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6  文言文对比阅读(课内外结合）59题（解析版） 

温馨提示：分二个版块，第一版块经典常考题题，第二版块模拟预测题题。

（2023下·浙江宁波·七年级校联考期中）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

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乙】

余近日以军务倥偬①，寝食不安。吾家本诗礼门阀②，勤与朴为余处世立身之道，有恒又为勤朴之根源。

余虽在军中，尚日日写字一页，看书二十页。看后，用朱笔圈批，日必了此功课为佳。偶遇事冗③，虽明日

补书补看亦不欢，故必忙里偷闲而为之。然此策尚下，故必早起数时以为之。决不肯今日耽搁，谓有明日

可朴；亦不肯以明日有事，今日预为。如是者数年，未尝间断，亦无所苦。

（节选自《清代四名人家书》）

【注释】①倥偬（kǒng zǒng）：事多，繁忙。②门阀：名门贵室。③事冗：事务繁忙复杂。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 

①孰若孤

②但当涉猎

③余近日以军务倥偬

④勤与朴为余处世立身之道

2．用现代汉语翻译乙文中画线的句子。

如是者数年，未尝间断，亦无所苦。

3．甲乙两文都讲到了读书的作用。甲文通过写鲁肃“与蒙论议”后，与吕蒙“       ”这一举动，

侧面表现了吕蒙读书后才略的惊人长进；乙文则指出读书可以传承“诗礼”家风，培养“      ”品质。

4．甲乙两文中多种读书方法值得借鉴，试概括出一种并结合原文说明。

经典常考题



【答案】1．①谁 ②粗略阅读 ③因为 ④是    2．像这样坚持几年，不曾间断，也不感到什么苦（也

没什么感到苦的）。    3．     结友     有恒（勤朴）    4．①泛读法，如“但当涉猎，见往事耳”；②定量读

书法，如“日日写字一页，看书二十页”；③圈点批注法，如“用朱笔圈批”；④定时读书法，如“决不肯

今日耽搁”“亦不肯以明日有事，今日预为”。

【解析】1．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1）句意：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孰：谁；

（2）句意：我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涉猎：粗略阅读；

（3）句意：我最近因为军务繁忙。以：因为；

（4）句意：勤朴是我处世立身的原则。为：是。

2．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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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有：如是，像这样；数，几；未尝，不曾；亦，也。

3．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古代往往结交志同道合的人为朋友，甲文“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通过鲁肃与吕蒙结为朋友才分别，

侧面表现吕蒙经孙权劝导后读书，进步惊人。

根据提示“传承‘诗礼’家风”，找到乙文“吾家本诗礼门阀，勤与朴为余处世立身之道，有恒又为勤

朴之根源”，其意思是：我家本是诗礼名门贵室，勤朴是我处世立身的原则，而坚持又是勤朴的根本。可见

读书可以培养勤朴、坚持的精神品质，即“勤朴、有恒”。

4．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根据甲文“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可知，我们可以采取泛读法，粗略的了解文章内容；

根据乙文“日日写字一页，看书二十页”可知，可采用定量读书法，规定自己学习的知识量，日日积

累；

根据乙文“用朱笔圈批”可知，可采用圈点批注法，分析重点的语句，提高理解能力；

根据乙文“决不肯今日耽搁，谓有明日可补；亦不肯以明日有事，今日预为”可知，可采用定时读书

法，规定读书的时间，形成读书的好习惯。

【点睛】参考译文：



【甲】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

说：“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我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

你说军务繁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觉得获益颇多。”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鲁肃到

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吃惊地说：“你现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才能和谋略，

不再是吴下时没有才学的阿蒙了！”吕蒙说：“与读书的人分别几天，就应当用另外的眼光看待，长兄你知

晓事情怎么这么晚呢？”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分别了。

【乙】我最近因为军务繁忙，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家本是诗礼名门贵室，勤朴是我处世立身的原

则，而坚持又是勤朴的根本。我虽然在军中，尚能每天写一页字，看二十页书，看完之后，用蘸红色的毛

笔圈点批注，每天以完成这件事情为最好。有时遇到事务繁忙复杂，即使第二天补上看书写字也不高兴，

所以一定会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然而这个计策要执行下去，就必须早起数小时来完成。我绝不肯今

天耽搁，明天再补；也不会因为明天有事，今天提前完成。像这样坚持几年，不曾间断，也不感到什么苦。

（2023下·浙江宁波·七年级统考期中）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孙权劝学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

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乙】

衡①好学

许衡，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

乎？”

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久之，师谓其父母曰：“儿颖悟不凡，他曰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

