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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 文言文阅读

（一份资料，两份收获）

●2022 经典真题引航

一、（2022·湖南常德·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爱莲说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

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

A.不蔓．不枝/青树翠蔓． B.香远益．清/自以为大有所益．

C.予谓．菊/秦王谓．唐雎曰 D.宜．乎众矣/诚宜．开张圣听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一词多义。A.横生枝蔓/藤蔓；B.更加/好处；C.认为/对……说；D.应当/应当；故选 D。

2.用“/”给下面的句子划分节奏。（只画一处）

晋 陶 渊 明 独 爱 菊

【答案】晋陶渊明/独爱菊

【解析】本题考查划分文言文句子节奏的能力。文言语句的节奏划分一般以句意和语法结构为划分依据。主语和谓语

之间，谓语和宾语、补语之间一般要作停顿，谓语中心语和介宾短语之间要停顿。本句句意为：晋代的陶渊明只爱菊

花。“晋陶渊明”是主语，“爱”是谓语，此处限画一处，故在“晋陶渊明”与“独爱菊”之间断开。故断句为：晋陶

渊明/独爱菊。

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答案】陶渊明之后就很少听到了。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翻译。翻译时要做到“信、达、雅”，注意重点字词。重点字词有：后，之后，以后；鲜，

很少；闻，听说，听到。

4.你从“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中读出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答案】①感慨知音少（对世人缺少君子之德的遗憾）；②即使同道不多，也要坚守志趣，洁身自爱（永葆清白的操守

和正直的品格）做人应该做像莲花那样高洁正直的人，要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言文思想情感的理解。由“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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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矣！”可知，作者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对世人缺

少君子之德的遗憾；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该句表明作者追求洁身自好的

美好情操。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贴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

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

对庸劣世态的憎恶。

5.依据上文，谈谈“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人格的现实意义。

【答案】示例：做人应该做像莲花那样高洁正直的人，要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谈看法。“出淤泥而不染”一句意思是：莲花从污泥里长出来却不沾染污秽。这

一句既写莲本身的特征，又象征着君子身处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的美好品质。如：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

们依然经常会面对是否随波逐流的选择，更应该注重品德修养，学习作者的君子之风，让我们的人生之路上多一些高

尚之举，做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考译文：

水里陆地上各种草木的花，值得喜爱的有很多。晋代的陶渊明只爱菊花。自从李氏的唐朝以来，世上的人们很喜

欢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它从污泥里长出来却不沾染污秽，在清水里洗涤过，但是并不显得妖媚，荷梗中间贯通，

外形挺直，既不生藤蔓，也没有旁枝。香气散播到远处，更加使人觉得清幽，笔直而洁净地立在那里，可以在远处观

赏，但不能贴近去玩弄啊。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品德高尚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陶

渊明之后就很少听到了。喜爱莲花的人，与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人数众多了！

二、（2022·江苏南通·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这篇文言文，完成题目。

李少翁传（节选）

①李少翁者，名莳，字德春，豫章人。翁家世受医，精脉法。翁乃沉默长者，入门无流视，未尝预问病者病，第令伸

臂出示，手指一着腕上，形神忽往
①
。久之，指离于腕，徐以一二语病者隐结

②
，少焉投药，犹掇

③
之耳。余尝谓翁诊脉

甚苦，而投药甚快。

②余始不甚识翁，会余弟妇病风眩，状类尸蹶
④
，举家喧言“瞑矣”！翁至，视其脉：“治也！”进一匙而苏。期以

逾月，法当病如前，再进一匙，乃愈。余始奇其言，神其术。后余数患奇疾，法当死，翁数起之。已而，友得绵疾，

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医。

③于是，人争家之，念缓急可立应。翁赴人急甚于己，百里外，中夜叩门，不以家累为解，不以风雨寒暑为辞。会岁

两大祲
⑤
，翁煮药如池，积片成丘。翁所医者莫知其名，安问糈

⑥
？

④翁性不忤物⑦，不以人所不能而愧人，不以人所不知而傲人。翁足迹半朱门，不传言，对主人未尝暴僮仆之过。所游

病者家，酒法食单，丰约优劣之数，不挂齿牙。其为长者如此。

⑤翁为人诊脉，思虑与病者相通。与人处，不相疑。余以知李翁，几乎道者也，非医者也。

（选自《钟惺散文选集》，有删改）

【注】 ①形神忽往：全身心迅速投入到诊断病情上。②隐结：隐伏的病根。③掇（duō）：拾取。④尸蹶：一种病症，

类似休克。⑤祲（jìn）：瘟疫。⑥糈（xǔ）：粮食。这里指报酬。⑦忤物：冲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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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共两处）。

