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文言文断句练习题 

不少同学畏惧文言文断句题。那么，给文言文断句有没有规律可循呢？其实，给文言文断

句有时是有方法可循，有关键可抓的。在我们遵循了一定的方法，抓住了一些关键，就会

给文言断句带来方便。请大家先记住下面的口诀： 

古文断句莫畏难，仔细琢磨只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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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全文前后看，先易后难细分辨。 

紧紧抓住“曰”、“云”、“言”，对话最易被发现。 

常用虚词是标志，更有规律供参看。 

习惯句式掌握住，固定结构莫拆散。 

词性词义要精研，语法结构帮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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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做完回头看，根据要求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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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段休问长与短，熟读精思是关键，内容大意全理解，始可动手把句断 

学生给文言文断句时，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一边看一边点断，看完了文章，断句也结束了，

待回头检查时，又觉得有许多不妥之处。其实这种“一步到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理解内

容和断句是紧紧相关联的，熟读精思，理解大意是正确断句的前提，因为读不懂就点不

断，不理解就点不好。马马虎虎不行，似懂非懂不行，读一遍两遍、一晃而过也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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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数读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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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确有把握的地方断开来。比如《塞翁失马》，我们经过通读，就能了解文意及层

次：该段文字讲述了“近塞上之人”（塞翁）失马、得马和儿子堕马的事，告诉人们不要孤

立地、静止地看待“得”与“失”。“好事”与“坏事”，“福”与“祸”，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是可

以互相转化的。基本上了解文章的大意之后，断句时，就可抓住“失马——得马——儿子堕

马”这一发展过程，抓住人们的看法和“塞翁”的态度，去逐层、逐句点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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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今年北京卷的让我们给画线句子断句，也就暗示了画线部分前后可以断开，这就为我

们理解文段内容和断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明显的标志(如下面讲到的

虚词、对话等)，把容易分辨的句子先断开。 

另外，我们还要有全文意识，对不易断开的地方，要联系上下文的意思，认真推敲，确定

在适当的地方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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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卷中的多

次出现的“其父曰”“此何遽不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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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语法关系和语

气，往往是明辨句读重要标志。我们在学习中熟悉各类常见虚词的用法，尤其是它们在句

中常处的位置有助于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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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几”“已而”“斯须”“既而”“俄而”等，也可以帮助断

句。 

例如清人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

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

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

无以异也。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这段文字相当典型。全段共有十七个句子，用了十七个标点符号。其中成为断句标志的句

末语气词共十一个(“乎”、“矣”、“也”、“焉”、“哉”)，连词和凝固结构共三个(“则”“而”“然

则”)，代词两个(“之”)，句首语气词(“岂”，也有人称之为情态副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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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断，也可不点断。 

5.特殊句式掌握住，固定结构莫拆散 

记住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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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不知道语法结构，只是凭着模糊的语感去断句。我们可以利用语法知识，对文言文的

句子进行语法分析，根据语法分析确定该如何断句。文章中有些词语是属上还是属下，有

时难以断定，而当运用语法知识划分主、谓、宾时，则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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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进行推断，就能提高断句准确率。比如北京卷中的“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马将

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两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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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主语之后一般不断句（“……者……也”式判断句的主语之后应断句）。谓语之后如果



没有宾语、补语就要断句；如有宾语、补语一般不断句，但“曰”“云”“言”等字作谓语时，要

和它的宾语断开。宾语之后一般应断句，定语和其修饰的中心词之间一般不断句。文言文

语序和现代文语序基本相同，即主语在前，谓语、宾语在后，修饰语—般在中心词前。如

掌握了文言语序规律，就会为准确标点文言文奠定基础。可见，语法分析能够帮助准确断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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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写文章，十分讲究对仗工整，讲究对应，讲究互相照应，好用对偶句、排比句、反复

句，这也为我们正确断句提供了条件。我们利用这一特点进行断句，常常是断开一处，接

着便可断开几处，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古文中两个相同词语连用，如果不属于形容词、名词的重叠形式，一般来说，它们分属两

