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9 文言文阅读【统编版八上语文期中复习好题必
刷】（含答案）

    【统编 2024版八上语文期中复习好题必刷】 

    专题 9  文言文阅读（解析版） 

    【课内篇】 

    1.阅读下面语段，完成下列小题。 

    三峡 

    郦道元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

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

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睛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

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1）翻译下列句子。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2）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三峡的景物，为什么在第四段却引

用“渔者歌曰”？ 

    【答案】 

    （1）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遮挡了天空和太阳。如果不是正午

或半夜，就看不见太阳和月亮。 

    （2）①进一步突出三峡山高水长的特点；②同时渲染三峡秋天萧

瑟凄凉的气氛；③侧面表现三峡渔民的悲惨生活。④暗含对劳动人民

的同情。 

    【解析】 

    （1）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句中重要的词语为：叠嶂 ：层

层的峭壁； 自 ，如果。 

   



 （2）本题考查了学生鉴赏表达技巧和手法的能力。体会表现手

法，就是考查对文本表现手法的赏析和领悟能力。做这类题，学生应

了解常用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手法，如联想、想象、动静结合、衬托对

比、托物言志、借古讽今、实写虚写、借景抒情等。阅读短文，了解

内容可知，第四段中写“渔者歌曰”，这是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

进一步突出三峡山高水长的特点，渲染出三峡秋景的凄清萧瑟。 

    2.阅读《三峡》，完成问题。 

    三  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

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

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

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 

    ①自非亭午夜分 　    　       ②空谷传响　    　 

    （2）把选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3）选文中作者在描写三峡春冬之景时用了怎样的写作手法？ 

    （4）《水经注》中，不同的水有不同的姿态。请你根据《三峡》

与下面链接材料，简要分析两文中作者笔下的水各有怎样的特点。 

    【链接材料】 

    江水又东，径①黄牛山下，有滩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

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②分明。既人迹所绝，

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③回，虽途径信宿④，犹望见此物。

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节选自《水经注 黄牛滩》，有删改） 

    【注释】①径：经过。②成就：造就。这里是“自然”的意思。

③纡：弯曲、绕弯。④信宿：连宿两夜。 



    【答案】（1）①如果不是；②回声。 



    （2）两岸都是相连的山，完全没有中断的地方。 

    （3）动静结合。 

    （4）三峡水势险恶、水位高、水流急。黄牛滩的水迂回（深）。 

    【解析】（1）本题主要考查点是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

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

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

词。 

    ①句意为：如果不是正午或半夜，就看不到太阳和月亮。自非：

如果不是。 

    ②句意为：空荡的山谷里传来了回声。响：回声。 

    （2）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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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无，完全没有。阙，通“缺”，中断。句意为：两岸

都是相连的山，完全没有中断的地方。 

    （3）本题考查写作手法。“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白色的急流回

映着清光，绿色的水潭倒映着景物的影子。描写水的静态。“悬泉瀑

布，飞漱其间"悬泉瀑布在山峰之间飞流冲荡。描写动态的水。 

    （4）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以及描写方式的分析。通过通

读文章可知，甲文“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侧重写水的湍急；乙文

“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侧重写水的迂回（深）。 

    【参考译文】 

    【链接材料】江水继续东流，经过黄牛山下，有一座滩名叫黄牛

滩。南岸层层的山岭耸立着，最远的高山上有一块岩石，像是人拿着

刀，牵着牛，人是黑色的，牛是黄色的，完全是天然形成，形象十分

清晰，但那里人迹罕至，没有谁能亲自探究。这块岩石很高，又加湍

急的江流回环曲折，因而虽经两三天的航程，还能看到这块奇岩。所

以过路人的歌谣说：“早晨从黄牛山动身，晚上还在黄牛山过夜。过

了几天几夜，黄牛山看起来还是原来一样。” 



    3.阅读《三峡》请完成问题。 

    ①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②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

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③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

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

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1）下列对文中词语的意思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不见曦月”中的“曦”，根据其偏旁是“日”，可推测其意与

日光有关。 

    B.“沿溯阻绝"中的“溯”，通过勾连“溯游从之"中的“溯”，可

理解为“逆流而上"。 

    C.“不以疾也”的“疾”，用成语“眼疾手快”来印证，可知其

意为“快"。 

    D.“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中的“肃”，运用组词法，可解

释为“严肃”。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②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3）下列对文章理解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A.第③段中，“清荣峻茂"这四个字极为精准，着重状写了水、木、

山、草四种景物的特点，由此引发作者“良多趣味”的感慨。 

    B.第④段写三峡的秋景，以其代表性的动物“猿"来表现，先直

述其声凄异，再引渔歌为证，情景交融，渲染了三峡秋天的凄凉萧瑟。 

    C.文章结构严谨，布局巧妙，语言凝练生动，行文富于变化，多

采用四字句，又兼用散句，收放有致，节奏鲜明，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D.本文在古代游记散文中地位颇高，先总写三峡概貌，突出其峡

长山高的特点，再分写季节，按四季顺序依次描绘三峡的典型特征。 

   



 （4）阅读李白的《上三峡》，从内容和情感角度具体分析该诗

与选文的不同点。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①，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注释】此诗是李白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年）2 月流放夜郎

途经三峡时的作品。①黄牛：指黄牛山，又称黄牛峡，在今湖北宜昌

西北。《水经注 江水》：“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

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 

    【答案】（1）D 

    （2）①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遮挡了天空和太阳。若不是在正

午半夜的时候，连太阳和月亮都看不见。 

    ②等到春天和冬天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白色的急流，回旋的清波。 

    （3）D 

    （4）内容的不同：《三峡》写山的连绵不断，雄奇险拔，写水的

湍急盛大，清幽秀丽，肃杀凄凉；《上三峡》写诗人流放夜郎，上长

江三峡时行路的艰难。 

    情感的不同：《三峡》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河山雄伟秀丽景色的

热爱赞美之情；《上三峡》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孤独郁闷愁苦

的心情。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解答此类题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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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有误，句意：树林和山涧显出一片清凉和寂静。肃：肃杀，凄