余尝谓翁诊脉甚苦

【答案】余/尝谓/翁诊脉甚苦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断句。解答此类试题，要在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先对句子作简单翻译，初步了解大意，

然后根据句子的意思和古文句法进行句读；同时利用虚词来辅助句读。“余尝谓翁诊脉甚苦”意思是：我曾经认为李少

翁诊脉非常辛苦。“余”第一人称代词，做主语，可在之后停顿；“尝谓”偏正结构，作谓语，可在“谓”后停顿；因

此断句为：余/尝谓/翁诊脉甚苦。

7.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

（1）期以逾．月 （ ）

（2）余数．患奇疾 （ ）

（3）会．岁两大祲 （ ）

（4）安．问糈 （ ）

【答案】越过 多次，屡次 适逢，恰巧遇到 怎么，哪里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通假字、

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1）句意为：又过了一个月。逾：越过；（2）句意为：我也多次患了奇怪的疾病。数：

多次，屡次；（3）句意为：适逢有一年发生了两次大的瘟疫。会：适逢，恰巧遇到；（4）句意为：他又会要什么报酬

呢？安：怎么，哪里。

8.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的意思。

余始奇其言，神其术。

【答案】我才觉得他的话神奇，觉得他的医术神奇。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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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找出关键实词、虚词，

查看有无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重点词语：余：我。始：才。奇：意动用法，以……为奇。神：意动用法，

以……为神。

9.文中有多件事能体现李少翁医术高明，请概括其中的两件事。

【答案】①给人看病，不问病情，只诊脉就能判断病根。②只用两次药，就治好“我”弟媳妇的“风眩”之病。③多

次治好“我”的奇疾。④治好朋友的慢性病。

【解析】本题考查内容概括。根据①段“入门无流视，未尝预问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着腕上，形神忽往。

久之，指离于腕，徐以一二语病者隐结”可知，给人看病，不问病情，只诊脉就能判断病根；根据②段“会余弟妇病

风眩……进一匙而苏。期以逾月，法当病如前，再进一匙，乃愈”可知，只用两次药，就治好“我”弟媳妇的“风眩”

之病；根据②段“后余数患奇疾，法当死，翁数起之”可知，多次治好“我”的奇疾；根据②段“已而，友得绵疾，

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医”可知，治好朋友的慢性病。

10.结合具体内容分析李少翁作为医者的“仁心”。

【答案】①李少翁能急人所难，有求必应。即便远在百里外，即便在半夜，只要有人求医，必定前往。②李少翁以治

病救人为己任。暴发瘟疫时，他配方煮药，只为救人，不图报酬。③诊病时与病人思虑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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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内容理解。根据③段“翁赴人急甚于己，百里外，中夜叩门，不以家累为解，不以风雨寒暑为辞”

可知，李少翁能急人所难，有求必应。即便远在百里外，即便在半夜，只要有人求医，必定前往；根据③段“会岁两

大祲，翁煮药如池，积片成丘。翁所医者莫知其名，安问糈”可知，李少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暴发瘟疫时，他配方

煮药，只为救人，不图报酬；根据⑤段“翁为人诊脉，思虑与病者相通”可知，诊病时与病人思虑相通。

参考译文：

李少翁，名莳，字德春，豫章郡人。李少翁家世代学医，精于诊脉之法。李少翁是不太爱说话的长者，病人进门，

他很少去看（病人），也不曾事先问病人的病情，往往是让病人伸出胳膊，他的手指一旦贴在病人手腕上，就全身心迅

速投入到诊断病情上。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的手指离开病人的手腕，他慢慢地用一两句话说出病人隐伏的病根。一