师也。”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②更三师。稍长，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

日者③家见《书》④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⑤诸义而后发。

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

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帝欲相之，以疾辞。卒后，四方学士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选自《元史列传第四十五》，有改动）



【注释】①许衡：元初理学家、教育家。②凡：总共。③日者：古时以占卜为业的人。④《书》：也叫

《尚书》或《书经》，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为儒家经典之一。⑥揆：揣度。



5．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字词。

文言字词 方法 解释

（1） 蒙辞以军中多务 成语推断法：义不容辞 辞：     

（2） 师谓其父母曰 课内迁移法：权谓吕蒙曰（《孙权劝学》） 谓：     

（3） 尝暑中过河阳 课内迁移法：尝射于家圃（《卖油翁》） 尝：     

（4） 或问之
查阅字典法：①或许；②有的，有的人；③又；④语

气词；⑤通“惑”，疑惑

或：     （填

序号）

6．断句，请用“/”画出句子的停顿，停两处。

尝 从 日 者 家 见 《书》 疏 义 因 请 寓 宿 手 抄 归

7．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

（1）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2）遂辞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师。

8．阅读文言文时，品味语气词是发现文章奥秘的一把金钥匙。请参照示例，分析加点语气词在句子中

的表达效果。

“如斯而已乎？”

【示例】“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分析】“邪”同“耶”，表反问语气，译为“吗”。表现出孙权对吕蒙推辞的不悦和责备，又体现了孙

权对吕蒙寄予厚望的恳切之意。

9．生前，帝欲相之：死后，四方学士皆聚哭。世人为何如此敬重许衡？请结合选文谈谈理由。

【答案】5．     推辞     对……说     曾经     ②    6．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

手抄归    7．（1）只要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

（2）（老师）于是辞别离开，父母强行挽留老师都没能留住，像这样，总共换了三位老师。    

7．“乎”，用在文言文的句子末尾，表疑问语气，译为“吗”。表现了许衡并不满足于此，而有远大的志向。    

8．许衡认为读书并非仅为科举取士，所提问题使老师惊讶，甚至不能作答，他的胸怀大志令人称奇；出生

贫困，借书手抄，白天诵读，夜理深思，身体力行，他的勤学苦读令人称赞；逃难之人纷纷摘路旁之梨解

渴，独许衡不摘，梨树无主，心却有之，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称颂。



【解析】5．本题考查文言实词。作答时可结合句意来分析加点字词的意思。

（1）“蒙辞以军中多务”句意：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义不容辞”的意思是：从道义上来说，

是不可以推辞的。辞：推辞。

（2）“师谓其父母曰”句意：老师对他的父母说。“权谓吕蒙曰”的意思是：孙权对吕蒙说。谓：

对……说。

（3）“尝暑中过河阳”句意：许衡（曾经）在大热天经过河阳。“尝射于家圃”的意思是：曾经在自家

的园子里射箭。尝：曾经。

（4）“或问之”句意：有人问他。再结合查字典法可知，这里的“或”对应的意思是②“有的，有的

人”，故选②。

6．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作答时可结合句意和语法结构来分析。

“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是完整的句子，它的后面要断开；“因请寓宿”是介宾短语，它的后面要

断开；句意：他曾在一个算命先生家里见到一本阐释《尚书》的书，于是请求借宿，亲手抄完才回家。

故断句为：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

7．本题考查翻译句子。翻译时应注意如下重点字词的意思：

（1）但：只，只是。当：应当。涉猎：粗略地阅读。见：了解。往事：历史。耳：句末语气词，相当

于“罢了”。

（2）遂：于是。辞：辞别。去：离开。强：强行挽留。之：代词，代指老师。止：阻止，这里指留住

老师。如是：像这样。凡：总共。更：更换。三师：三位老师。

8．本题考查赏析加点字词。

“如斯而已乎”的意思是：就为了这个吗？这里的“乎”是句末语气词，相当于“吗”，是疑问语气。

老师的回答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许衡说了这句话，表现了许衡对老师的回答心存疑问，在许衡看

来读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举考试，因而体现了许衡有远大的志向。

9．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



结合乙文“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

而已乎’”“师大奇之。每授书，又能问其旨义”可知，许衡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读书时钻研书

中的内涵，体现出他心怀大志，积极进取，令人敬佩；结合“嗜学如饥渴，然遭世乱，且贫无书。尝从日

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可知，

许衡没有因为自身贫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放弃读书学习，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刻苦来不断学习，他的爱