寒。故选 D。 

    （2）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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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点词：自，如果；亭午，正午。句意：重重叠叠的悬崖峭

壁，遮挡了天空和太阳。若不是在正午半夜的时候，连太阳和月亮都

看不见。 

    ②重点词：时，季节；素，白色。句意：等到春天和冬天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白色的急流，回旋的清波。 

    （3）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 

    D.有误，本文写季节，先写夏水，再写春冬之水，最后写秋水，

不是按四季顺序来写的。故选 D。 

    （4）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和情感的分析。结合“两岸连山，略

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可见《三

峡》写山的连绵不断，雄奇险拔，写水的湍急盛大，清幽秀丽，肃杀

凄凉；“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

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上三峡》写诗人

流放夜郎，上长江三峡时行路的艰难。从情感上看，《三峡》写了山

的连绵不断，雄奇险拔，写四季的水的不同，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河

山雄伟秀丽景色的热爱赞美之情；《上三峡》“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

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意思是“三个早晨行在黄牛峡，三

个晚上还在黄牛峡打转。这样的三天三夜出不了黄牛峡。怎能不使人

愁得两鬓斑斑”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孤独郁闷愁苦的心情。 

    【参考译文】《上三峡》 

    巴水穿过巫山，巫山夹着青天。巴水忽然像是到了尽头，而青天

依然夹在上面。三个早晨行在黄牛峡，三个晚上还在黄牛峡打转。这

样的三天三夜出不了黄牛峡。怎能不使人愁得两鬓斑斑？ 

    4.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

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

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1）解释下列加点的词语。 

    晓雾将歇：    _________  沉鳞竞跃：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3）“猿鸟乱鸣"中“乱”字用得极好，请说说好在哪里。 

    （4）文章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请简要概括“山川之美”

表现在哪些方面。 

    （5）文章结尾说：“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想一想，

其中有什么言外之意？ 

    【答案】（1）消散  跳跃 

    （2）自从谢灵运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欣赏这种奇丽的景色

了。 

    （3）“乱”字写出了“鸣"的状态，写出了清展山林热闹欢跃的

气氛。 

    （4）①山水相映之美，如“高峰”与“清流"。②色彩搭配之

美，如“五色”“青竹翠竹"。③晨昏变幻之美，如“晓雾”与“夕日

"。④动静相衬之美，如高峰、清流、石壁、青林翠竹为静，猿鸟、

沉鳞为动。 

    （5） 结尾一句，含有三层外之意：其一，康乐是“能与其奇

者”，表现出作者对谢灵运的钦慕；其二，自谢灵运之后，不再有人

能“与其奇”，惋惜于世人对秀美山水的无动于衷；其三，“我”是继

谢灵运之后又一“与其奇者”，为自已的审美情趣而自许，期与谢公

比肩之意溢于言表。 

    【解析】（1）本题文言实词。根据句意确定词义。 

    句意：清晨的薄雾将要消散。歇：消散。 

    句意：潜游在水中的鱼儿争相跳出水面。跃：跳跃。 

    （2）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翻译。 

    注意重点词语“自（从），未复（不再），与（参与，这里指欣

赏）”的正确翻译。 

    （3）本题考查词句赏析。 

    “猿鸟乱鸣"意思是“传来猿、鸟此起彼伏的鸣叫声”，“乱"字写

出两岸孤猿异鸟纷乱鸣叫的场景，写出了“鸣”的状态，表现了猿鸣

鸟啼的热闹欢乐的景象，使画面极具动感。 

   



 （4）山水相映之美：“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极力描写山之高，

水之净，用笔洗练，寥寥八字，就写出了仰观俯察两种视角，白云高

山流水三重风物，相互映衬，境界清新。 

    色彩搭配之美：“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又改用平远、高远的视角极目远眺，青翠的竹木与五彩的山石相映衬，

呈现出一派绚烂辉煌的气象，在清爽宜人的画卷上平添了万物勃发的

生命力。 

    晨昏变幻之美：“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沉鳞竞跃”，

由静景转入对动景的描写。猿鸟的鸣叫声穿越了清晨即将消散的薄雾，

传入耳际；夕阳的余晖中，鱼儿在水中竞相嬉戏。 

    动静相衬之美：“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

青林翠竹"是静景，写出了山林静谧清新的静态美；“晓雾将歇，猿鸟

乱鸣；夕阳欲颓，沉鳞竞跃”这四句通过朝与夕两个特定时间段的生

物的活动，又为画面增添了灵动感，传达了生命气息。 

    （5）本题考查文章主题。 

    结尾一句，含有三层外之意： 

    其一，康乐是“能与其奇者”，自从谢灵运以来，没有人能够欣

赏它的妙处。表现出作者对谢灵运的钦慕； 

    其二，“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自从谢灵运以来，没

有人能够欣赏它的妙处，作者表达了对当世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感

到遗憾； 

    其三，作者从欣赏景物中发现无穷的乐趣。同时能与谢灵运这样

的林泉高士有志向道同之处，生发出无比的自豪感，表达了作者对大

自然的热爱与喜爱之情。 

    5.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题目。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

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

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解释下列句中画线的词语。 

    相与步于中庭    _________    念无与为乐者 



    怀民亦未寝    _________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2）请用现代汉语翻译句子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3）“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句

