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文言文课外阅读 20 篇 80 题（武汉专用）   

（2024·湖北武汉·一模）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

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

孤之股肱也，今移祸，膺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

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令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

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

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

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1．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军城父       军：驻扎

B．夹日而蜚     蜚：飞翔

C．是害于楚王     害：担心

D．其不失国，宜哉   宜：应该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

A．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

B．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

C．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

D．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

3．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昭王出兵解救陈国，不想却病倒在军中，于是向周太史卜问吉凶。

B．孔子在陈国听闻楚昭王的言论后对其赞赏有加，认为他通晓大义。

C．昭王临终前想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们，公子闾答应了，成为惠王。

D．昭王在与吴国大战前夕病逝，楚军只得班师回朝，昭王得以安葬。

4．请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

（2024·湖北武汉·一模）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恐，请胡衍①。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

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矣。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之外而无

以取者，兵弱也。今并卫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

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樗里子曰：

“善。”胡衍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

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请必言子於卫君，使子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

以自贵於卫。於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注释】①胡衍，战国时期卫国人，义士，他以其大义化解蒲邑之危而名盛于世。

5．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秦人号曰“智囊”   号：起号

B．公释蒲勿攻      释：放下

C．以德卫君       德：感恩

D．蒲守恐，因再拜曰   再：第二次

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

A．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

B．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

C．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

D．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卫/必折而从之

7．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胡衍认为秦国攻打卫国，将使卫国彻底投靠魏国，这将有助于魏国。

B．魏国丢失西河以外的土地而没有办法夺回来的原因，是兵力太弱小。

C．胡衍认为卫国并入魏国，魏国实力变大，那么秦国西河地区就危险了。



D．樗里子放弃攻打蒲城，胡衍也兑现承诺，在卫王面前为樗里子请了功。

8．请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

（2024·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国朝尚书刘南垣公，告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苛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

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特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饭，能

对食乎？”直使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过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食至，惟脱粟饭、豆腐一器而已，

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酝，罗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

公笑曰：“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使谕其训，后不敢以盘飨责人。

张齐贤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齐贤自帘下熟视不问。后齐贤为相，门下皆得班子，而此奴竟不

沾禄。因乘间泣请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独相遗何也？”齐贤悯然曰：“尔忆盗我银器时乎？我怀三十

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为相宜激浊扬清，敢以盗荐？念事吾久，与钱三百千，汝去别择所安。盖

既发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骇，泣拜而去。

（节选自《昨非庵日纂》）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当开谕之          谕：告诉

B．俟其来款之         款：款待

C．乃独相遗何也        遗：遗憾

D．念事吾久          念：考虑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

A．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

B．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

C．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

D．可见饮馔原无/精细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

11．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南垣公的学生直指使，在饮食方面苛求下属官吏，让郡县都感到害怕。



B．因妻子不在家，刘南垣公只能为直指使准备米饭和豆腐，直指使不敢推辞吃了三碗便饱了。

C．张齐贤曾发现家仆偷盗银器，但他看见后并没有当场揭发家仆，并将此事隐瞒近三十年。

D．张齐贤给了家仆一些钱让他离开此地。仆人知晓一切后十分震惊，哭着拜别张齐贤后离开。

12．请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盖既发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

（2024·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贞观六年，文武官请封禅，上曰：“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群臣请之不已，

上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以社稷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

曰：“服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数者，然今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远夷君

长，皆当扈从，此乃引戎狄入内且示以虚弱也。况赏贵不费，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

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十二月，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

来息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

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贞观七年，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

诣朝堂，无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自恃高班，谩骂陈仓尉刘仁轨，仁轨杖杀之。上怒，命追至长安面

诘之。仁轨曰：“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征曰：“陛下知隋所以亡乎？百姓强而陵官

吏，如鲁宁之比是也。”上悦，擢仁轨为栎阳丞。

13．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庸何伤乎        庸：难道

B．未厌远人之望      厌：厌烦

C．事遂寝        寝：停止

D．擢仁轨为栎阳丞     擢：提拔

1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A．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B．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C．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D．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

15．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唐太宗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富足，封禅不封禅不重要。

B．魏征认为封禅会带来种种祸患，以此来劝阻封禅之行。

C．温彦博和魏征都明确指出了唐太宗执政不如贞观初年勤勉。

D．在魏征的劝说下，唐太宗对杖杀鲁宁的刘仁轨转怒为喜。

16．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陛下知隋所以亡乎？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

（2024·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育所破，亡失辎重。光武在后闻之

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光武大飨士卒，东

围钜鹿，逆战于南栾，斩首数千级。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 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 收文书，

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

秋，光武击铜马于鄡，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

道。 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 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

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

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17．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亡失辎重       拔：攻克

B．于是引兵拔广阿    拔：攻克

C．会诸将军烧之     会：适逢

D．绝其粮道       绝：断绝

18．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

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



A．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

B．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

C．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

D．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

19．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光武率领的汉军不知王郎的大将李育驻扎柏人，被他劫走军用物资。

B．光武连破数城，战无不胜，于长安政乱中大破叛军，因此被立为萧王。

C．光武火烧属将与王郎勾结的几千封密信，让内心不安的人放心跟随。

D．光武镇压叛军，平定了四方叛乱，分封投降的首领，让他们心悦诚服。

20．请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

（2023·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①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