句话，应当从中间断开。例如“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又如《愚公移山》：“汝心之固，

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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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断句的基本要求，即应该做到点断后的字句都能讲得通，如果有的句子讲不通，那就

可能有断句错误的地方；做到点断后的每一句话的内容都符合情理、符合逻辑。如果内容

不合情理，就有可能点错。例如：“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

亦如之。”（《资治通鉴》卷十六）这段话中，虽然每句话本身都讲得通，但“争投水死者

十余万”一句有悖情理：营垒崩溃，打了败仗，弃甲逃命的兵士，为什么“争投水死”呢？他

们争着投水，是为了活命，而不是自杀。因此，正确的标点，应在“争投水”后加上一个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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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只是登堂入室的阶梯，有了它还不能确保走进科学的殿堂，因为进入本身是需要行动

的，也就是需要自身的能力。能力从何而来？以课本为本，掌握实词、虚词，文言句法、

词法，培养扎实的文言功底；熟读一些典范的文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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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句首标志词语 

1、发语词：夫、盖、凡、若夫、嗟夫、且夫、今夫等。 

2、事件词：是时、昔者、既而、俄而、乃今、有顷等。 

3、谦敬词：下官、臣、窃、寡人、妾、愚、君、公、卿、夫子等。 

4、人称或指示代词：吾、余、予、尔、汝（女）、彼、此等。 

5、疑问词：何、谁、孰、安、胡、焉、奚等。 

6、复音虚词：然则（然）、是故（故）、是以、得无、大抵、何其等。 

 

 

 



 

文言文断句练习题 

 

将下列文段断句： 

 

（一）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

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子非吾友也 

（二）臧孙行猛政子贡非之曰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

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子产卒国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竽琴之音

其生也见爱死也可悲 

（三）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

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

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四）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

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于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

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

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五）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庄宗怒曰

孤为效命者设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镇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 

（六）乐广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

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谓客

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晋书》） 

（七）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饥者蒙袂辑履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

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礼记 檀弓下》） 

(八)(赵围于秦)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周子曰：夫赵 

之 于 齐 楚 扞 蔽 也 犹 齿 之 有 唇 也 唇 亡 则 齿 寒 今 日 亡 赵 明 日 患 及 齐 楚 矣 且 救 赵 

高 义 也 却 秦 师 显 名 也 不 务为 此 而 爱 粟 为 国 计 者 过 矣。                              (取

材于《资治通鉴·周纪五》) 

(九)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

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草堂             

(选自《白居易·草堂记》) 

(十)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

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

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

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文言文断句练习题参考答案 

 

（一）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

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子非吾友也 

译文：管宁和华歆一起锄菜园子，掘出了一块金子，管宁如同没见到一样，照常干活；华

歆将金子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扔掉了。管宁和华歆一起同席读书，门外边有官员的仪仗

喧哗而来，管宁听而不闻照样念书，华歆则放下书跑出去看热闹去了。等华歆回来，管宁

已经将坐席割开，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二）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

给人足∕囹圄空虚  

译文：难道没有听说过子产作郑国相的事吗？推举品德高尚的人，提拔才能出众的人，对

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不责备他的小毛病。压制邪恶，褒扬善行；对有杰出谋略的人不去

计较他的缺点，对有深厚德行的人不去指责他的小毛病；家家富裕，人人充足，监狱却空

闲了起来。  

（三）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

也∕若之何毁之 

译文：人们早晚回来到这里游玩，来议论我们执政的好与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

它，他们憎恶的，我们就改正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四）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