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案】 

    （1）共同、一起；想到；睡觉；只（是） 

    （2）（月光照在院中）庭院地面如水一般清明澄澈，水中水藻、

荇交织纵横，大概是竹子、松柏的影子。 

    （3）作者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

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面对挫折的豁达都包含其中。 

    【解析】 

    （1）本题考查理解文言词语含义的能力。解析此题的关键是先

理解词语所在句子的含义，然后结合句意来推断词语即可。 

    ①句意：一起在庭院中散步。相与：共同，一起。 

    ②句意：想到没有和我一起游乐的人。念：考虑，想到。 

    ③句意：张怀民也还没有入睡。寝：睡觉。 

    ④句意：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但：只是。 

    （2）本题考查文言翻译。要求：完整，流畅，准确。注意： 

    空明，形容水的澄澈；交横，交错纵横；盖，大概是；竹柏影，

竹子和柏树的影子。 

   



 （3）本题考查学生对重点句的理解能力。此文写于宋神宗元丰

六年（1083 年），当时，作者正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任职。

对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作者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意思是：哪一

个夜晚没有月亮？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只是缺少像我

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作者此时被贬黄州，有职无权，自称“闲

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对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动形象

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在贬谪中虽感慨身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

的特殊心境。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胸怀。文篇末议论句“但少闲人

如吾两人者耳"表现出作者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点睛之笔“闲人”

二字，它表达了作者微妙而复杂的感情：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

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也体现了作者旷达乐观的情怀。 

    6.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小题。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

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

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

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

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

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节选自《与朱元思书》） 

    （1）从写景方面看，这段文字的写景顺序是怎样安排的？ 

    （2）请分别找出视觉、听觉方面方面描写的对偶句各一组，并

说说他们的表达效果。 

    ①视觉上的对偶句_______。   

    ②听觉上的对偶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表达效果_____________。 

    （3）下列对本文的解说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A．“与朱元思书"中的“书”是作者写的信，“猛浪若奔"的“奔”

为奔驰之意。 



    B．“夹岸高山。皆生寒树"一句写映入视野的两岸山林，以“高”

状山，以“寒"状树，照应“奇”字。 

    C．从结构上看，本文为总分结构。 

    D．第二段前两句写江水的清澈，着眼于静态；后一句写急流、

猛浪，着眼于动态。 

    （4）本文语言清新流畅，精于锤炼。如用“奇"和“异”总括富

春江山水特色；用“箭"和“奔”来比喻水流之迅急；用“竞"和“争”

来形容山峰争先恐后向上崛起的形状，字字动人，颇见功力。请学习

本文的写法，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一两句描写水的话。 

    【答案】（1）由高到低，由远及近。 



    （2）①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②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③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对比立意，相映成趣。 

    （3）A 

    （4）示例：一股清凉的泉水源源不断的倾泻而下，在阳光的照

射下，似一条银练。池塘里的水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似一块碧玉，

微风吹来，泛起鱼鳞般的波纹。 

    【解析】（1）本题考查写景的顺序，我们根据文章内容进行分析。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是高处景色。“水皆缥碧，千丈见底……猛

浪若奔”是低处的景色。“夹岸高山，……千百成峰"是远景。“横柯

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是近景。 

    （2）本题考查对语句描写角度的分析。视觉就是看到的景象，

如“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听觉就是听到的声音，“泉水激石，泠泠

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这些

对偶句，字数相等，句式整齐，所以音韵和谐，对比立意，相映成趣。 

    （3）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分析，我们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

上进行分析。A 项错误，因为“奔”是指“飞奔的马”，不是奔驰。 

    （4）本题考查对修辞手法的运用，只要合情合理的写一两句话，

用上比喻即可。 

    【课外篇】 

    1.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小题。 

    寒食①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②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③也。午

霁④，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⑤以为快。少倦，

卧地上饮，以面受花⑥，多者浮⑦，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

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⑧一杯，荡舟浩歌而反。 

    （节选自袁宏道《雨后游六桥记》） 

    【注释】①寒食：节名，在清明的前一天。古人从这一天起三天

内不生火做饭，所以叫做寒食。②洗红：洗去红妆，这里指春雨打落

春花。③滞：拖延。④霁：雨停。⑤翻：反而。⑥以面受花：用脸颊

来承接树上掉下的落花。⑦浮：罚酒。⑧啜：喝。 

    （1）请用“/”标出文中划横线句子的停顿处。（画三处） 



    寒 食 后 雨 予 曰 此 雨 为 西 湖 洗 红 当 急 与 桃 

花 作 别 勿 滞 也。 

    （2）山水风景，寄情达意，作者在文中表达了 　    _________　

的情感（心境） 

    【答案】（1）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

勿滞也。 

    （2）对西湖美景喜爱；与朋友率性游玩的怡然自得；率性洒脱、

随性烂漫 

    【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划分文言句子节奏的能力。文言语句

的节奏划分一般以句意和语法结构为划分依据，一般来说，主谓之间

应该有停顿，句中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顿，几个连动的成分

之间也应该有停顿。所以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

还要考虑句子的结构。句意为：寒食节过后下了一场雨，我说这场雨

会把西湖的花洗落，应当赶紧和那些桃花告别，不要耽误。故停顿为：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 