学习，会学习，勤学习值得称赞；结合“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可知，

许衡不摘路边的梨，就算不知道梨的主人，但是自己内心已经有了梨树的主人，他高洁的品行令人敬佩；

结合“帝欲相之，以疾辞”可知，许衡不想入朝为官，他的淡薄名利，令人敬仰。

【点睛】参考译文：

（甲）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

说：“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我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

你说军务繁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觉得获益颇多。”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鲁肃到

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吃惊地说：“你现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才能和谋略，

不再是吴下时没有才学的阿蒙了！”吕蒙说：“与读书的人分别几天，就应当用新的眼光看待，长兄你知晓

事情怎么这么晚呢？”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分别了。

（乙）许衡，自幼就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七岁入学，老师交给学生剖章析句，许衡问他的老师说：“读

书是为了干什么？”老师说：“为了科举考试中第！”许衡说：“就为了这个吗？”

老师大为惊讶（惊奇）。每次教他读书，他都要问书文的旨义。时间长了，老师对他的父母说：“这个

孩子聪明非凡，将来有一天肯定能远远超出常人，我不适合当他的老师。”于是告辞离去，许衡的父母极力

挽留也没能留住。像这样共换了三任老师。逐渐长大之后，许衡嗜好读书如饥似渴，可当时遭遇天下大乱，

且家里贫穷，没有藏书。他曾在一个算命先生家里见到一本阐释《尚书》的书，于是请求借宿，亲手抄完

才回家。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许衡晚上思考，白天诵读，亲身体验，努力践行，举止言谈一定要揣度书

中的大义然后才实行。

许衡曾经在大热天经过河阳，非常口渴，路旁有一棵梨树，很多人都争着摘树上的梨子来吃，只有许

衡一个人端正地坐在梨树下，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摘梨子吃。”许衡说：“不是自己的梨子，摘取下来吃

是不行的。”又有人说：“这棵梨树是没有树主的。”许衡说：“梨树没有主，难道我们心中也没有主吗？”

元世祖要任用许衡为宰相，许衡称病辞谢了。许衡去世后，四面八方的学士都聚集到他的灵前痛哭，也有

从几千里外赶来拜祭痛哭在墓前的。

（2023下·浙江·七年级期中）阅读下面的诗文，完成小题。    



【甲】

孙权劝学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

（《资治通鉴》）



【乙】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

终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丙】

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

莫若与高士盘桓①，文人讲论。何也？“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

不亦多乎？“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乎？

善养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不善谈者。有道而善谈者，人生希觏②”，是当时就

口招，以备开聋启聩③之用者也。

[李渔《闲清偶寄》（节选）]

【注释】①盘桓：交往。②希觏：（gòu）。③开聋启聩：使耳聋的人听到声音，比喻使人受到启迪或醒

悟。

10．参考表格提示的方法，解释加点词。

文言词语 释义方法 解释

（1）但当涉猎 （1）      

（2）见往事耳

积累法：理解并识记课文中的文言词。

（2）       

（3）就乐去苦 语境推断法：联系上下文。 （3）      

（4）有人病其寂

寞

查阅字典法：①名词，疾病，弊病；②动词，生病；③担

心，忧虑

（4）    （填序

号）

11．请用“/”给文中划波浪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两处）

既 得 半 日 之 闲 又 免 多 时 之 寂 快 乐 可 胜 道 乎？

12．联系【丙】文，你认为【乙】诗中诗人的情感前后有变化吗？请分析。

13．对下列三句话语气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理解：“邪”表示反问语气，面对吕蒙不愿读书的推脱，孙权在恳切的言辞中略带不满和责备之情。

B．卿言多务，孰若孤？

理解：反问语气，拿自己与吕蒙比较，现身说法，否定吕蒙没时间读书的借口，隐含着批评的情感。

C．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何也？

理解：“何也”表反问。与其逃避寂寞享受安闲，还不如与高士文人们交往谈论，暗含对躲避寂寞

那些人的鄙视。

14．【丙】文说善于交谈的有道之士对人具有开聋启聩的作用。你赞同这个结论吗？请结合【甲】【乙】

【丙】诗文，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10．     只     了解     选择     ③    11．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

乎    12．有变化。先心绪低落，勉强去登山散心，“昏昏、醉梦”可见。后经过寺院与高僧交谈后，变得

快乐，“闲”字可见。    13．C    14．赞同。因为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开始学习，终学有所成；李涉

整日昏沉醉梦，与高僧交谈后有所悟，心情变开朗。“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也肯定了与有才学有品德