会儿就开好了药，像是拾取东西（那样快）。我曾经认为李少翁诊脉非常辛苦，开药却很快。

我开始并不太认识李少翁，赶上我的弟媳得了风眩病，样子像尸蹶，全家都嚷着说“恐怕不行了”！这时李少翁来

了，看了一下脉，说：“还可以治！”喂了一勺药，弟媳就苏醒过来。又过了一个月，弟媳和前面一样又有尸蹶的症状，

又喂了一勺药，弟媳的病就痊愈了。（这时候）我才觉得他的话神奇，觉得他的医术神奇。后来我也多次患了奇怪的疾

病，按普通的方法我会死去，李少翁多次让我起死回生。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得了一种慢性病，李少翁也像救我

一样救活了他，因此（我）更加认为李少翁医术神奇。

从此，人们争着把他请到家里（给病人看病），他会考虑病情的轻重缓急而立即答应什么时候去诊治。李少翁奔赴

别人的急难（的急切程度）超过（对待）自己的私事（的急切程度），有时病人远在百里之外，病人家属半夜来敲门请

医，李少翁不因为家里的事情不去医治，也不会因为风雨寒暑而推辞。适逢有一年发生了两次大的瘟疫，李少翁煮的

药像池塘里的水一样多，煮药的药片积累下来都堆成了小山。李少翁救治的病人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他又会要什

么报酬呢？

李少翁的性格好，从不冲撞别人，不因为别人做不到而让别人惭愧，也不因为别人有所不知而轻视别人。李少翁

去过很多官宦人家，从不说别人家里的情况，也从未向主人揭露过奴仆的过错。到患者家里去看病，吃的喝的都很简

单，从不把别人给的诊费多少挂在嘴上。李少翁就是这样德高望重。

李少翁为别人诊脉，想法与病人相通。和别人相处，不会怀疑别人。我因此认为李少翁几乎是个得道之人，而不

是医者了。

三、（2022·山西·统考中考真题）在班级举办的“善学精思”交流会上，启慧小组以下面的阅读材料为例，带领大家

学习古诗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选自《论语》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

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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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礼记·学记》

11.辨其音·走进文本：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中“好”的读音和词义相同的一项是（ ）

A.好．语似珠 B.好．学不倦

【答案】B

【解析】考查字音字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意为：知道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好”读作 hào，意为：爱好。

A.意为：指诗文中警句妙语很多。“好”读作 hǎo，意为：美好；B.意为：爱好学习，不知疲倦。“好”读作 hào，意为：

爱好；故选 B。

12.明其义·理解内容：请完成下面语句的翻译。

（1）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翻译：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不也很快乐吗？ 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有不懂的地方。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翻译。要求：完整，流畅，准确。注意：(1)亦，也；乐，快乐；乎，吗；(2)是故，因此；困，

困惑。

13.悟其理·丰富思想：《礼记》中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请摘抄下面诗中告诉了我们“至道”的诗句，

并将这句诗蕴含的哲理批注在相应位置。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句：______________；

批注：______________。

【答案】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批注：这句诗蕴含的哲理是天地万物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要用乐观的精神看待社会人生。

【解析】考查诗句赏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蕴含了哲理的诗句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固然感到惆怅，却又相当达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

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豁达的襟怀。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

动，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说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天地之间万物新陈代谢乃是常理，面

对生活中的困境，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14.取其精·学以致用：《论语》中有不少格言警句，如果要选择其中一句作座右铭，你会选择哪句？为什么？

温馨提示：①座右铭泛指激励、警醒自己的格言；②可以选自以上材料，也可以是《论语》中的其他语句。

【答案】示例一：座右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理由：我以此句为座右铭是为了警醒自己学习时要边读书边思考。只是读书却不认真思考，就会迷惑，只空想却不读

书，就会疑惑，只有将“学”和“思”结合起来，才能学得扎实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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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座右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理由：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国军队可以改变其主帅，一个人的志向却是不能改变的。我以此句为座右铭是为了激励自己