    （2）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主题的把握能力。从“游人少，翻以

为快。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可

以看出重点突出的是作者回到自然状态解脱和自由的乐趣。特别是文

末的“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一句，更是将作者的洒脱表现出来。 

    【参考译文】 

    寒食节过后下了一场雨，我说这场雨会把西湖的花洗落，应当赶

紧和那些桃花告别，不要耽误。中午是雨停转晴，我和几个朋友到了

西湖第三桥，那里的落花在地上堆积了一寸多，游人很少，我们独自

游玩感到很畅快。忽然有个人穿着白绸衫骑马而过，衣服上的白光晃

人的眼睛，异常鲜艳美丽，我的朋友们穿着白色内衣的人也跟着都把

外套脱去。一会玩累了，我们躺在地上喝酒，用脸颊来承接落花，脸

上落花多的人饮酒，脸上落花少的人被罚唱歌，作为娱乐。偶然发现

有个小舟从花间荡出，喊过来，原来是寺里的僧人载着茶水来了。每

人各自喝了一杯，我们乘舟唱着歌回去了。 

    2.阅读下面文言语段，完成问题。 

    书上元夜游 



    苏轼 

    己卯上元①，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

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②杂

揉，屠沽③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

笑，孰为得失？过④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

更⑤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注】①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②民：指汉族。夷：指当地少

数民族。③沽（gǔ）：卖酒的人。④过：苏轼的幼子，字叔党。绍圣

四年（1097）随侍苏轼于海南。⑤更：又，另。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①数 　　       ②舍 　    　     ③孰 　 　 

    （2）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 

    ②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 

    （3）请结合短文内容分析苏轼在夜游中流露出怎样的心态。 

    【答案】（1）①几个；②房子，屋舍；③什么。 

    （2）①家里的人闭门熟睡，睡得很鼾甜。 

    ②苏过问我为什么笑，大概是自己笑自己吧！ 

    （3）苏轼虽然被贬儋州，但在上元夜游时看到此地的繁荣景象

和祥和淳朴的民风，流露出愉悦的心情；感慨韩退之去大海也未必钓

得大鱼，可看出他具有随遇而安、豁达乐观、洒脱的心态。 

    【解析】（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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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老书生来拜访我。数：几个。 

    ②句意为：走进西城，进入僧人宿舍，穿过小巷。舍：房子，屋

舍。 

    ③句意为：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呢？孰：什么。 

    （2）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

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①重点词语有：已，已经。句意为：家里人掩门熟睡，已经是

鼾声阵阵了。 

    ②重点词语有：何，为什么；盖，大概是。句意为：苏过问我为

什么笑/苏过问我笑什么，大概是自己笑自己吧！ 

    （3）本题考查比较阅读。结合“己卯上元，余在儋州”“步城西，

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可知，文章描写了儋州上元

之夜的繁华景象和淳朴的民风。结合“放杖而笑，孰为得失”可知，

苏轼并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流露出愉悦的心情；结合“然亦笑

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可知，作者

感慨韩退之去大海也未必钓得大鱼，表现了作者对待贬谪豁达的心态。 

    【参考译文】 

    己卯上元节，我在儋州。有几个老书生来拜访我，说：“在这月

光皎洁的美好夜晚，先生能出去走走吗？”我很高兴地听从他们的提

议。于是走进西城，进入僧人宿舍，穿过小巷，只见汉族和少数民族

混杂在一起，卖肉的卖酒的多得很，回到家已经三更天了。家里人掩

门熟睡，已经是鼾声阵阵了。我放下拐杖发笑，哪个是得，哪个是失

呢？苏过问我为什么笑，我是自己笑自己。这也是在笑韩愈，他在一

个地方钓鱼未钓到，就想到更远地方去，他不知道走到海边的人也不

一定能得到大鱼。 

    3.阅读下面的文言选文，完成问题。 

    江水又东，径①黄牛山②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

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③分明。既人迹

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④，犹望见

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节选自《水经注》，有删改） 

    【注】①径：经过。②黄牛山：与黄牛滩毗连，在今湖北省宜昌

市西，长江在山间迂回而下。③成就：指人和牛的形状、色彩。④信

宿：连宿两夜。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①东 　　___②负 　　___③发 　　 

    （2）把文中画横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 



    ②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3）选文中作者抓住了江水的什么特征来写？ 

    【答案】（1）①向东；②背负；③出发。 

    （2）①但那里人迹罕至，没有谁能亲自探究。 

    ②过了几天几夜，黄牛山看起来还是原来一样。 

    （3）水流湍急、迂回。 

    【解析】（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一定

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今异

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①句意：江水向东流去。东：向东。 

    ②句意：形状像是人背着刀，牵着牛。负：背负。 

    ③句意：早晨从黄牛山动身。发：出发。 

    （2）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

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①重点词：莫，没有；究，探究。句意：但那里人迹罕至，没有

谁能亲自探究。 

    ②重点词：暮，夜；如，像。句意为：过了几天几夜，黄牛山看

起来还是原来一样。 

    （3）本题考查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结合“此岩既高，加以江

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此物”的意思“这块岩石很高，又加湍

急的江流回环曲折，因而即使经两三天的航程，还能看到这块奇岩”，

可知水流湍急、迂回。 

    【参考译文】江水向东流去，流经黄牛山，山下面有一个石滩，

名字叫黄牛滩。南岸层层的山岭耸立着，最远的高山上有一块岩石，

形状像是人背着刀，牵着牛，人是黑色的，牛是黄色的，完全是天然

形成，轮廓十分清晰，但那里人迹罕至，没有谁能亲自探究。这块岩

石很高，又加湍急的江流回环曲折，因而即使经两三天的航程，还能

看到这块奇岩。所以过路人的歌谣说：“早晨从黄牛山动身，晚上还

在黄牛山过夜。过了几个早晨几个夜晚，黄牛山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样

子。” 

