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言文阅读专题六：做好综合训练题

（原卷版）

一、（2024·广东·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共 5

小题，20分）。



文言文阅读专题六：做好综合训练题

（原卷版）

一、（2024·广东·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共 5

小题，20分）。



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容

未可见，以数相持。敌有至弊，吾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吾动则就阴。

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飞鸟不动，不网罗。物未有不以动而为制者也。

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者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者能禽缺。

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

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

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挫；万

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

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齐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

以升勺沃而救之，虽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盆而以沃之，其灭

可立而待也。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兵家或言曰:“少可胜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

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

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仁

者可夺也，勇者可诱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

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制胜，而非特以人才之贤，亦

自明矣。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

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乃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

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略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

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

（节选自《淮南子·兵略训》，有删改）

［注］应：抵挡、抵御。



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B．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C．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D．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7．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贵，意动用法，与《苏武传》中“反欲斗两主，观祸败”的“斗”

用法不一样。

B．一体，指一个整体，与《谏太宗十思疏》中“竭诚则胡越为一体”

的“一体”词义相同

C．特，本义公牛，此处意为特意，特地，与《陈情表》中“诏书特

下，拜臣郎中”的“特”词义相同。

D．地利，指地理上的有利形势，人们常将其与天时，人和放在一起，

用来概括通向成功之路的三大要素。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面对整然有序、气势恢宏的敌军，优秀的将领不会轻举妄动，不

会轻易主动去进攻；在未摸清楚对方情况时，要采用多种方法与之周

旋。

B．优秀的将领统率军队，不会让勇敢的士兵只身一人冲锋在前，也

不会让胆怯的士兵只身一人往后撤退，他们行动时像风雨一般猛烈。

C．如果军队的力量没有一致性，即使统率的士兵很多，其战斗力也

很小；倘若交战的双方都极力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可能达到以少胜

多的目的。

D．依据带兵的水平，把将领分为三类，即上将、中将和下将，其中

上将懂得天道，熟悉地利，也赢得人心，并且能够见机行事，因此不

会打败仗。

9．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共 2小题，8分）

（1）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齐其力也。（4分）

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4分）

文中运用章华台被烧的事例，意在说明什么道理？（3分）

二、（2024·江苏泰州·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共 5小题，20分）。

材料一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愿以技资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

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



 ”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

师以当之，兵三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

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

辞而遣之。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帷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复往，取其枕。子

发又使人归之。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

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

（节选自刘安《淮南子·道应训》）

材料二

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臣

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

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不宜以

众威受赏。”

荀子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

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

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

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

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

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

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抑卑其后世，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

（节选自《荀子·强国》）

6．文本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将标号填写在答题卡



上相应位置。(3分)

蔡侯奉其社稷 A而归之 B楚 C臣 D属二三子 E而治 F其地 G楚发其赏

H子发辞曰



7．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 ）(3

分)

A．当，意为抵挡，与《鸿门宴》中“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的

“当”意思相同。

B．却，意为退却，使动用法，与《六国论》中“李牧连却之”的“却”

用法相同。

C．善，形容词用作动词，与《大学》 “在明明德”中的前一个“明”

用法相同。

D．劝，意为鼓励倡导，与《兼爱》中的“恶得不禁恶而劝爱”的“劝”

意思相同。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子发不顾众人反对，对神偷礼遇有加，表现出他不论出身只重才

能的独特用人眼光。

B．子发让神偷三次潜入敌营，盗取将军身边之物，吓退齐军，表现

出他超凡的军事谋略。

C．子发拒绝受赏，将战功归于国君、将领、士卒，表现出他不贪名

利、大公无私的的品质。

D．荀子不赞同子发的做法，认为他态度虽然谦恭，但却浅陋无知，

并且危害深远。

9．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小题，共 8分)

（1）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4分)

抑卑其后世，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4分)



材料二中，荀子认为子发的做法有哪些错误？(3分)

三．（2023·新高考Ⅰ卷·高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

小题。（本题共 5小题，20分）

材料一：

襄子①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

“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

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

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

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

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

谓善赏罚矣。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

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

赏之，是失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节选自《韩非子·难一》）

材料二：



陈人有武臣，谓子鲋②曰：“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论者纷如也。

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

得也。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子鲋曰：“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名。好事而穿凿者，必言经以自辅，