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  

译文：郑国将有诸侯之间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四周邻国所做的事情，

并让他多参加谈判等交涉的活动。然后和裨谌一同乘车去到郊外，让他谋划怎样做可行，

怎样做不行。然后把计划告诉冯简子，让他参与决断。一切准备妥当，就交给子太叔让他

去执行，来应对各国宾客。 

（五）庄宗与梁军夹河对垒／一日／郭崇韬以诸校伴食数多／主者不办／请少罢减。 

（六）乐广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

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

也。复置酒于前，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

然意解，沉疴顿愈。（《晋书》） 

译文：乐广有一个好朋友，好久没有来了，乐广去问原因。朋友回答说：“以前在你办公的

地方坐着，蒙你给酒我喝。我刚刚要喝酒，看见杯子里有一条蛇。我感到很恶心，喝了酒

之后，就病了，就好久没有拜访你。”当时，河南官府办公的地方，墙上挂着一张用牛角装

饰的弓，弓上用漆画着蛇。乐广猜想他杯子里的蛇是弓的影子，就请朋友再来原来的地方

摆酒，对朋友说：“酒礼貌是不是又出现了蛇？”朋友回答说：“跟以前见的一样。”乐广把

原因告诉了他。朋友顿时明白了，病一下子就好了。 

（七）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鸡。月余，鼠尽而鸡亦尽。其子

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鸡。夫有鼠，

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毁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

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若之何而去夫猫也?”（刘基《郁离子·捕鼠》） 



译文：有一个赵国人家里发生了鼠患，到中山去找猫。中山人给了他猫。这猫既善于捉老

鼠，也善于捉鸡。过了一个多月，老鼠少了，鸡也没有了。他的儿子很担心，对他父亲

说：“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他父亲说：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了。我怕的是老鼠，不是没有

鸡。有了老鼠，就会吃我的粮食，毁我的衣服，穿我的墙壁，啃我的用具，我就会饥寒交

迫，害处不是比没有鸡更大吗？没有鸡，只不过不吃鸡罢了，离开饥寒交迫还很远，为什

么要把那猫赶走呢？ 

（八）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饥者，蒙袂、辑履，贸然而来。黔敖

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

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礼记 檀弓下》） 

齐国发生了大饥荒，黔敖在路上放了食物，等待饥民来，给他们吃。有个人饿得很厉害，

用衣袖蒙着脸面，拖着鞋子，踉踉跄跄地走来。黔敖见了，左手拿着饭菜，右手端着汤，

吆喝道：“喂！快来吃吧?”那饥民抬眼望着黔敖说：“我就是因为不吃吆喝来的饭菜才饿到

这个地步的。”黔敖跟在后面表示歉意，但是这个人始终不肯吃，便活活饿死了。 

(九) （赵围于秦）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周子曰：夫赵之于

齐楚 / 扞蔽也 // 犹齿之有唇也 // 唇亡则齿寒 // 今日亡赵 / 明日患及齐楚矣 // 且救赵 / 高义

也 // 却秦师 /显名也 // 不务为此而爱粟 // 为国计者 /过矣。 

[评分标准] 

①//为必断处，对 7 处得 5 分，对 6 处得 4 分，对 5 处得 3 分，对 4 处得 2 分，对 3 处得

1 分，对 1-2处不得分。 

②/为可断可不断，此处断句不得分，亦不减分。 

③“救赵”后断句，“却秦师”后也必须断句，反之亦然，否则减 1 分。 

④ 错误的断句，错一处减 1 分，减完为 5 分为止。 

【参考译文一】 

（赵国被秦国围困）齐国、楚国去解救赵国。赵国人粮食匮乏，向齐国请求救助，齐王不

答应。周子说：“赵国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是强有力的屏障。犹如牙齿有嘴唇，如果嘴唇

没有了，那么牙齿会感到凉的。如果现在赵国灭亡了，马上祸患就会危及到齐国和楚国。

况且，救赵国，会显示我们高尚的节义；击退秦国的军队，可以张显我们的名声。不做这

些而吝惜粮食，这不是为国家的长远考虑啊。” 

(十) 【解析】答案：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

境胜绝/又甲庐山    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

因面峰腋寺/作草堂 

评分说明：① 学生答卷一律用“/”。“//”是为方便阅卷评分设计的标志。②“//”处断句每处

得 1 分。“//”和“/”以外处断句，酌情减分，减完 5 分为止。 

这道题考查文言断句，这种方式是对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是一种“一巧拨千斤”的考查