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坚守气节，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

【解析】考查阅读启示，开放类试题，言之成理即可。如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为座右铭。这句话的意思是多

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这句话体现出一种谦虚的学习态度。它会激励着我随时保持谦虚谨慎，戒

骄戒躁，向身边的人学习，取长补短，得到进步与提升。

参考译文：

孔子说：“学了（知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复习它，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

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也是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吗？”

孔子说：“只是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只是空想不学习就会心中充满疑惑而无定见。”

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

孔子说：“多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

己改正自己的缺点。”

子夏说：“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而且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多考虑当前的事，仁德就在其中了。”

●2023 备考技巧归纳

（一）理解文言实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

实词的考查主要集中在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几个方面，理解时必须结合具体语境。

1.字形分析法。汉字中的形声字占 80%以上，而形声字的形旁有表意功能。因此，通过对字形结构的分析可以帮助

我们探求字的意义。

2.语境推断法。实词绝大多数是具有多义性的，因此在解释词义时，要紧密联系上下文，结合具体语境理解。

3.结构分析法。对实词所在的句子进行成分分析，对实词所在的词组进行结构分析，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该词

的意义。如：“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奔”与“箭”所处位置相同，且都作宾语，那么就可断定“奔”也是名词，意

思是“飞奔的马”。

4.成语助解法。在成语中，保留了大量的文言词义，因此借用成语中的实词词义有时也能让我们“绝处逢生”。

5.联想推断法。我们要善于根据课内学过的知识举一反三，相互比照，辨其异同，以解释试题中的实词词义。如

“辍耕之垄上”中对“之”字的理解，联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之”当“去、往”讲，再结合语境，可以推

断此处的“之”也是“去、往”的意思。

6.代入检验法。对于选择、判断类的词语解释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所给的义项放入各自的具体语境中去贯通文

意，解释准确而无滞碍之处的即为正确答案。

（二）理解常见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解释文言虚词的三种方法

1.根据语境推断词义。即根据上下文，借助句子的大意进行推断。

2.组词代入推断词义。确定一个多义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可先把这个多义词组成若干个词语或把它的常

用义列举出来，然后用代入法把这些词放在具体语境中去体会，从而推断词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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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迁移联想。初中阶段，对课外文言文的考查很浅显，需要考查的重点词一般都在课内见过。我们只要能够把课

内知识迁移到课外，运用联想法，就能顺利推断出词语的含义。

（三）文言断句

如何把握文言断句

1.通过句意断句。

阅读文句，了解大意，注意文言文单音节词占多数的特点，抓住几个关键字词翻译以理解句意，然后根据逻辑关

系断句。

2.根据语法断句。

(1)主语、谓语之间要停顿。

(2)谓语动词与宾语、补语之间要停顿。

(3)成分省略处要停顿。

3.借助词语断句。

(1)句首发语词、关联词后要停顿。

(2)时间状语在句首要停顿。

(3)句中表转折关系、并列关系、顺接关系的连词前要停顿。

(4)连在一起的两个单音节词中间要停顿。

(5)句中语气助词“也”后要停顿。

（四）理解并翻译句子

1.文言翻译的原则：信、达、雅。

信，要忠实于原文意思；达，要合乎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雅，要尽量做到言辞优美。

2.文言翻译的要求：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所谓直译，就是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句子的含意，用现代汉语字字句句落实到译文之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

要和原文保持一致。在难以直译或直译以后表达不了原文意蕴的时候，可酌情采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

3.文言翻译的方法：对、换、留、删、补、调。

(1)“对”就是对译，逐字逐句落实。

(2)“换”就是将单音节词换成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将词类活用词换成活用后的词，将通假字换成本字……凡该换

的，一律换之。

(3)“留”就是保留文言文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和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国名、朝代名、官职名、年号、政区名、

典章制度及度量衡名称以及古今意义不变的词语等。

(4)“删”就是删去文言文中的某些虚词。有些文言虚词在句中只起语法作用，只要不影响语气就可以删去。一些

句首的发语词、在句中表顺接的连词、起补充音节或停顿作用的结构助词等均可略过不译。

(5)“补”就是补出文言文中的省略成分。如对“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的翻译，结合语境，应加上表示假设的