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

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武臣曰：“诺。”子鲋曰：“乃

者赵、韩共并知氏，赵襄子之行赏，先加具臣而后有功。韩非书云夫

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何以明其然？昔我

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

郑，遇陈恒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

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后甚远，而韩非公称之，曾无怍意。是则世

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于小道，塞耳于诸子久矣。

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测渊，矇大道而不悟，信诬说以疑圣，

殆非所望也。”

（节选自《孔丛子·答问》）

【注】①襄子：赵襄子。春秋末年，知、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

政，称“晋四卿”。晋阳之战，知氏（荀瑶）联合韩、魏攻赵，反被

赵襄子联合韩、魏灭杀。②子鲋：即孔鲋，孔子八世孙。

1．材料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

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3分）

韩非子 A 云夫子 B 善之 C 引 D 以张本 E 然 F 后难之 G 岂有 H 不似哉？



2．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围，指被围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举”表示被选拔，两

者用法相同。

B．劝，指鼓励、劝勉，与《兼爱》“不可以不劝爱人”中的“劝”

词义不相同。



C．具臣，文中与“有功”相对，是指没有功劳的一般人臣，具体就

是指高赫。

D．诬说，指没有事实依据的胡说妄言，与现在所说的“诬蔑之辞”

并不一样。

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主上设置有关法令，令行禁止，群臣不敢越职侵权，也没有了奸

诈之心，他们履职行事，有了功劳就能得到赏赐，韩非认为这样才叫

“善赏罚”。

B．在武臣看来，韩非与孔子观点不同的地方很多，在遏奸劝善等方

面，韩非不一定就不对，孔子也不一定就合理，韩非也可以称得上是

当世圣人。

C．世人说到高必定会以上天作比，说到低必定会以深渊作比，他们

常通过引经据典、援用圣贤来成就自己，使自己更加贤能，以争取民

众的信任。

D．子鲋对韩非之类的诸子学说闭口不言，充耳不闻，而武臣却深信

不疑，进而怀疑圣人，子鲋对此深感失望，认为武臣是见识短浅，不

明大道。

4．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

（2）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

5．子鲋用以批驳韩非的事实依据是什么？（3分）

四．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本题共 5小题，20分）



问者曰：“申不害、商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

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

而商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

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干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 ， ， ？”

时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

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

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

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

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

饰于官之患也。商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

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

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

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

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

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

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

其资。”

（节选自《韩非子 定法》）



11．文本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

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分）

故托万乘 A之劲 B韩 C十七年 D而不至于霸 E王者 F虽用术于上 G法

不勤 H饰于官之患也。

12．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程，是衡量、考核之意，与成语“计日程功”中的“程”意思相

同。

B．慎，是遵循、依顺之意，与《孔雀东南飞》“戒之慎勿忘”中的

“慎”意思不同。

C．弊，是蒙骗、蒙蔽之意，与《出师表》“益州疲弊”中的“弊”

意思不同。

D．道，是取道之意，与《鸿门宴》“道芷阳间行”中的“道”意思

相同。

1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申不害与商鞅一个提倡运用术，一个主张实行法。韩非认为术和

法都是治国的工具，就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维持生计的方式，缺一不

可。

B．旧的法令还未废除，新的法令又颁布施行，导致很多人利用新旧

法律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冲突牟利，也难免让奸臣钻空子。

C．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制度，该厚赏的就一定厚赏，这

使秦国国富民强，却也直接导致一些臣子借强大的秦国谋私利。



D．稿侯魏冉越过魏国和韩国攻打齐国，并取得了胜利。他借此机会

在自己的封地定陶筑起了城池，让自己的实力得以增强

14．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

也。

（2）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15．主客问答是古代的一种写作模式，本文即采用这种模式。请根据

你对“对曰”一段的理解，写出“问者”提出的问题。（3分）

五．（2024·广东广州·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共 5小题，20分）。

材料一

先君尝言: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称其仁，而不

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

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议为非，此固适庶争夺

之祸所从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子之必

争，乃属世子于宋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盍至此乎

《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

君。’公曰：‘易牙何如 ’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开方何如 ’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

刁何如



 ’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

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间之，则小

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

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

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

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

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

（节选自苏辙《管仲》）

材料二：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

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

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

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万人

为一军，三军三万人,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

三代之制，至于列国犹有存者。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

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 盖管仲欲以

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

也。

（节选自苏轼《管仲论》）

11．材料二面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

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分)



出于不得 A已 B而 C非 D以求胜 E敌也 F故其为法 G要 H以不可败而

已



12．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伯，通“霸”，文中的齐桓公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晋侯、秦