的人交谈对提升自己学习和见闻是很有帮助的。

【解析】10．本题考查实词理解。

（1）句意：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但：只。

（2）句意：了解历史罢了。见：了解。

（3）句意：选择快乐而逃避辛苦。就：选择。

（4）句意：有人却嫌寂寞。病：担心，忧虑；故选③。

11．本题考查断句。文言文断句要结合句意和语法结构。

句意：既得到半日清闲，又免去长时间的寂寞，这种快乐说得完吗？

“既得半日之闲”与“又免多时之寂”为并列关系；“快乐可胜道乎”提出疑问；应在“又免多时之寂”

前后各断一处；

故断句为：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乎？

12．本题考查诗歌情感变化。



乙诗第一句是诗人对自己遭遇流放时的内在情绪与外在情态的真实描述，在“醉梦”前面修饰以“终

日昏昏”，可见诗人面对流放遭遇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消沉和一蹶不振。第二句是写诗人在百无聊赖之际，浑

浑噩噩之中，忽然发现明媚的春光已经快要离他而远去了，于是强打精神走出户外，登上南山，想借欣赏

春色以排遣积郁已久的愁苦与不快。第三句中“因”，当为介词，有“由于”之意；“竹院”，就是寺院，僧

人参禅悟道修行之地。诗人来这里干什么？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并且与

寺内的高僧谈禅悟道闲聊了很久。“逢僧话”之“逢”字告诉读者是无意之中碰到的；“话”，即与老和尚谈

禅悟道，聊天，吐露心中的苦闷与不快，探讨人生之喜怒哀乐。作为佛家，对待人生的观念自古多为淡化

人生功利，平和情绪心态，面对惨淡现实，视若罔闻，处变不惊。不论有多大的烦恼与不快，学会深藏于

心底，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生，憧憬未来。第四句是点睛之笔。浮生半日闲，是因为过竹院逢僧话。

此句深深禅意，揭示了无趣盲目的人生，半日闲最难得。

丙文中“‘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过竹院逢

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乎”大意是：“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

书。”既享受一晚的快乐，又省去十年的辛苦，这不是太便宜了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既得到半日清闲，又免去长时间的寂寞，这种快乐说得完吗？乙诗中诗人先是极度消沉，想借登山赏春来

排遣这种愁苦与不快，后与寺内高僧闲聊，心绪平和，变得快乐，认为自己“又得浮生半日闲”，前后情感

有变化。

13．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C.本项理解有误；“何也”与下文议论构成设问，解释作者认为“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的原因，

作者认为“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过竹院逢僧

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既得半日之闲又免多时之寂快乐可胜道乎”；

故选 C。

14．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丙文中“有道而善谈者，人生希觏，是当时就日招，以备开聋启聵之用者也”，大意是生活中很难遇到

有道德修养又善于交谈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经常接近，通过他们启发自己的聪明才智。善于交谈的有道

之士，与之交谈能让人深受启发，获益良多；

甲文中吕蒙不愿读书，孙权现身说法，耐心劝诫，从而使其开始学习，最终学有所成；

乙诗中诗人因遭流放而消极低落，勉强借景消愁，后与高僧交谈论道，有所参悟，心胸开阔，变得快

乐；

丙文“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点明与有才学有品德的人交谈有助于提升自己学习和见闻，证明了



作者的观点“善于交谈的有道之士对人具有开聋启聩的作用”。

【点睛】参考译文：



【甲】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了，不可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多来推辞。孙权说：

“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当博士吗？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事务多，比起我来怎么样？

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于是开始学习。

【乙】整日昏昏沉沉恍若梦中，忽然发现春天即将过去便强打精神登山赏景。经过一个种满竹子的寺

院，与一僧人攀谈许久，难得在这纷扰的世事中暂且得到片刻的清闲。

【丙】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懒人却常觉得辛苦；清闲也是最快乐的事，有人却嫌寂寞。选择快乐而逃

避辛苦，逃避寂寞而享受安闲，都不如与隐士文人交往谈论。为什么呢？“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既

享受一晚的快乐，又省去十年的辛苦，这不是太便宜了吗？“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既得到

半日清闲，又免去长时间的寂寞，这种快乐说得完吗？

善于养生的人，不能不结交有道德修养的人，这些有道德修养的人，大都不善言谈。生活中很难遇到

有道德修养又善于交谈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经常接近，通过他们启发自己的聪明才智。

（2023下·浙江杭州·七年级期中）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

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

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

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欧阳修《卖油翁》）

【乙】

王生好学而不得法。其友李生问之曰：“或谓君不善学，信乎？”王生不说，曰：“凡师之所言，吾悉

能志①之，是不亦善学乎？”李生说之曰：“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盖学贵善思，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