方式。 

文言文断句的题目没有要求加标点，而是要求用“/”断句。这样考查既符合文言文“句读”的

特点，又降低了难度，是一种合理的命题方式。可能是考虑到选文内容较为陌生，命题把

原文分成了两段，进一步降低了难度。但是，本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考生只有读懂大

意，才能按照文言文表达的习惯断句。 



第一段，“甲天下山”处的断句若在“甲天下”后断似乎也可以，而且“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说法

是学生们很熟悉的；但是，如果这样断，下文的“山山”连用就无法说通。实际上，第一个

“山”字属于前句，第二个“山”字属于后一句；所以，断在“天下山”后才妥当。“曰香炉”处的

断句，按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断在“香炉峰”后较顺口，但是下文的“北寺”就显得很突兀，

其实这两句话的结构和内容(交代位置和名称)都较为相似，这样看来断在“香炉”后更为合

理。另外，在古诗文中一些专用名词的中心词往往不出现，如“自古图牒，未有雁荡”中的

雁荡山，就只用了“雁荡”二字，又如“天姥连天向天横”中的天姥山，就只用了“天姥”二字。

“曰遗爱寺”处的断句，如果把上文的两句话当成对偶句处理，断到“遗爱”后，似乎也有一

定的道理，可是这样一来，下文就成了“寺介峰寺间”，与上下文不搭调，因此断在“遗爱

寺”后才合理。本段中的两个“曰”字也颇具干扰性，文言文中“曰”字后常常有停顿，这时

“曰”字往往译为“说”，可是这里的“曰”是“叫”的意思(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以故其

后名之曰褒禅”中的“曰”字用法相同)，断在“曰”后把动宾拆开，显然不妥。 

第二段的陈述对象较为明确——“太原人曰乐天”，断句的关键是弄清句意，弄清陈述对

象。“见而爱之”处的断句较好确认，由于“而”这个承接虚词，将“见”和“爱”两个动词紧密连

接在一起，“之”字是它们共同的宾语。“恋恋不能去”处的断句，由于陈述部分动词较多，

谓语动词不易确认，但虚词“因”字提示了前后两部分是顺承关系，“不能去”后的断点就较

好判断。 

完成这道题，考生如果单纯以某些固定程式(如“桂林山水甲天下”、“曰”字后多要停顿等)作

为标志，而忽略断句的主要依据是理解文意，显然不妥。必须以读懂语句为根本，才可能

断对。 

 

 

 

 

 

 

 

 

 

二、初中文言文练习题 

2．阅读文言文，完成小题。   

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

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

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

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

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

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

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下面句子中，对划线的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 前人之述备矣（详尽） 

B. 连月不开（天气放晴） 

C. 则有去国怀乡（国家） 

D. 至若春和景明（日光） 

（2）下面各组句子中，划线的词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行道之人弗受 

B. 然则北通巫峡          康肃忿然曰 

C. 感极而悲者矣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 

D. 其必曰                其真无马邪 

（3）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一个倒装句，起突出强调作用，正常的语序应该是“微斯人，吾与

谁归”。 

B. 选文语言充分体现了汉语的音乐美：记叙多用散句，长短错落，质朴平实；写景多用偶

句，两两相对，珠联璧合。 

C. 选文中间两段，所写的景象特点截然不同，却都写了游人的“览物之情”，而这“览物之

情”与“古仁人”的理念也并无不同。 

D. 作者在尾段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豪言壮语，点明了全篇主旨。 

（4）翻译下面的句子。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答案】 （1）C 

（2）A 

（3）B 

（4）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好坏或喜或忧，也不因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或乐或悲。处在高高的庙

堂上（在朝），则为平民百姓忧虑；处在荒远的江湖中（被贬），则替君主担忧。    

【解析】【分析】⑴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要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解释词语，尤其注意通假

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C项有误，国：国都，故选 C。 

 ⑵A相同，均为“结构助词，的”； 

 B不同，然：这样/然：……的样子； 

 C不同，而：表承接关系/而：表转折关系； 

 D不同，其：他们/其：在句中表示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怎么“。 

 故选 A。 



 ⑶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结合重点语句进行分析。B 项有误，迁客骚人“感极而悲者矣”和