    4.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观月记（节选） 

    张孝祥 

    盖余以八月之望①过洞庭，天无纤云②，月白如昼。沙③当洞庭

青草④之中，其高十仞⑤，四环之水，近者犹数百里。余系船其下，

尽却⑥童隶而登焉。沙之色正黄，与月相夺⑦；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

采激射体寒目眩，阆风、瑶台、广寒之宫⑧，虽未尝⑨身至其地，当

亦如是而止耳。盖中秋之月，临水之观，独往而远人，于是为备。书

以为金沙堆观月记。 

    【注释】①八月之望：八月十五日。望，指农历每月十五日。②纤

云：微云。③沙：指金沙堆。④青草：青草湖。⑤仞（rèn）：长度

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⑥却：使退去。⑦相夺：相映争辉。⑧

阆（làng）风、瑶台、广寒之宫：均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⑨未

尝：不曾。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句子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 

    B.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 

    C.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 

    D.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 

    （2）下列对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当亦如是而止耳 悦耳___ B.盖中秋之月 大概是 

    C.于是为备 齐备    _________D.书以为金沙堆观月记 写 

    （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天无纤云，月白如昼。 

    ②沙之色正黄，与月相夺。 

    【答案】（1）C 

    （2）A 

    （3）①天上没有一点云彩，月光明亮如同白昼。 

    ②只见沙洲上的沙子一片金黄，和月光争辉。 

    【解析】（1）本题考查断句能力。句意为：湖面犹如玉盘，地上

的沙子宛若堆积的黄金，光芒四射。微风吹过，顿感一阵凉意，似觉

眼花。故断为：水如玉盘/沙如金积/光采激射/体寒目眩。故选 C。 



    （2）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

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今异义、

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A.有误，句意：应该也不过如此而已吧。耳：罢了，而已。故选

A。 

    （3）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

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①重点词：无，没有；昼，白天。句意：天上没有一点云彩，月

光明亮如同白昼。 

    ②重点词：之，的。夺，争。句意：只见沙洲上的沙子一片金黄，

和月光争辉。 

    5.文言文阅读。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心已飞湖上也。午刻入

昭庆①，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

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

如东阿王②梦中初遇洛神③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

四日也。 

    晚同子公渡净寺④，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

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簧

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选自袁宏道《初至西湖记》） 

    【注】①昭庆：指西湖北岸的昭庆寺。②东阿王：曹植。③洛

神：洛水的女神。曹植（洛神赋中对洛神之美有极其惊艳的描写。④净

寺：即西湖南岸的净慈寺。 

    （1）解释下列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从武林门而西　    　___ ②次早得陶石篑帖子___________ 

    （2）下列对文中画横线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B.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C.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D.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3）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 

    （4）选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 

    （5）假如你是导游，请你结合本文，为游客描绘西湖美景。（字

数在 50字以内） 

    【答案】（1）①向西。②第二。 

    （2）A 

    （3）这时要想用一个词来描绘也不可能了，这种情形大约像曹

植梦中初次遇见洛神一样。 

    （4）表现作者对西湖美景的喜爱之情。 

    （5）各位游客，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把杭

州比喻 成人间天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个西湖。有人曾把杭州西

湖和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比喻为世界上东西辉映的两颗明珠。正是有

了西湖，才使杭州成了“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杭州因湖而名，

因湖而兴，温柔婉约的西湖早就了杭州“人间天堂”的美名。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签去游览吧！ 

    【解析】（1）本题考查词语解释。 

    ①句意：从武林门朝西。西，向西。 

    ②句意：到了十九日，收到了陶石篑的请帖。次，第二。 

    （2）本题考查断句。 

    句意：石篑兄弟偕同佛学居士王静虚来到了这里，一同游山玩水

的好友一时间都聚集到一起了。故可断为：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

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故选 A。 

    （3）本题考查句子翻译。 

    重点词：不得，不能够；如，像。句意：这时要想用一个词来描

绘也不可能了，这种情形大约像曹植梦中初次遇见洛神一样。 

    （4）本题考查主旨情感。 

    结合“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

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

神时也"句可知，表现作者对西湖美景的喜爱之情。 

    （5）本题考查阅读的拓展能力。 



    文章多运用比喻的修辞，生动形象，如山色如娥，花光如颊，

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四种景物：山色、花光、温风、波纹；一连用

了四个比喻，以排比的形式出现；文字高度洗练，既传神地传达出作

者的欣喜之情，又从整体上概括了仲春二月西湖的特点，给人以美好

的感受。再结合“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

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

初遇洛神时也”句的描写进行描写即可。 

    【参考译文】 

    从武林门朝西，望着保叔塔高耸地直立在山崖上，我的心就早已

飞到西湖上了。中午进入昭庆寺，喝完了茶，就划着小船进入湖里。

山色像眉毛的青黛色，桃花艳丽像少女的面颊，和风像酒一样令人陶

醉，波纹像丝绸一样细软平滑，刚一抬头观看，不知不觉眼睛和心都

醉了。这时要想用一个词来描绘也不可能了，这种情形大约像曹植梦

中初次遇见洛神一样。我游西湖从这一次开始，时间是万历二十五年

二月十四日的。 

    晚上同子公一起坐船来到净慈寺，找到弟弟小修过去住的僧房。

游览了六桥、岳坟、石径塘等景点后走回来。很匆忙地领略了这些景

致，没有仔细观赏。到了十九日，收到了陶石篑的请帖，第二天早上，

石篑兄弟偕同佛学居士王静虚来到了这里，一同游山玩水的好友一时

间都聚集到一起了。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然杭人游湖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

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

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

哉！ 

    袁宏道《西湖》（二） 

    （1）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 然杭人游湖/欣然起行___B. 止午、未、申三时/未复有能与