无所成，何以谓之善学也？”王生益愠，不应而还②走。居五日，李生故寻王生，告之曰：“夫善学者不耻

下问，择善而从之，冀闻道也。余一言未尽，而君变色以去。几欲拒人千里之外，其择善学者所应有邪？

学者之大忌，莫逾自厌③，盍④改之乎？不然，迨年事蹉跎，虽欲改励，恐不及矣！”王生惊觉，谢曰：“余

不敏，今日始知君言之善。请铭之坐右，以昭炯戒⑤。”

（《李生论善学者》）

【注释】①志：记住。②还：同“旋”，掉转身。③自厌：自我满足。④盍：hé，何不。⑤炯戒：告诫。

15．根据你的理解，完成下面对话。



小弘：乙文中“今日始知君言之善”的“善”和我们学过的“陈康肃公善射”的“善”是一个意思吗？



小毅：不是，“今日始知君言之善”的“善”意思是①        ，“陈康肃公善射”的“善”意思是②        ，

这是文言文中的一词多义现象。通假字也是文言文中的常见现象，比如“王生不说”的“说”字就通

“③        ”字。

小弘：甲文“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用现代汉语怎么准确表述？

小毅：④                      

小弘：乙文“夫善学者不耻下问，择善而从之，冀闻道也”用现代汉语怎么准确表述？

小毅：⑤                      

小弘：我发现“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这句话没有标点，应该怎么断句呢？

小毅：你可以停顿两次，⑥                      （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

16．文言文语气词有重要的表情达意的作用，请参考示例，简要分析下列句子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示例：“吾射不亦精乎？”陈尧咨察觉到卖油翁对自己斜眼看，于是他开始质问卖油翁，“乎”表示反

问语气，可见陈尧咨对卖油翁傲慢的态度，表现其自大的形象特点。

句子：学者之大忌，莫逾自厌，盍改之乎？

17．“学习贵在有法”，请结合中甲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谈谈你的心得。

【答案】15．     对     擅长     悦     用（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油勺舀油注入

（葫芦）。     那些善于学习的人不把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当成耻辱，学习别人好的地方，希望听到

真理啊。     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    16．“乎”表示反问语气，可见李生对王生不听劝告

的表示不认同，表现其循循善诱。    17．【甲】文通过记述陈尧咨射箭和卖油翁酌油的故事，告诉我们不

能骄傲自满以及熟能生巧的道理；【乙】文通过记述李生论什么是善学者，告诉我们学思结合，不耻下问等

道理。

【解析】15．①——③考查文言词语的解释。解释词语要注意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如通假字、

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①今日始知君言之善：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善：对。

②陈康肃公善射：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善：擅长。

③王生不说：王生不高兴。“说”通“悦”，高兴。

④⑤考查文言语句翻译。答题时先要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然后初步翻译，再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进

行调整，做到文从字顺。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重点词语有：



④以：用；覆：盖；徐：慢慢地；杓：同“勺”。

⑤夫：发语词；善学者：善于学习的人；不耻下问：不把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当成耻辱；择善：

选择好的；冀：希望；闻：听到；道：真理。

⑥此题考查文言文断句。文言文断句首先要明确句意，同时运用以下方法：明词性（根据词性找句子

结构），找句式（注意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对称句、倒装句等一些固定句式），看对话（标志词如曰、

云、言），据修辞（排比、对偶、反复、顶针）等。

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意思是你只是记住老师讲的知识，但没有去思考，最终一定不会有什

么成就。据此断句为：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

16．此题考查语气词的表达效果。

“学者之大忌，莫逾自厌，盍改之乎？”求学的人最忌讳的事，莫过于满足自己所学的知识，你为什

么不改正呢？李生见王生不听劝告，于是耐心劝说王生，“乎”表示反问语气，是作为朋友的李生见王生不

听劝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耐心劝说，有点怒其不争之意，表现了李生循循善诱的特点。

17．此题考查阅读心得。

《卖油翁》通过记述了陈尧咨射箭和卖油翁酌油的故事，通过卖油翁自钱孔滴油技能的描写及其对技

能获得途径的议论，说明了熟能生巧的道理；通过记叙陈尧咨以擅长射箭而自夸，告诉我们山外有山，人

外有人，学习不能骄傲自满。

《李生论善学者》中“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告诉我们学贵善思；“夫善学者不耻下问，择善而