关联词“如果”。

(6)“调”就是调整语序。如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主谓倒装等在翻译时就要把这些倒置的成分调整过来，使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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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代汉语语法。如“吾谁与归”是“吾与谁归”的倒装，应翻译为：我同谁一道呢？

（五）理解基本内容并归纳内容要点

1.整体阅读，总体把握，依据文体特点抓重点。

由于这个考点突出了对文章的整体感知能力的考查，所以我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对文章内容有整体的把握，

明确文章写了何人、何事、何景、何物。阅读时要始终带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思考：文章写了一些什么人的什么事；

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如何；文章说了一些什么道理；是以什么作为说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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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把握要点和中心的基础上，围绕文意，仔细判断各选项中的有关细节，才能明辨各项表述得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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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利用文章的题目、文中或文后的注释、文章出处、作者经历等信息，结合学过的有关知识

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多方面理解文章的内容。

5.回文查对，将选项中现代文叙述文字与文言原文对应文字比照判断。

要坚持把选项中诸如事情的发展、因果，人物行为的程度、实效等方面内容，细细从原文词句中查出核对；努力

培养能把题目中用现代汉语叙述的内容，一一迅速地从原文中找出对应内容的能力。分析、评价选项叙述与文中用词

造句的细微差别，正是把握全文的关键所在。

（六）分析文章主要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

1.看结构。常见的结构形式有：并列式、递进式、总分总式等。

2.看表现手法。常用的表现手法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抑扬结合、首尾照应、画龙点睛、叙议结合、烘托、

伏笔、照应、悬念和释念等。

3.看描写手法。常用的描写手法有：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白描、正侧相映等。

4.看抒情方式。常见的抒情方式有：直接抒情(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借古讽今等。

5.看语言特点。品味语言的方法有：从修辞的角度品析、从表达方式(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的角度品

析、抓住语言的形式(句式、音韵、节奏等)进行分析。

（七）理解文章所蕴含的观点和思想感情

1.借助整体阅读归纳内容要点。先从整体上读懂文章内容，归纳文章内容要点，感受作者思想，力求知道作者在

这篇文章中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读者阅读后从文中受到怎样的启发，从而推断作者的观点态度。

2.借助文体特征分析情感和观点。在传记散文中，作者的观点态度寄托在人物形象上，作者可能有简略评价；在

咏物散文中，作者的观点寄托在所咏的事物上，关键在于理解该物的形象特征；说理散文中的观点态度一般为文章的

中心论点。

3.借助关键信息分析情感和态度。文章的关键信息有：标题、开头、结尾和注解；关键词、点睛笔、文眼；中心

句、关键句、过渡句、情感句等。通过提取这些关键信息分析出思想感情和观点态度。

4.知人论世，提取要义，分析情感和观点。写作背景、写作动机等也是我们解读文言文要义的一把钥匙。

5.辩证分析。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一方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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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积极与消极因素，可从五个方面考虑：作者的人民性、作品的社会性、思想的进步性、历史的局限性、文章的现

实性。对文章中作者欠妥当的观点及消极因素，还要视答题的实际情形来做出恰如其分的评析。

●学后即练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题目。

【甲文】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

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鱼我所欲也》）

【乙文】王荆公①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②，不可得。时薛师政③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

“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注释】①王荆公：即王安石。②药用紫团山人参：这里指药方中需要用到紫团山出产的人参。③薛师政：人名，即

薛向，字师政。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字的意思。

（1）乡．为身死而不受

（2）今为妻妾之奉．为之

（3）适．有之

（4）药不足．辞

【答案】（1）同“向”，先前，从前；（2）侍奉；（3）恰好；（4）值得。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通假字、

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1）句意：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乡：同“向”，先前，从前；（2）句意：

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接受了它。奉：侍奉；（3）句意：正好有这药。适：恰好；（4）句意：这点药物不值得推辞。

足：值得。

2.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今为宫室之美为．之 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

