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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诗文阅读——文化传承与理解

学习任务群三　文言文阅读——侧重理解与翻译的阅读与实践



                        任务四　文言翻译(见学生用书P153)

一、明晰高考翻译题得分“2原则”
原则1：直译为主，字字落实











二、“6法”巧妙文言翻译
1．保留法

      所谓“保留法”，就是保留原文中的词语。以下几种情况可以
      使用“保留法”：





[对点演练]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刘杳，字士深，平原人也。……普通元年，复除建康正，迁
尚书驾部郎；数月，徙署仪曹郎，仆射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

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人有馈遗，一无所受，湘东王褒称之。

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母忧去职。服阕，复为王府记室，兼

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谓杳曰：“酒非卿所好，而为酒厨之
职，政为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
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

《徂归赋》，称为博悉。



(选自《梁史·刘杳传》，有删改)

(1)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人有馈遗，一无所受，湘东王褒

称之。(5分)

[保留词语]_______________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余姚、湘东王

                   清洁：清正廉洁；馈遗：赠送财物；褒称：称赞，

褒奖。

           (刘杳)出京任余姚县令，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有人给他

送礼，全都没有接受，湘东王对他大加称赞和褒奖。



(2)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5分)

[保留词语]_______________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昭明太子、杳

新宫：新立太子；例：按照旧例；无停：离职调任

             昭明太子死后，新立太子，原东宫人员按旧例都要离

职调任，皇帝下诏特留刘杳仍在太子宫任职。



【参考译文】

        刘杳字士深，平原郡人。……普通元年(520)，又任建康县令，

提升为尚书驾部郎，几个月后改任署仪曹郎，仆射徐勉将台阁文

议交由刘杳负责。出京任余姚县令，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有人给

他送礼，全都没有接受，湘东王对他大加称赞和褒奖。回京后任

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母亲去世后去职离任。服丧期满，恢复王

府记室官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对刘杳说：“酒不是
你所喜欢的，但任酒厨之官，完全是为了不愧古人。”不久有诏
令让他代替裴子野负责著作郎的事务。昭明太子死后，新立



太子，原东宫人员按旧例都要离职调任，皇帝下诏特留刘杳仍在

太子宫任职。继续注释昭明太子的《徂归赋》，人称他知识

广博。



2．删减法

      所谓“删减法”，就是文言文中有些虚词在现代汉语中没有相
      应的词替代，如果硬译反而别扭或累赘，所以翻译时可删

      减。以下几种情况可以使用“删减法”：





[对点演练]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袁甫，字广微，嘉定七年进士第一。授秘书省正字。入对，

论：“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今之可惧者，端良者斥，谄谀者
用，杜忠臣敢谏之门，可惧也；兵戈既兴，馈饷不继，根本一

虚，则有萧墙之忧，可惧也。”迁校书郎，转对，言“边事之病，
不在外而在内”。移提举江东常平。适岁旱，亟发库庾之积，遣
官分行振济，饥者予粟，病者予药，又告于朝曰：“江东或水而
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连月，道殣相望，至有举家枕藉而死



者。此去麦熟尚赊，事势益急。”行部问民疾苦，荐循良，劾奸
贪，决滞狱。诣学宫讲说，创书院贵溪之南，祠先儒陆九渊。

……卒，赠通奉大夫，谥正肃。
(节选自《宋史·袁甫传》，有删改)

(1)兵戈既兴，馈饷不继，根本一虚，则有萧墙之忧，可惧也。

(5分)

[删除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也(句末语气词)

                     兴：发动；馈饷：粮饷；根本：(国家)基础；萧墙：

内部、内乱；之：结构助词，的。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道殣相望，至有举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麦熟尚赊，事势益

急。(5分)

[删除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战争发动以后，粮饷供应不上，国家基础一旦空虚，就会

有内乱的忧患，值得戒惧。

而(连词，表修饰)

                   殣：饥饿的人；枕藉：互相叠压；去：距离；赊：长

久、很远时间。

             道路上饥饿的百姓接连不断，以至有全家互相叠压着死

去的。这时节距离麦子成熟还有一段时间，形势更加危急。



【参考译文】

       袁甫，字广微，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秘书省正

字。入朝奏对，论述说：“君临天下不能一日没有戒惧的心理。
如今值得戒惧的是：端正贤良的人遭遇排斥，谄媚阿谀的人受任

用，封闭了忠臣敢于进谏的门路，值得戒惧；战争发动以后，粮

饷供应不上，国家基础一旦空虚，就会有内乱的忧患，值得戒

惧。”改任校书郎，轮流上殿指陈时政得失，他说：“边防事务
的弊端，不在朝廷外面而在朝廷内部。”袁甫被调任提举江东常
平。恰逢旱灾，他紧急拿出府库的积蓄，派官员分头救济，饥民



给粟米，病人给药，又向朝廷报告说：“江东或者是大水之后干
旱，或者干旱之后大水，加上连着几个月下雨雪，道路上饥饿的

百姓接连不断，以至有全家互相叠压着死去的。这时节距离麦子

成熟还有一段时间，形势更加危急。”袁甫巡行江东各地，访察
百姓疾苦，推荐优秀官吏，弹劾邪恶贪贿的官吏，裁决积压的案

件。到学校讲述解说，在贵溪的南面创办书院，为前代大儒陆九

渊设立祠堂。……(袁甫)去世，赠官通奉大夫，谥号正肃。



3．增补法

所谓“增补法”，就是在翻译时要将原文省略句中省略的成分
和词类活用所缺的字词增补出来，使句意完整。这是针对文

言文中的省略成分和词类活用而言的。以下几种情况可以使

用“增补法”：



[对点演练]

把下面文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乐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也。其父，为县吏，得罪于令，收

将杀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令闻而矜之，即解



出亲。恢长好经学，事博士焦永。永为河东太守，恢随之官，闭

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永以事被考，诸弟子皆以通关被系，恢独

皦然不污于法，遂笃志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虽贵

不与交。信阳侯阴就数致礼请恢，恢绝不答。后仕本郡吏，太守

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归，复为功曹，选举不

阿，请托无所容。

(节选自《后汉书·乐恢传》，有删改)

(1)永为河东太守，恢随之官，闭庐精诵，不交人物。(5分)

[增补部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省略句，“(乐恢)闭庐精诵”。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5分)

[增补部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翻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做了；之：他。

              焦永做了河东太守，乐恢跟随他到了官府，(他)闭门精心

诵读，不与(外界)人物交往。

“仕本郡吏”是省略句，省略了主语(乐恢)和介词(于)

仕：做官；坐；犯法；莫：没有。

             后来(乐恢)在本郡做官，太守因犯法被杀，朋友中没有谁

敢前往奔丧，只有乐恢为他服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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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47047041006052

https://d.book118.com/54804704704100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