从之”告诉我们学习要不耻下问，要择善而从；“学者之大忌，莫逾自厌”告诉我们学习不能骄傲自满，要

勤奋自勉。

【点睛】参考译文：

【甲】文：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人（能同他相比），康肃公也凭这种（本领）自

夸。（有一次）他曾在自己家（射箭的）场地里射箭，有个卖油的老头放下担子，站在场边斜着眼看他（射

箭），很久都没有离开。（卖油翁）看见康肃公射十箭能中八九箭，（对陈尧咨的射箭技术）只是微微地点了

点头。

康肃公问（他）道：“你也懂得射箭吗？我的箭法不是很精深吗？”老翁说：“（这也）没有别的（原

因），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康肃公（听后）气愤地说道：“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呢？”老翁

说：“凭我倒油的经验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就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

慢慢地用油勺舀油注入（葫芦），（油）从钱孔注入，但钱币却未被打湿。（卖油翁）于是说：“我并没有别

的（本事），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康肃公（苦）笑着打发他走了。



【乙】文：王生喜欢学习，却得不到方法。他的朋友李生问他说：“有人说你不善于学习，是真的

吗？”王生不高兴，说：“凡是老师所讲的，我都能记住，这难道不是善于学习吗？”李生劝他说：“孔子

说‘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学习贵在善于思考，你只是记住老师讲的知识，但没有去思

考，最终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怎么能说你善于学习呢？”王生更加生气，不回答李生的话，自己转身就

跑开了。过了五天，李生特地找到王生，告诉他说：“那些善于学习的人不把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当成

耻辱，学习别人好的地方，希望听到真理啊！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就变了脸色离开，几乎要在千里之外就

拒绝人，难道是善于学习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吗？求学的人最忌讳的事，莫过于满足自己所学的知识，你为

什么不改正呢？如果你现在不改正，等到你年纪大了，即使想改过自勉，恐怕也来不及了！”王生这才醒悟

过来，道歉说：“我真不聪明，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请允许我把你的话当作座右铭，用来彰显警诫。”

（2023下·浙江杭州·七年级校考期中）阅读下面的诗文，完成小题。    

【甲】陈谏议①教子

宋陈谏议家有劣马性暴不可驭蹄啮伤人多。一日，谏议入厩，不见是马，因诘仆：“彼马何以不见？”

仆言为陈尧咨售之贾人矣。尧咨者，陈谏议之子也。谏议遽召子，曰：“汝为贵臣，家中左右尚不能制，贾

人安能蓄之？是移祸于人也！”急命人追贾人取马，而偿其直。戒仆养之终老。时人称陈谏议有古仁之风。

（选自《宋名臣言行录》）

【乙】碎金鱼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②”。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③有

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

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④，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⑤。

（选自《宋史·陈尧咨传》）

【丙】普济院

[北宋]陈尧咨

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

凭阑对僧语，如在画图中。

【注释】①陈谏议，即陈省华，时任左谏议大夫。②由基：养由基，战国时楚国神箭手。③典郡：掌

管郡务。④伎：通假字，同“技”。⑤金鱼：古代三品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一种佩饰。

18．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蹄啮伤人多（踢伤） B．戒仆养之终老（告诫）

C．陈尧咨善射（擅长） D．今汝不务行仁化（事务）



19．“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这两句诗生动形象，请作赏析。

20．请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三处）

宋陈谏议家有劣马性暴不可驭蹄啮伤人多。

21．甲文中陈谏议教导陈尧咨的话，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你觉得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见贤思齐 B．三省吾身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D．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22．陈尧咨善射，然而卖油翁看了“但微颔之”，而其母亲听到却“杖之”，原因分别是什么？

23．结合甲乙两文，评价陈尧咨父母的教子之道。

【答案】18．D    19．运用叠词“峰峰”“叶叶”、色彩“碧”“红”，描写了远望群山苍翠，近观林疏

叶红的秋日之景。    20．宋陈谏议家有劣马/性暴/不可驭/蹄啮伤人多。    21．C    22．卖油翁觉得

陈尧咨射技高超，只不过是手熟而已；陈尧咨的母亲认为陈尧咨只是图自己享受而荒废政事，辜负了父母

对他忠君报国的期盼。    23．陈尧咨父亲发现陈尧咨把劣马卖给了商人，急忙命人把马追回，并赔偿价

钱，要仆人把马养到终老，告诉儿子要诚实忠厚，不要为了自己利益去做祸害他人之事；陈尧咨母亲发现

陈尧咨不致力于施行仁化之政而专注于个人的射箭技艺，就用棒子打他，摔碎了他的金鱼佩饰，告诫他要

以忠孝来报效国家，不可沉迷于个人的射箭技艺。可见，陈尧咨父母对其的教育都极其严格，教子有方。

【解析】18．本题考查文言词语解释。解释时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用法。

D.句意为：而今你不致力于施行仁化之政。务：致力。

故选 D。

19．本题考查诗句赏析。

“峰峰”“叶叶”为叠词，富有音韵美，写出了群山连绵，红叶繁多的景象，用“碧”“红”形容远山、

树叶，色彩明丽，写景时由远及近，写出了群山苍翠、林疏叶红的秋天的美景。

20．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文言文断句首先要理解句意，然后根据句意来断句。本句句意为：宋人陈