B.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 余则．缊袍敝衣处期间（《送东阳马生序》）

C.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 悍吏之．来吾乡（《捕蛇者说》）

D.万钟于．我何加焉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一词多义。A.动词，做，接受/介词，对、向；B.连词，就/连词，却；C.结构助词，的/主谓间取消

句子独立性，不译；D.介词，对/介词，对；故选 D。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2）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答案】（1）这种（行为）难道不可以停止吗？这种做法就叫做丧失了天性（是非羞恶之心，即“义”）。



.第 10 页 共 30 页

（2）王安石说：“（我）平生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今天了。”最后没有接受。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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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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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有：（1）是：这种；已：停

止；谓：叫做；本心：本性，这里指人的羞恶之心。（2）亦：也；竟：最后。

4.联系甲乙两段文字，说说人该如何保持本心？

【答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以身作则；拒绝金钱等的不良诱惑。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文内容理解。甲文“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

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

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强调不能接受不合礼义的钱财，启发我们应该拒绝金钱等的不良诱惑，坚持原则，坚守底线；

乙文“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写王安石患有哮喘需

要用紫团山人参，但是他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秉持着“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可见其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以身作则。

【点睛】【甲】参考译文：

高官厚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它。这样，高官厚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

和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却为了住宅的华丽却接受了它；以前有人为了大义

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却为了妻妾的侍奉接受了它；以前有人为了大义宁死也不愿接受，现在为了认识的穷人感激自

己接受了它。这种做法难道不应该停止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之心。

【乙】参考译文：

王荆公（王安石）有哮喘病，用药需要紫团山人参，买不到。当时薛师政自河东还朝，正好有这药，就送给荆公

几两，荆公不接受。有人劝荆公说：“您的病，非这药不能治。这病困扰您很久了，这点药物不值得推辞。”荆公说：“平

生没有紫团参，也活到今天。”最后还是不接受。

二、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

伸，弗之息。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

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

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

所闻。

【乙】

①见足下①题字，以为是必磊落人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识足下面耳。庭坚少孤，窘于衣食，虽早知从先生长者学问，

而偏亲②白发，不得已而从仕。故少之日得学之功十五，而从仕之日得学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进，至今落诸公之后也。

②窃观足下天资超迈，有亲以为之依归，旁有兄弟以为之助，春秋未三十，若刻意于德义经术当不止此耳。非敢谓足

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于众贤之间，但为未及古人，故为足下惜此日力
③
耳。

（节选自《黄庭坚集·答李几仲书》，有删改）

【注】①《李几仲书》是由北宋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写给李几仲的一封劝勉信。李几仲是一个小有成就但又很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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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他给黄庭坚写信，并附上自己得意的文章，既是求教，也有炫耀之意。足下：敬称，您。②偏亲：黄庭坚

父亲早亡，而母亲在世，故称偏亲。③日力：岁月。

5.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

（1）以是人多以书假．余

（2）俟．其欣悦

（3）窘．于衣食

（4）虽．早知从先生长者学问

【答案】（1）假：借。（2）俟：等待。（3）窘：穷困。（4）虽：即使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通假字、

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1）句意为：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假：借；（2）句意为：等到他高兴了。

俟：等待；（3）句意为：吃的穿的都很窘迫。窘：穷困；（4）句意为：即使知道应该早些向先生请教学习知识。虽：

即使。

6.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1）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

（2）如是已逾年，恨未识足下面耳。

【答案】（1）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下身子，侧着耳朵来请教。

（2）像这样已经过了一年，（我）很遗憾没有和您见面（或“我很遗憾没有认识您”）。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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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找出关键实词、虚词，

查看有无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辅。（1）重点词语：余：我。侍：侍奉。援：提出。质：询问。以：来。请：

请教；（2）重点词语：如是：像这样；逾年：过了一年；恨：遗憾；足下：敬辞，用于朋友（多用于书信），在这里指

李几仲；面：见面；耳：语气助词，表肯定，不译。

7.【甲】【乙】两文都出自文学前辈写给年轻人的文章。【甲】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表现了宋濂怎样的优秀品质？【乙】