伯都是“春秋五霸”。

B．倍，指背弃，与《鸿门宴》“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中的“倍”

意思相同。

C．殆，指危险，与《项脊轩志》中“得不焚，殆有神护者”的“殆”

意思不相同。

D．制，指统领，统率，与《过秦论》中“秦有余力而制其弊”的“制”

意思相同。

1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赢得了孔子的称许，但孔子也认

为管仲未能及时制止五公子争夺君位，致使齐桓公死不得葬。

B．在管仲临终时，齐桓公就继任的人选征询他的意见，管仲认为易

牙等三人都有悖人情，不可任用，但齐桓公后来没有听从。

C．苏辙认为，世间并非没有小人，君王防范小人得势的最好办法是

重用君子，让小人无法逞其奸计，舜帝和商汤就是这样做的。

D．“什伍”是周朝军队的建制，这种编制方式较为繁琐，管仲没有

采用这种方式，而采取了“三军”制，使军队运作非常流畅。

14．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小题，共 8分)

（1）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盍至此乎？(4分)

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4分)



苏洵在《管仲论》中用“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来评价管仲，请结

合材料简要分析。(3分)

文言文阅读专题六：做好综合训练题

（解析版）

一、（2024·广东·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共 5

小题，20分）。



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容

未可见，以数相持。敌有至弊，吾因而制之；敌人执数，吾动则就阴。

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飞鸟不动，不网罗。物未有不以动而为制者也。

是故圣人贵静。静则能应躁，后者能应先，数则能胜疏，博者能禽缺。

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

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之应圉，

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挫；万

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

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齐其力也。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

以升勺沃而救之，虽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举壶盆而以沃之，其灭

可立而待也。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兵家或言曰:“少可胜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或将众而用寡

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

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仁

者可夺也，勇者可诱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谋也。将众者，有一见

焉，则为人禽矣。由此观之，则兵以道制胜，而非特以人才之贤，亦

自明矣。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

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乃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

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略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

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

（节选自《淮南子·兵略训》，有删改）

［注］应：抵挡、抵御。



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B．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C．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D．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而欲以寡制众/靡成其功/亦明矣/

7．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贵，意动用法，与《苏武传》中“反欲斗两主，观祸败”的“斗”

用法不一样。

B．一体，指一个整体，与《谏太宗十思疏》中“竭诚则胡越为一体”

的“一体”词义相同

C．特，本义公牛，此处意为特意，特地，与《陈情表》中“诏书特

下，拜臣郎中”的“特”词义相同。



D．地利，指地理上的有利形势，人们常将其与天时，人和放在一起，

用来概括通向成功之路的三大要素。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面对整然有序、气势恢宏的敌军，优秀的将领不会轻举妄动，不

会轻易主动去进攻；在未摸清楚对方情况时，要采用多种方法与之周

旋。

B．优秀的将领统率军队，不会让勇敢的士兵只身一人冲锋在前，也

不会让胆怯的士兵只身一人往后撤退，他们行动时像风雨一般猛烈。

C．如果军队的力量没有一致性，即使统率的士兵很多，其战斗力也

很小；倘若交战的双方都极力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可能达到以少胜

多的目的。

D．依据带兵的水平，把将领分为三类，即上将、中将和下将，其中

上将懂得天道，熟悉地利，也赢得人心，并且能够见机行事，因此不

会打败仗。

9．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共 2小题，8分）

（1）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齐其力也。（4分）

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4分）

文中运用章华台被烧的事例，意在说明什么道理？（3分）

【答案】6．A 7．C 8．C

9．（1）然而人（却能）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是（因为

它们）不能互相沟通思想、统一力量。



（2）不战时（平时）恐惧不安，战斗时又犹豫不决，因此稍有行动

就会被人擒获。

10．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形成巨大力量，取得胜利。

【解析】6．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没有水火那样的差异，想以少胜多，

不能功成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之与人”共同作主语，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D；

“以寡制众”是“欲”的宾语，二者不能断开，“靡”表否定，“靡

成其功”不能断开，排除 BC；

故选 A。

7．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掌握，理解文言一词多义、词类

活用现象的能力。

A.正确。意动用法，以……为贵，看重；使动用法，使……争斗。句

意：所以圣人看重静。/反而想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两主相斗，旁观

两国的灾祸和损失。

B.正确。句意：行动时如同一个整体。/竭尽诚心，胡越之人也将结

为一个整体。

C.错误。仅仅、只是；特意、特地。句意：而非仅仅只依靠人才的贤

能。/朝廷的诏书特意为我下达，任命我为郎中。

D.正确。

故选 C。

8．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倘若交战的双方都极力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可能达到以少胜多