谏议家里有一匹劣马,性情暴躁,不能够被人驾驭,踢伤咬伤很多人了。根据句意可知，本句的断句为：宋陈

谏议家有劣马/性暴/不可驭/蹄啮伤人多。

21．本题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及成语的运用。

A.见贤思齐：指见到有才德的人就想着与他齐平；



B.三省吾身：意思是每日从多个(三和九在文言文中有多个的意思)方面检查自己，后指多次自觉地检

查自己；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对方；

D.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指别人已有进步，当另眼相看；

根据“‘汝为贵臣，家中左右尚不能制，贾人安能蓄之？是移祸于人也！’急命人追贾人取马，而偿其

直。戒仆养之终老”可知，当得知儿子陈尧咨把家人都不能驾驭的马卖给商人时，陈谏议立即叫人把马取

回并责备儿子陈尧咨，因此陈谏议教导陈尧咨的话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概括最恰当。

故选 C。

22．本题考查文字内容的理解。

根据《卖油翁》“‘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可知，卖油翁觉得陈尧咨射技高超，只不过是手熟而已；

根据乙文“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

碎其金鱼”可知陈尧咨的母亲认为陈尧咨只是图自己享受而荒废政事，辜负了父母对他忠君报国的期盼。

23．本题考查文中内容的理解。

根据甲文“‘汝为贵臣，家中左右尚不能制，贾人安能蓄之？是移祸于人也！’急命人追贾人取马，而

偿其直。戒仆养之终老”可知当得知儿子陈尧咨把家人都不能驾驭的马卖给商人时，立即叫人把马取回并

责备儿子陈尧咨，目的是告诫儿子要诚实忠厚，要为他人着想，不要为了自己利益去做祸害他人之事；根

据乙文“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

金鱼”可知，陈尧咨的母亲希望陈尧咨要以忠孝来报效国家，不要耽于享乐。由此可见陈尧咨父母教子非

常严格，教子有方。

【点睛】参考译文：

【甲】宋人陈谏议家里有一匹劣马，性情暴躁，不能够被人驾驭，踢伤咬伤很多人了。一天,他走进马

厩，没看到马，于是责问仆人：“那匹马怎么不见了？”仆人说，被陈尧咨卖给商人了。陈尧咨是陈谏议的

儿子，当时正在当翰林学士，谏议马上召来儿子，说：“你是朝中重臣,家里人还不能管住这匹马，商人又

怎么能养它呢？你这是把祸害移给别人啊！”陈谏议赶紧命令人去追商人拿回马，把买马的钱退给商人。警

告仆人把那匹马养到老死不准再卖出。当时的人们称赞陈谏议有古人仁人之风。



【乙】陈晓咨擅长于射箭，百发百中，世人把他当作神射手，（陈晓咨）常常自称为“小由基”。等到

驻守荆南回到家中，他的母亲冯夫人问他：“你掌管郡务有什么新政？”陈晓咨说：“荆南位处要冲，白天

有宴会，每次我用射箭来取乐，在座的人没有不叹服的。”他的母亲说：“你的父亲教你要以忠孝来报效国

家，而今你不致力于施行仁化之政却专注于个人的射箭技艺，难道是你死去的父亲的心意吗？”用棒子打

他，摔碎了他的金鱼配饰。

（2023下·浙江·七年级期中）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

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

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

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乙）

万安县有卖酒者，以善酿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量酌之，曰：“毋

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由是远近称长者。

客有橐①重资于途，甚雪，不能行。闻卖酒者长者，趋寄宿。雪连日，卖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赢钱买酒

肉相饮啖。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雪霁，客偿博所负行。卖酒者

笑曰：“主人乃取客钱买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将不肯大饮啖。”尽取所偿负还之。

（选自《虞初新志》）

【注】①橐；袋子

2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解释有错误的一项是（   ）

A．公亦以此自矜（夸耀） B．康肃笑而遣之（打发）

C．以赢钱买酒肉相饮啖（交谈） D．客偿博所负行（输）

25．对文中划线句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

B．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

C．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

D．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

26．翻译下面的句子。



（1）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

（2）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

27．请结合文中材料，分析卖油翁和卖酒者的人物形象。



【答案】24．C    25．D    26．（1）陈尧咨气愤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2）有时遇

