断开,逐步缩小范围,然后再集中分析难断的句子.这是一种先易后难的方法.
(３)紧紧抓住“曰”“云”“言”,对话最易被发现.文言文在叙述人物的对话时,经常用“曰”“云”“言”等字,这为

正确断句提供了方便.遇到“曰”“云”“言”等字,我们很容易根据上下文判断出说话人以及所说的内容.例如,

２０１１年浙江卷需断句的语段中“曰往共筹之”就有“曰”.
(４)常用虚词是标志,更有规律供参看.文言文中“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特别多,欧阳修的«醉翁亭

记»通篇用了二十七个“也”字,几乎每句句末都用了“也”字,传为美谈.文言虚词的主要作用是表达语法关系和

语气,往往是明辨句读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在学习中熟悉各类常见虚词的用法,尤其是注意它们在句中常处的位

置,以帮助断句:①句首的语气词“其、盖、唯、盍、夫、且夫、若夫”等前面可断句,常用于句首的相对独立的叹词,如
“嗟夫、嗟乎、呜呼”等前后都可断句;②句末语气词“也、矣、耶、哉、乎、焉、兮、耳、而已”等后面可断句;③有些常用

在句首的关联词,如“苟”“纵”“是故”“于是”“向使”“然而”“无论”“至若”“是以”“继而”“纵使”“然则”等前面大多

可以断句;④常在句首的时间词,如“顷之”“向之”“未几”“已而”“斯须”“既而”“俄而”等,也可以帮助断句.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

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游褒禅山记»)

我们通过熟读语段可知,本语段中可置于句末的虚词有:焉、也、焉、也.置于句首的有:夫.分句首的有:以、
则、则、而、而、故.这一语段,共有１８处标点,可依据虚词来断句的就有１１处之多,如果不考虑中间两处并列词语

“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与“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这道断句题基本上可以根据找虚词的方法一次性解决.
当然,我们在抓虚词标志断句时,也要注意灵活性,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乎”用在

句中,同“于”,是介词,词性变了;“也”用在句中舒缓语气,可断开,也可不断开.
(５)习惯句式掌握住,固定结构莫拆散.记住几种文言文的习惯句式,如“何之有”(宋何罪之有)、

“如何”(如太行王屋何)、“唯是”(唯余马首是瞻)、“非唯抑亦”(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不
亦乎”(不亦说乎)、“何之为”(秦则无礼,何施之为)、“无乃乎”(无乃不可乎)、“可得欤”(可得闻

欤)、“得无乎”(得无异乎)等,可以帮助断句.
记住文言文习惯上较为固定的词组,不要把它们拆散,可以减少断句失误,如“有所”“无所”“有以”“无以”“以

为”“何所”“孰若”“至于”“足以”“得无”“无乃”“何以”“于是”“然则”等.
(６)词性词义要精研,语法结构帮助判.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主语和宾语一般由名词或代词充当,谓语

大多数是由动词充当,而谓语又是构成句子的核心,我们只要抓住谓语动词,根据动词位置及和前后词语的关系

进行推断,就能提高断句的准确率.例如,“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两句话,找
到动词“亡”“入”“吊”“将”“归”“贺”,根据语法知识,仔细分析,便不会将“入”之后的处所“胡”断为“胡人”,将
“将而归”误断为“归人”.

(７)排比对偶与反复,修辞提供好条件.相同词语紧相连,一般中间要点断.文言文也是讲究修辞的,顶真、
排比、对偶、对称、反复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修辞方法.句式整齐,四六句多,又是文言文的一大特点.利用这两大

特点,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地断句.如顶真,“具告沛公/沛公大惊”(«鸿门宴»),“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个例句中都有紧密相连的相同的词

语,我们就可以根据顶真这一修辞来考虑句读.
(８)题目做完回头看,根据要求细检验.题目做完后,通读一遍,用语法分析或凭借语感,根据文言文断句的

基本要求,来检验断句是否正确合理.
(９)打牢基础看课本,培养语感读经典.操千曲,观千剑,断句也要反复练.以课本为主,掌握实词、虚词、文

言句法词法,培养扎实的文言功底;熟读一些经典的文言文,培养语感.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

声”,多做一些专题练习.这样,正确断句的能力就会在阅读中形成,在实践中成熟,在运用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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