其奇者 

    C. 其实湖光染翠之工/青林翠竹       D.



 始极其浓媚/蒙乃始就学 

    （2）请用三条“/"给文中画直线的句子断句。 

    月 景 尤 不 可 言 花 态 柳 情 山 容 水 意 别 是 一 种 

趣 味 

    （3）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表露了作者怎样的人生态度或感情？ 

    【答案】（1） C    （2）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

是一种趣味 

    （3）表现出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以自然山水为乐的情感 

    【解析】（1）考查对文言词语的一词多义的理解。 

    A.然：然而/形容词词缀，……样子；B.未：十二时辰之一，相

当于下午一至三点/没有；C.翠：都是“翠绿”的意思；D.始：才/开

始；故选 C。 

    （2）考查文言文语句的句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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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月

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的意思是：月光下的景

色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花的姿态，柳的情调，山的容颜，水的意

境，别有一番趣味。其中“花态柳情”写植物；“山容水意"写山水自

然。根据句意和内容，正确的句读是：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

水意/别是一种趣味 

    （3）考查对文章内容和主旨的理解。在整体感知内容的基础上，

结合语句分析作答。划线句子为文末议论句，意思是“这种乐趣只能

留给山僧和识趣的游客享受，怎么能和那些俗人说呢！”结合上文语

句“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可知，作

者借月表达了独到的审美情趣，希望能以自然山水为乐，隐含着流露

出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感。据此理解作答。 

    【参考译文】 

   



 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只是在午、未、申这三个时辰（十一时

至十七时之间）。其实，湖光染绿之精巧，山中云雾颜色之美妙，都

在太阳刚刚升起、夕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才达到极致。月光下的景色

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花的姿态，柳的情调，山的容颜，水的意境，

别有一番趣味。这种乐趣只能留给山僧和识趣的游客享受，怎么能和

那些俗人说呢！ 

    7.文言文阅读。 

    王荆公性简率①，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自少时

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以为“不

近人情”者，盖谓是也。 

    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魏玉汝尝率与同浴

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②其从者举以衣之，

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 

    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何忽独嗜此？

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

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

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

在。而后，人知其特③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 

    【注释】①简率：简单随意。②俾：使，让。③特：只不过，仅

仅。 

    （1）下列句中加点字解释有错误的一项是（　　） 

    A. 自少时则然（这样）       B. 潜备新衣一袭（暗中） 

    C. 及为执政（因为）___ D. 既而果实他物尽（果真） 

    （2）下列句中的“于”与“魏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中的“于”

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至于夏水襄陵___  B. 相与步于中庭 

    C. 于我如浮云___D. 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3）翻译下列句子 

    ①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 

    ②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 

    （4）联系课文内容，说说文中的王荆公是个怎样的人？ 



    【答案】（1）C 

    （2）B 

    （3）①为什么知道到人喜欢吃獐的胸脯肉？ 

   



 ②（玉汝）让他的随从拿着（新衣服）给他穿上，却不把（这

事）告诉他。 

    （4）王荆公不讲究穿着、饮食，他也没有觉察，而是夹就近的

菜吃，不拘小节的人。 

    【解析】 

    （1）本题考查理解文言词语含义的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

理解词语所在句子的含义，然后结合句意来推断词语即可。 

    C.有误，句意为：等到后来（他）做了宰相。为：担任。故选

C。 

    （2）本题考查多义词的理解。答题时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

才能准确理解词义。例句：于：介词，在。 

    A.于：介词，到、到了；B.于：介词，在；C.于：介词，对；D.

于：介词，比；故选 B。 

    （3）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重点句子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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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

顺。 

    ①句中重点词：何，为什么。以，凭借。 

    ②句中重点词：俾，让。衣，穿衣。这是个省略句，注意补充省

略的主语。句意为：（玉汝）让他的随从拿着（新衣服）给他穿上，

却不把（这事）告诉他。 

    （4）本题考查人物形象的分析。根据“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

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可知，王荆

公不讲究穿着、饮食；根据“馆职时，魏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

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

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可知，别人给他换了新衣服，他也

没有觉察，不拘小节的人；根据“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

所嗜也"可知，其吃饭时从不挑食，而是夹就近的菜吃，由此可以看

出王荆公是一个生活作风简率的人。 

    【参考译文】 

   



 王安石（荆公是他的爵位）生性简朴率真，不讲究吃饭、穿戴，

衣服满是污垢，饮食粗糙难咽，都不计较，从小就是这样。苏明允

《辨奸》写的“不近人情”的人，大概就是他这样的。 

    王安石少年时喜欢和吕公弼（惠穆是他的谥号）、韩绛（献肃是

他的谥号）、韩缜兄弟交游，在学府里任职的时候，魏完（字玉汝）

曾经和他在寺院里沐浴，暗地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更换了王安石的破

衣服，等他洗完了，嘱咐王安石的从人拿新衣服给他，并不告知他。

王安石穿上衣服依然以为是他从前的，始终没有看出来。 

    后来做了宰相，有人说他喜欢吃獐的胸脯肉。王安石的夫人听说

后疑惑的说：“大人平时不曾在饮食上有所挑食，怎么会单单有这个

嗜好呢？"于是询问下人说：“为什么知道到人喜欢吃獐的胸脯肉？”

下人回答说：“每次吃饭时不看其他的东西，而唯独獐脯吃完了，因

此知道这件事。"又问“吃饭时把獐脯放在什么地方”说：“在靠近大

人筷子的地方。"夫人说：“明天你换别的菜放在这个地方试试看。”