文中黄庭坚对李几仲提出了什么希望？（请用自己的话概括）

【答案】诚信；珍惜时间（或“努力学习”“不要自负”等）。

【解析】本题考查内容理解与概括。（1）根据【甲】画线句“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的意思“抄写完毕后，便

马上跑去还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可以看出他遵守约定，讲诚信。（2）根据【乙】“非敢谓足下今日所有不

足以豪于众贤之间，但为未及古人”，指出李几仲现在所拥有的成就不值得在众豪杰面前称贤，还没有达到古人的高度；

根据“惜此日力耳”，可知希望他要珍惜时间，继续努力学习。

参考译文

【甲】

我年幼时就非常爱好读书。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送

还。冬天非常寒冷，砚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放松抄录书。抄写完毕后，便马上跑去

还书，不敢稍微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古

代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经赶到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乡里有道德学问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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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前辈德高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

询问道理，俯下身子，侧着耳朵恭敬地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个

字反驳；等到他高兴了，则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获得不少教益。

【乙】

我看见您题写的字，认为这一定是光明磊落的人（写的）。像这样已经过了一年，（我）很遗憾没有和您见面。庭

坚小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吃的穿的都很窘迫。即使知道应该早些向先生请教学习知识，然而母亲老迈，不得已就先做

了官。因而年轻的时候，能够在学习上用的功夫不过十分之五，而做官的时候，能够学习的功夫就只有十分之三了。

所以我的学问就衰退不进步，至今落后在各位之后了。

我私下看您天资超强，上有双亲可以依赖，年龄还没有到三十岁，如果在道德和学问上多下些功夫，所达到的高

度不仅仅是这样吧。不是敢说您现在所拥有的成就不值得在众豪杰面前称贤，但还是没有达到古人的高度，所以为您

的岁月感到惋惜啊。

课内文言文阅读

（2023·山东聊城·统考一模）

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

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

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1．解释下面加点的词。

（1）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2）是亦不可以已．乎

【答案】（1）同“德”，感恩（感激） （2）停止

【解析】本题考查重点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词语解释时要注意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一词多义、古今异义、

词类活用、通假字等现象。（1）句意：所认识的穷困的人感激我吗？得：同“德”，感恩（感激）。（2）句意：这种做

法不是可以让它停止了吗？已：停止。

2．翻译下面的句子。

万钟于我何加焉！

【答案】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的翻译。翻译文言语句要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汇，做到译句文从字顺，符合现代汉语语法

规范。注意重点词的解释：万钟，形容位高禄厚；何加，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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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把“舍生取义”奉为人生准则，请你举出一个事例。

【答案】示例：文天祥宁死不叛国，刘胡兰为保守党的秘密英勇就义，谭嗣同为变法慷慨赴死……

【解析】本题考查积累。列举的人物的事例一定是表现了“舍生取义”这一人生准则的，

示例：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就义诗慷慨赴死。

参考译文：

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那么我宁愿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是

我所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得到，那么我宁愿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

（可是有的人）见了优厚俸禄却不辨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所

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熟识的穷人感激我吗？从前（有人）为了（道义）（宁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如今

（有人）却为了住宅的华美而接受了；从前（有人）为了（道义）（宁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如今（有人）

却为了得到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从前（有人）为了（道义）（宁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如今（有人）却

为了让所认识穷困贫乏的人感激他们的恩德而接受了它。这种（行为）难道不可以停止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人的天性

（指羞恶廉耻之心）。

（2023·广东广州·统考一模）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

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选自《曹刿论战》）

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

A．又何间．焉 时时而间．进 B．小信．未孚 愿陛下亲之信．之

C．忠之属．也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D．战于．长勺 万钟于．我何加焉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一词多义，注意根据语境确定词义。A．间：参与/间或，偶尔，有时候；B．信：诚信，信用/亲近，

信任；C．属：都解释为“类”；D．于：介词，在/介词，对于；故选 C。

5．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答案】（1）当权者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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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经穷尽了。第一次击鼓能够鼓起士气，第二次击鼓时（士气）减弱，第三次击鼓时（士气）。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的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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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肉食者：吃肉的人，指当权者；鄙：鄙陋，目光短浅；远谋，深谋远虑。（2）鼓：击鼓；再：第二次；