到（奴仆、婢女）走路不稳跌倒摔破了装酒的器皿，总是从自己家拿出瓶子，重新装好酒，让（奴仆、婢

女）拿着回去。    27．卖油翁：谦逊，技艺精湛，深谙世事。卖酒者：真诚善良，慷慨大方，乐善好施、

充满智慧。

【解析】24．本题考查对重点文言词语含义的理解。

C.“以赢钱买酒肉相饮啖”的意思是：把赢来的钱拿来买酒一同吃喝。啖：吃。不是“交谈”。

故选 C。

25．考查文言文语句的句读。在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句子的意思和古文句法进行句读；

同时也可利用虚词来辅助句读。

语句“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的意思是：客人大多数时候是

赌输了，私下不高兴地说：“卖酒者竟不是有德行的人。然而我已经赌输了，还要大吃大喝，花费从我这赢

的钱”；

根据句意，正确的句读是：客多负/私怏怏曰/卖酒者乃非长者耶/然吾已负/且大饮啖/酬吾金也。

故选 D。

26．本题考查翻译文言语句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找

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尤其要注意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通假字等特殊的文言现象，

重点实词必须翻译到位。翻译时要做到“信、达、雅”。

（1）句中的“忿然（愤怒的样子）、尔（你）、安（怎么）、轻（轻视）”几个词是重点词语。

（2）句中的“或（有时）、破（使……破损）、瓶缶（装酒的器皿）、辄（就）、更（重新）、持（拿）、

归（回家）”几个词是重点词语。

27．考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

从甲文“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可以看出卖油翁技

艺精湛；从“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可以看出卖油翁谦逊，不卑不亢。

从乙文“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量酌之，曰：‘毋盗瓶中酒，受主翁笞也’”可以看出卖

酒者的热诚善良；从“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叙写的补偿打破酒瓶者的酒可见其

慷慨大方;从乙文第二段叙写的卖酒者收留雪阻而不能归的客人，并“‘主人乃取客钱买酒肉耶？天寒甚，

不名博，客将不肯大饮啖。’尽取所偿负还之”，让客人安心吃喝，可见其是一个乐善好施，做事充满智慧

之人。



【点睛】参考译文：

（甲）康肃公陈尧咨擅长射箭，当时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相媲美，他也就凭着这种本领而自夸。

曾经有一次，他在家里场地射箭，有个卖油的老翁放下担子，站在那里不在意地看着他，许久都不离开。

卖油的老翁看他射十箭中了八九成，只是微微点点头。

陈尧咨问卖油翁：“你也懂得射箭吗？我的箭法不很高明吗？”卖油的老翁说：“没有别的奥妙，不过

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尧咨听后气愤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老翁说：“凭我倒油的经验就可

以懂得这个道理。”于是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把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油杓舀油注入葫芦里，

油从钱孔注入而钱却没有湿。于是说：“我也没有别的奥妙，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尧咨笑着将他送

走了。

（乙）（江西）万安县有个卖酒者，凭借精湛的酿酒技术而致富。一生从不欺负别人。如果遇见被（主

人）派来买酒的奴仆、婢女，一定问：“你能饮酒吗？”（并且根据奴仆、婢女说的酒量）尽量斟酒给他们

（饮），并叮嘱：“千万不要偷瓶中的酒喝，不然要受主人鞭笞的。”有时遇到（奴仆、婢女）走路不稳跌倒

摔破了装酒的器皿，总是从自己家拿出瓶子，重新装好酒，让（奴仆、婢女）拿着回去。因此，远远近近

的人都称赞他是有德行的人。

有个用口袋背着很多东西在路上行走的人，遇着了大雪，不能继续前行。听说卖酒者是有德行的人，

赶紧到他家寄宿。雪一连下了几天，卖酒者每天叫客人同自己赌博，并把赢来的钱拿来买酒一同吃喝。客

人大多数时候是赌输了，私下不高兴地说“卖酒者竟不是有德行的人？然而我已经赌输了，还要大吃大喝，

花费从我这赢的钱。”雪停之后，客人兑现了赌博所输的钱准备出发。卖酒者笑着说：“哪里有主人竟要客

人的钱买酒肉的道理？天冷非常寒冷，不以博弈为名，客人（您）必然不肯大吃大喝。”卖酒者把从客人那

赢来的钱如数还给了他。

阅读下面的诗文，完成小题。    

【甲】

木兰诗（节选）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析，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

模拟预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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