果然王安石把放在那个位置的菜都吃光了，而獐脯肉依然没动，这之

后，人们才知道王安石只吃他够得着的食物，其实并没有什么嗜好。 

    8.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

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

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遂得其要

领。一日，揭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

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

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牣①。盖往时粮百石、草

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

利十五②。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

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

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注释】①充轫：充满。②十五：十分之五，即一半的利润。 

    （1）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___   理：管理 



    B. 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___盖：因为 

    C. 忠宣法诚善____________诚：实在 



    D. 何事不济____________  济：救济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 

    A. 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

得 

    B. 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

得 

    C. 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 

    D. 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

得 

    （3）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刘大夏与当时官臣的子弟向来不和，有人担心他会受经营粮

草的人祸害。 

    B. 刘大夏到任后，向当地的年长者请教，于是掌握了处理边境

粮草的方法。 

    C. 刘大夏自从订立了新法，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

较多的利润。 

    D. 刘大夏管理边境粮草一事告诉我们，要干好一件事就要善于

听取他人意见。 

    （4）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 

    ②虽中贵子弟亦不禁。 

    【答案】（1）D    （2） C   （3） A 

    （4）①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靠权势，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

想得出办法。 

    ②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解析】（1）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理解文言词

语的含义要注意其特殊用法，如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

异义词等。 

    D．“何事不济”的意思是：有什么事成不了呢？“济"有“成功”

之意；并非“救济"；故选 D。 



    （2）考查文言文语句的句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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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意：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

弟虽然想收买，但也没有地方买到。 

    根据句意，正确的句读是：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

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故选 C。 

    （3）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A．从文章中的“公素不与先辈合”可知，刘大夏是与当时官臣

子弟们的先辈们向来不和，并不是 A项所说“与当时官臣的子弟向来

不和"；故选 A。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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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凭借）、势（权势）、俟（等到）、图（图谋，想

办法）"几个词是重点词语。 

    ②句中的“虽（即使）、亦（也）、禁（禁止）”几个词是重点词

语。 

    【参考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

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

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

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刘大夏到任后，请

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

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

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即使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不

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

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

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自从

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

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

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

什么事成不了呢？ 

    9. 文言文阅读。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城

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

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

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①，吾

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②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

尾属于城。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③以守，卒全其城。

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注】①涂潦：泥沼雨水。②畚锸：箕畚铁锹。③堵：古墙体单

位，长与高各一丈为一堵。 

    （1）解释下列加点词的意思。 

    ①城将败___②吾在___ ③轼诣武卫营       ④卒全其城 

    （2）下列句中加点“之"与“以虞水之再至”中的“之"用法相

同的一项是（   ） 



    A. 春冬之时 B. 朝廷从之 

    C. 当求之于上流 D. 两狼之并驱如故 

    （3）将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 

    （4）文中苏轼是一个怎样人？请结合此文内容简要分析。 

    【答案】（1）①毁坏；②这；③到；④最终。    （2）D 

    （3）苏轼搭建草庐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 

    （4）示例：从苏轼阻止富人出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临危不惧、

足智多谋的人；动员武卫营官兵协助守城表现出足智多谋；亲临一线，

过家不入说明他以身作则、公而忘私；决不让洪水毁城说明他关爱百

姓；派官吏分堵以守说明他善于指挥。 



    【解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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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即将被冲毁。败：毁坏； 

    ②句意：只要有我在这里。是：这； 

    ③句意：苏轼到武卫营。诣：到； 

    ④句意：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卒：最终。 

    （2）“以虞水之再至”句意：以防水再来。之：助词，位于主谓

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A．句意：等到春天和冬天的时候。之：结构助词，的； 

    B．句意：朝廷同意了他的做法。之：代词，指代前文所说的做

法； 

    C．句意：应当到上游去寻找（石兽）。之：代词，指石兽； 

    D．句意：而两只狼像原来一样一齐追赶屠户。之：助词，位于

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故选 D。 

    （3）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翻译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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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有：庐，搭建的草庐；其，代词，指城；过，经过；家，

家门；入，进入。 

    （4）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以及对人物的评价。 

    苏轼在洪水泛溢“城将败"之际，没有自己先去避难，而说“吾

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选择与百姓共进退，说明他是一个临危不惧、

以身作则、亲民爱民的人； 

    “驱使复入"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

属于城”“使官吏分堵以守”，写苏轼采取了驱使富民回城、调动军队

筑堤护城、让官吏分堵守护等措施来守城，说明他是一个善于指挥、

足智多谋的人；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写苏轼过家门而不入，则说明

他是一个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的人。 

    【参考译文】 

    苏轼调任徐州。黄河在曹村附近决堤，在梁山泊泛滥，从南清河

溢出，汇聚在徐州城下，城墙即将被冲毁，城里的富人争着逃出城去

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出了城，民心一定会动摇，谁和我一起

守城呢？只要有我在这里，就不会让决堤的水毁了城墙。"于是将富

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把卒长叫出来说：“河水将要冲进城

里，事情很紧迫了，你们虽然是禁军也要暂且为我效力。”卒长说：

“太守您尚且不逃避洪水，我们这些小人应该为您效力。"于是卒长

率领他的士兵拿着畚锸出营，修筑东南方向的长堤，堤坝从戏马台起，

末尾与城墙相连。苏轼搭建草庐住在城上，即使经过家门也不入，派

官吏们分别在城墙各处守卫，终于保全了徐州城。他又请求调发第二

年的役人增筑旧城墙，又用树木筑起堤岸，以防水再来，朝廷同意了

他的做法。 

    10.阅读下面文言语段，完成题目。 

    白洋潮（明代）张岱 

    故事，三江看潮，实无潮看。午后喧传曰：“今年暗涨潮。”岁岁

如之。 

    庚辰八月，吊朱恒岳少师至白洋，陈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

呼看潮，余遄往，章侯、世培踵至。 

    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

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溅花，蹴起如百万雪狮，

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

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

起数丈，著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炝碎龙湫，半

空雪舞。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先辈言：浙江潮头，自龛、赭两山漱激而起。白洋在两山外，潮