竭：穷尽。

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鲁庄公接见曹刿，耐心回答其“三问”，说明鲁庄公能够礼贤下士、广开言路。

B．鲁庄公和曹刿的战前对话，充分说明了曹刿的军事思想是以民心向背为基础的。

C．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始终以曹刿的言论贯穿全文，中心突出，无一处不照应。

D．文章记述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着重记叙了长勺之战的具体过程。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D.“着重记叙了长勺之战的具体过程”有误。文章并不是重点记叙长勺之战

的具体过程，而是论述曹刿关于战争的理论。全文共三段。第一段可分两层，第一层写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第二

层论述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第二段略写了长勺之战的经过。第三段，曹刿论述赢得战役胜利的原因，可分

为两方面。一是论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是彼竭我盈之时；二是论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是辙乱旗靡之时。因此“论

战”是全文的重点。故选 D。

参考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天（前 684 年）的春天，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请求庄公接见。他的同乡

说：“大官们会谋划这件事的，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大官们眼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宫去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您凭什么跟齐国打仗？”庄公说：“衣食是使人生活安定的东西，我不敢独自占有，一定拿来分给别人。”

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老百姓是不会听从您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之类，我从来不敢虚

报数目，一定要做到诚实可信。”曹刿说：“这点诚意难以使人信服，神是不会保佑您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

虽然不能件件都了解得清楚，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诚心处理。”曹刿说：“这才是尽本职的事，可以凭这一点去打仗。

作战时请允许我跟您去。”

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庄公（一上阵）就要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行。”齐军

擂过三通战鼓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庄公正要下令追击，曹刿说：“还不行。”（说完就）下车去

察看齐军的车印，又登上车前横木望齐军（的队形），（这才）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

打了胜仗以后，鲁庄公询问取胜的原因。曹刿说：“打仗，要靠勇气。头通鼓能振作士兵们的勇气，二通鼓时勇气

减弱，到三通鼓时勇气已经穷尽了。敌方的勇气已经穷尽而我方的勇气正盛，所以打败了他们。（齐是）大国，难以摸

清（它的情况），怕的是有埋伏，我发现他们的车印混乱，军旗也倒下了，所以才下令追击他们。”

（2023·重庆·模拟预测）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

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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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

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

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

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

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

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

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7．解释下列加点词的含义。

（1）益慕圣贤之道．_____________

（2）援疑质．理____________________

（3）主人日再食．_______________

（4）腰．白玉之环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学说或学问 询问 供养，给……吃 腰佩，在腰上佩戴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解答时，要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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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意为：（我）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道，学说、学问；（2）句意为：提出疑

难，询问道理。质，询问；（3）句意为：旅店老板每天供应两顿饭。食，给……吃；（4）句意为：腰间挂着白玉环。

腰，名词作动词，腰佩。

8．请准确翻译下面句子。

（1）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2）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答案】（1）有时遇到他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敬，礼节更加周到，不敢多说一句辩解的话。

（2）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不感到衣食的享受比不上其他的人。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翻译的要求是做到“信、达、雅”，翻译的方法是“增、删、调、换、补、移”，

我们在翻译句子的时候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情况。（1）重点词：或，有时；叱咄，训斥，

呵责；色，脸色、态度；愈，更加；至，周到；复，回复，这里 指辩解。（2）重点词：以，因为；足，值得；口体之

奉，吃穿的供给；不若，不如。

9．下列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

A．作者第一段逐次陈说家境贫寒给自己读书带来的困难，道出了“遍观群书”的不易。

B．本文在叙事上详略有致，结构严密。详写自己年轻时求学的艰难勤奋，更好地突出了主题。

C．作者写自己求学的经历，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求学时的艰辛曲折与自己坚强的意志。

D．本文多用对比手法，如用先达的倨傲粗暴与作者的谦卑恭敬对比，突出作者一心向学；用同舍生装束豪华与作者缊

袍蔽衣对比，突出作者内心强大充实。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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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06707106

000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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