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

及汉兵起，更始②立，豪杰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③北渡，追及于邺。光武

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

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④耳。”光武笑，因留宿闲语。禹进

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

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

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

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

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节选自《后汉书》）

【注】①光武：指刘秀，刘秀后成为东汉开国皇帝，谥号光武。②更始：指刘玄，西汉末年刘玄被起

义军拥立为帝，年号更始。③杖策：执鞭，指驱马而行。④竹帛：指史册。

21．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更始虽都关西        都：都城



B．赤眉、青犊之属       属：类

C．志在财币           志：志向

D．朝夕自快而已        快：痛快

2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

A．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

B．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

C．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

D．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

23．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邓禹不肯跟随称帝的刘玄，却驱马前往河北追随光武帝刘秀。

B．光武帝见到邓禹后很高兴，认为他远道而来是为了求得官职。

C．邓禹认为刘玄没有深谋远虑，并且不能尊重主上、安抚百姓。

D．邓禹希望光武帝能招揽人才，取悦民心，建功立业，拯救百姓。

24．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

（2023·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傅尧俞传

傅尧俞十岁能为文，及登第，犹未冠。石介每过之，尧俞未尝不在，介曰：“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戏

为娱，何也？”尧俞曰：“性不喜嚣杂，非有他尔。”介叹息奇之。

嘉祐①末，为监察御史。时乏国用，言利者争献富国计。尧俞奏曰：“今度支岁用不足，诚不可忽。然

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俭刻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纷更，为之无益，聚敛自用，

则天下殆矣。”

英宗即位，皇太后与英宗同听政。英宗有疾，既平。尧俞上书皇太后，请还政。久之，闻内侍任守忠

有谗间语②，尧俞谏皇太后曰：“臣谓天下之可信者，无大于以天下与人，亦无大于示天下以公。况皇帝以

明睿之资，贯通古今，而受之他人乎？如诛窜③谗人，则慈孝之声并隆矣。”于是皇太后还政，逐守忠。

熙宁④三年，至京师。王安石素与之善，方行新法，谓之曰：“举朝纷纷，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



院处君。”尧俞曰：“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好欺，敢以为告。”安石愠之，

但授直昭文馆，权⑤任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

元祐⑥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与太皇太后哭临之。太皇太后语辅臣曰：“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

金玉君子也。方欲倚以相，遽至是乎！”

【注】①嘉祐：宋仁宗年号。②间（jiàn）语：私语，密语。③诛窜（cuàn）：杀戮。④熙宁：宋神宗

年号。⑤权：暂且。⑥元祐：宋哲宗年号。

25．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石介每过之      过：拜访

B．则天下殆矣      殆：危险

C．则慈孝之声并隆矣    隆：隆盛

D．安石愠之        愠：畏惧

2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

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俭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贾如是可矣

A．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俭/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贾/如是可矣

B．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俭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贾如是可矣

C．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俭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贾如是可矣

D．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俭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贾如是/可矣

27．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宋仁宗在位时，傅尧俞提出将重心放在改革弊政、反腐倡廉上的方略，以解决国家经费短缺问

题。

B．宋英宗在位时，傅尧俞上书规劝太后向天下昭示公心，将执政权交还给英宗，严惩进谗言的小

人。

C．宋神宗在位时，傅尧俞为推行王安石新法奔走效劳，被王安石重用并授予待制、谏院等重要职

务。

D．宋哲宗在位时，傅尧俞被委以宰相重任后不久突然去世，因清廉正直、始终如一而获得高度赞

誉。

28．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



（2023·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陈淮，字子将，庐陵人也。元末，世将乱，环所居筑场种树，人莫能测。后十年，盗蜂起，灌率武勇

结屯林中，盗不敢入，一乡赖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诣军门谒见。与语奇之，擢湖广行省员外郎，累迁大

都督府经历。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

帖以便稽民。帝取为式，颁行天下。伐石筑堤，作水门，蓄泄护濒江田，百姓成赖。有坐盗麦舟者，论死

数十人。灌覆按①曰：“舟自漂至，而愚民哄取之，非谋劫也。”坐其首一人，馀悉减死。灌丰裁②严正，

而为治宽恤类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有删改）

【注释】①覆按：审查，查究。②丰裁：风纪。

2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莫能测           莫：没有谁

B．灌率武勇结屯林中    屯：驻扎

C．灌建学舍，延师      延：延续

D．帝取为式，颁行天下    行：推行

30．为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A．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B．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C．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D．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寻命筑城泰州工竣/除宁国知府

31．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陈灌在自家房屋周围种植树木，后来这些树木发挥了重要作用，

B．陈灌受到明太祖的重视，被明太祖不断提拔，委以重任。

C．陈灌重视教育，修建学校，选拔人才。明太祖把他的这些做法当作榜样。

D．陈灌在地方的治理虽然严格，但是也不乏宽容。

32．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坐其首一人，馀悉减死。



（2023·湖北武汉·模拟预测）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

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朱家见汝阴侯滕公，因谓滕公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

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

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忌壮士以资敌国，

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拜为郎中。

楚人曹丘生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仆

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节选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33．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数窘汉王           窘：困境

B．项氏臣可尽诛邪     尽：完全

C．忌壮士以资敌国     资：帮助

D．果言如朱家指       果：果真

34．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A．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B．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C．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D．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

35．下列对文本有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濮阳周氏因害怕季布连累自己及家人，所以将季布和其他家仆一起卖给了鲁地的朱家。

B．鲁地朱家是侠义之家，明知季布是逃犯，却还是买下了季布，并把他安置在田地里耕作。

C．汝阴侯听从了朱家的建议，向皇帝求情，使季布不但得到赦免，还被封为郎中。

D．季布在楚谚中流传的“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名声是曹丘生宣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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