头更大，何耶？ 

   



 【注释】①故事：按照旧例。①三江：三江镇。①吊：凭吊、

吊唁.④遇：迅速。⑤擘：张开.⑥镞镞：形容箭的轻捷，应声而至，

句中形容潮水像雄狮一般。⑦辟易：惊退。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踵至（      ）  走避塘下（     ）    半空雪舞（     ） 

    （2）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熊擘翼惊飞。 

    ②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3）从多方面简明扼要地说说作者是怎样描写潮水的壮观。 

    【答案】（1）①紧跟；②跑；③想雪一样 

    （2）①潮水稍稍靠近，就隐隐露出白色，如同有人驱赶着千百

只小鹅在展翅惊飞。 

    ②（我）看着这一切，惊吓得头晕目眩，坐了半天，脸色才恢复

过来。 

    （3）采用比喻的修辞，将潮水比作“怒雷驱赶着似的，那百万

雪白的雄狮密密地挤在一起”，突出了潮水的壮观。 

    【解析】（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目，一定

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然后再解释词语，并要注意通假字、古今异

义、词类活用等特殊情况，平时要注意积累并识记一些常见的实词。 

    ①句意：陈章侯、祁世培也紧跟着到了塘上。踵：紧跟； 

    ②句意：跑到塘下躲避。走：跑； 

    ③句意：在半空中如雪花般飞舞。雪：如雪花般。 

    （2）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翻译文言文句子要尽量保持原

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①中重点词语有：稍，稍微；则，就。句意为：潮水稍稍靠近，

就隐隐露出白色，如同有人驱赶着千百只小鹅在展翅惊飞。 

    ②中重点词语有：眩，目眩；始，才。句意为：（我）看着这一

切，惊吓得头晕目眩，坐了半天，脸色才恢复过来。 

   



 （3）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结合“稍近，则隐隐露白，

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溅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

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

岸而上”，意思是“潮水稍稍靠近，就隐隐露出白色，如同有人驱赶

着千百只小鹅在展翅惊飞。潮水又渐渐逼近，喷出的飞沫如突然溅起

的冰花，像百万雪白的雄狮遮蔽了江面，浩浩荡荡地沿江而下，如同

有怒雷驱赶着似的，那百万雪白的雄狮密密地挤在一起，一个也不敢

落后，一个也不敢落后。潮水第二次逼近，就如同飓风逼迫着它，水

势要拍岸而上似的”，采用比喻的修辞，将潮水比作“怒雷驱赶着似

的，那百万雪白的雄狮密密地挤在一起”，突出了潮水的壮观。 

    【参考译文】 

    从以前的旧例看，三江看潮，其实没有什么潮可看。在午后，人

们嚷着传说：“今年是暗涨潮。"年年都像这样的情形。 

    戊寅年八月，我凭吊朱恒岳少师，到了白洋，陈章侯、祁世培和

我同席。听得海塘上有人喊看潮，我迅速前往，陈章侯、祁世培也紧

跟着到了塘上。 

    我站在塘上，远远地看见潮水如一条线，从海宁过来，一直奔到

塘上。潮水稍稍靠近，就隐隐露出白色，如同有人驱赶着千百只小鹅

在展翅惊飞。潮水又渐渐逼近，喷出的飞沫如突然溅起的冰花，像百

万雪白的雄狮遮蔽了江面，浩浩荡荡地沿江而下，如同有怒雷驱赶着

似的，那百万雪白的雄狮密密地挤在一起，一个也不敢落后。潮水第

二次逼近，就如同飓风逼迫着它，水势要拍岸而上似的。这时，看潮

的人纷纷避开，跑到塘下躲避。潮水到了塘上，尽力磅礴而起，水花

激射，溅起数丈高，打得人脸都湿了。潮水很快又旋卷着向右面扑去，

被龟山挡了一下，轰怒声不同寻常，如同大炮击碎了龙湫，在半空中

如雪花般飞舞。（我）看着这一切，惊吓得头晕目眩，坐了半天，脸

色才恢复过来。 

     先辈们说：浙江潮水的源头，从龛、赭两山冲刷激荡而起。白

洋在两山之外，潮头却更大，为什么呢？ 

    【比较篇】 

    1.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题。 



    【甲】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

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

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

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选自郦道元《三峡》） 

    【乙】 

    太原西负山多幽奇丽处，而天龙为胜。距城三十里，由晋祠过王

家峪，径逼窄，人不能并肩。约十里许，青松遍山谷。偃者，仰者，

樛①者，仆者，直如弦，曲如龙，或蟠崖石，或俯绝涧。复有亿万小

松，蒙茸透针，亘数里，无他树参杂其间。风来，清香浮浮，袭人衣

袂。 

    （选自刘绍放《天龙山记》，有删改） 

    【注】①樛（liáo）：向下弯曲的树木。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含义。 

    ①略无阙处 　    　___②属引凄异 　    　 

    ③径逼窄  　   　     _________    ④复有亿万小松

___________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A．其间千二百里       其一犬坐于前     B．春冬之时 实是

欲界之仙都 

    C．而天龙为胜 博学而笃志___ D．仰者 经纶世务者 

    （3）请将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②约十里许，青松遍山谷。 

    （4）【甲】【乙】两篇文章极尽描写之妙，展示山川风物之灵秀，

但具体手法各有特点，请结合相关语句加以分析。 

    【答案】（1）①同“缺”，缺口；②延长；③道路；④又。 

    （2）B 

    （3）①如果不是在正午，就看不到太阳；不是在半夜，就看不

到月亮。 

    ②大约走了十里左右，就看到青松遍布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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