“其喜洋洋者矣”的“览物之情”与“古仁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理念不同。故选 B。 

 ⑷翻译的要求是做到“信、达、雅”，翻译的方法是“增、删、调、换、补、移”，我们在翻

译句子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情况，如遇倒装句就要按现代

语序疏通，如遇省略句翻译时就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完整。重点词：以，因为。庙堂，指

朝廷。处江湖之远：处在偏远的江湖间，意思是不在朝廷上做官。句意：不因外物好坏和

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官时，就为百姓担忧；在江湖上不做官时，就为国君担

忧。  

故答案为：⑴C；⑵A；⑶B； 

 ⑷ 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好坏或喜或忧，也不因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或乐或悲。处在高高的庙堂

上（在朝），则为平民百姓忧虑；处在荒远的江湖中（被贬），则替君主担忧。 

【点评】⑴本题考查解释文言文中实词的意义。答题时应注意，解释文言文实词意义包

括：重点动词、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等，同时注意联系上下文理解

词义。 

 ⑵本题考查辨析一词多义。答题时应注意，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考虑。在平时文言文学习

中，要特别重视并掌握这类词。解答时，首先要明确每组题目中这个词的正确解释或用

法，再作比较得出正确选项。 

 ⑶本题考查理解内容和筛选信息。答题时应注意，准确把握给我给我选项的意思，把各个

选项对照相应语段，找到关键语句，然后结合文章内容、写法、感情等方面，比照辨析正

误。 

 ⑷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答题时应注意，遵循“字字有着落，直译、意译相结合，以

直译为主”的原则。对句子中的每个字词，只要它有一定的实在意义，都必须字字落实，对

号入座。 

 【附参考译文】 

         我观看那巴陵郡的美好景色，全在洞庭湖上。它连接着远处的山，吞吐长江的水流，

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一天里阴晴多变，气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前人

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虽然如此，那么向北面通到巫峡，向南面直到潇水和湘水，降

职的官吏和来往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大概会有

所不同吧？ 

   像那阴雨连绵，接连几个月不放晴，寒风怒吼，浑浊的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

起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商人和旅客（一译：行商和客商）不能通行，船桅倒下，船桨

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悲啼，（这时）登上这座楼啊，就会有一种离开国

都、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人家批评指责，满眼都是萧条的景象，感慨到了极

点而悲伤的心情。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候，湖面平静，没有惊涛骇浪，天色湖光相连，一片碧

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和

小洲上的兰花，草木茂盛，青翠欲滴。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波

动的光闪着金色，静静的月影像沉入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在你唱我和地响起来，这种



屈辱一并忘了，端着酒杯，吹着微风，那真是快乐高兴极了。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人的心情，

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官时，就为

百姓担忧；在江湖上不做官时，就为国君担忧。这样来说在朝廷做官也担忧，在僻远的江

湖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 在天下人忧之

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唉！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

日。 

3．阅读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嘻！微斯人，吾谁与归？ 

【乙】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

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

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

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

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

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着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选自《梦溪笔谈》，有删改） 

【注】① 殍殣（piáo  jǐn）：饿死的人。② 募民存饷：指招募灾民服役，使服役者有饭

吃。③ 敖仓：粮仓。④ 晏然：安宁的样子。 

（1）下面句子中划线词意思或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是时范文正领浙西    问今是何世（《桃花源记》） 

B. 为术甚备            世人甚爱牡丹（《爱莲说》） 

C. 及公私兴造          宫妇左右莫不私王（《邹忌讽齐王纳谏》） 

D. 发司农之粟          发于畎亩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① 又新作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② 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徒，皆公之惠也。 

（3）请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既 已 恤 饥 因 之 以 成 就 民 利 此 先 生 之 美 泽 也 

（4）依据选文，回答问题。   

古代仁人志士，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未尝废替。范仲

淹忧国忧民的情怀既体现在“A________”的抱负中，也体现在为政一方的实际行动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3530101034

40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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