的目的”错误，依据原文“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

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可知，倘若交战双方都用好自己的力量，那以

少胜多的情况，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

故选 C。

9．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席”，以……为席，用……做席；“齐”，统一；“不能通

其知而齐其力也”，判断句。

（2）“发”，行动，战斗；“是以”，因此；“禽”，捕捉，擒获。

10．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把握文章结构思路

的能力。

由原文“故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

得独退。止如丘山，发如风雨，所凌必破，靡不毁沮，动如一体，莫

之应圉，是故伤敌者众，而手战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弹……今夫虎豹

便捷，熊罴多力……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可知，作者先提出

“行动时如同一个整体，没有人能抵挡”的观点，然后用后面三个事

例加以证明，所以说明的是“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形成巨大力量，取

得胜利”的观点。

参考译文：



善于用兵的人，应当攻击混乱之敌，不攻击整肃之军。不去偷袭气势

威严之寇，不去攻击军旗严整之旅。敌方情况还未摸清，就用各种方

法与之相持。敌方露出致命弱点，我方就趁势消灭他；敌方手中掌握

战术，我方妄动就会走上险路。虎豹不乱跑，就不会落入陷阱；鸟儿

停着不乱飞，就不会被罗网系绊。万物没有因为不乱动而被制住的。

所以圣人看重静。因为静能够应对躁，后能应对先，周密能够胜过疏

漏，完备能够制服残缺。所以优秀的将帅带兵，能（使士卒）同心、

协力，使勇敢的人不会只身前进，使胆怯的人不会独自后退。（优秀

的将帅带兵）静止时如山丘般纹丝不动，冲锋时如风雨般迅猛，所攻

之敌必定击破，（使敌人）没有不崩毁灭亡的，（这样优秀将帅带出

的军队）行动时如同一个整体，没有人能抵挡。所以杀伤敌人的多，

而徒手相搏的情况少。五根手指交替着弹击，不如握拳一撞；一万个

人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个人一同临敌。现在虎豹敏捷，棕熊力大，然

而人（却能）吃它们的肉，用它们的皮做垫席，是（因为它们）不能

互相沟通思想、统一力量。水的力量胜过火，章华台失火，用勺子、

小升盛水来灭火，即使舀干深井大池里的水，对火也还是没有办法；

（但）拿着壶盆大容器盛水灭火，这火就能立刻扑灭。现在人与人之

间的差距，没有水火那样的差异，想以少胜多，不能功成也是显而易

见的。有的兵家说：“少可以胜多。”这话说的是（将帅）如何带兵，

而不是说具体的战斗。（有的将帅）统率的士兵多，但可用的少，这

是因为力量不齐整；（有的将帅）统率的士兵少但可用的多，这是因

为力量协调一致。假若（双方交战中）人人都能尽其才，全都用好自



己的力量，那以少胜多的情况，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仁、勇、信、

廉，是人的美好品质，但是仁慈的人可能被侵夺，勇敢的人可能被诱

骗，诚信的人容易被欺骗，廉洁的人容易被算计。统率大军的人，有

任何一种现象表现出来，便可能会被人擒获。由此看来，用兵打仗依

靠内在规律获胜，而非仅仅只依靠人才的贤能，这是相当清楚的。所

以高水平的将帅带兵，在上能知晓天道，往下拥有地利，在中能得人

心，于是顺着时机行动，凭着气势发动进攻，因此部队不会吃败仗。

至于次一等的将帅带兵，在上不懂得天道，在下不懂得地利，而只靠

人和气势，虽然不一定能保证全胜，但取胜的谋略必定多。下等水平

的将帅带兵，见闻广博却自乱思路，有智谋却自我怀疑，不战时恐惧

不安，战斗时又犹豫不决，因此稍有行动就会被人擒获。

二、（2024·江苏泰州·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共 5小题，20分）。

材料一

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愿以技资一卒。”子发闻之，衣不给带，冠不暇正，出见

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之礼 ”君曰：“此

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

却。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市偷进请曰：

“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

则夜解齐将军之帷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

得将军之帷，使归之于执事。”明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



明日又复往，取其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

谋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头。”乃还师而去。

（节选自刘安《淮南子·道应训》）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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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243223113011004

https://d.book118.com/6662432231130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