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复习

文言文阅读之常见文言句式五大类型



     常见的文言句式有五类常见的文言句式有五类：：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固定句式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固定句式。。

（一）六种判断句类型及示例
     在在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一般是中，一般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用判断动词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用判断动词““是是””来表示判断。来表示判断。
            但在但在古代汉古代汉语里，语里，““是是””多用作代词多用作代词，很少被当作判断词。，很少被当作判断词。
          因此，在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古代汉语是借助语气词来表示判断的古代汉语是借助语气词来表示判断的。。

类型 示例
“……者，
……也”句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

“者”“者也”句
①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
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游褒禅山记》）
②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鸿门宴》）



类型 示例

“也”字句
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

无标志句
①刘备天下枭雄（《赤壁之战》）
②今臣亡国贱俘（《陈情表》）
③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过秦论》）



类型 示例

用“为、乃、即、则、皆、必”等副词
表肯定判断，用“非”表否定判断

①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鸿门宴》）
②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③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纪》）
④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岳阳楼记》）
⑤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出师表》）
⑥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
⑦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赤壁赋》）

类型 示例

是
指示代词，这 是寡人之过也（《烛之武退秦师》）

动词，表判断 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诗》）



   判断句举例：判断句举例：

        ①①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

                翻译：翻译：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

        ②②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

                翻译：翻译：其中五人曾是盗贼，其余的人都是平民。其中五人曾是盗贼，其余的人都是平民。

        ③③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

                  翻译：翻译：陛下派人送贿赂给他，他才接受，这是陷害人触犯法律。陛下派人送贿赂给他，他才接受，这是陷害人触犯法律。

        ④④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翻译：翻译：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

        ⑤⑤杭，水陆之会。杭，水陆之会。

                  翻译：翻译：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



    ⑥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2020年全国Ⅰ卷）

       翻译：如今出自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令。如今出自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令。
    ⑦曰：“是真我家妇。”（2020年江苏卷）
       翻译：说：说：““这真是我家的媳妇。这真是我家的媳妇。””



（二）两种被动句类型及示例

      

所谓被动，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所谓被动，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

示行为的被动者、受事者，而不是主动者、施事者。示行为的被动者、受事者，而不是主动者、施事者。

            在古代汉语中，在古代汉语中，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行为的被动者的句式叫被动句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行为的被动者的句式叫被动句。。

          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型：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被动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被动；；

                                                                                                    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又叫意念被动句。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又叫意念被动句。

类型 示例

有标志
句

“于”字句：谓语＋于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师说》）

“见”字句：见＋谓语、
                    见＋谓语＋于   

①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廉颇蔺相如列传》）



类型 示例

有标
志句

“受”字句：受＋谓语＋于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壁
之战》）

“为”字句：为＋动词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过秦论》）

“为……所”
“……为所”句

①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六
国论》）
②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鸿门宴》）



类型 示例

有标
志句

“被”字句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
古》）
（注：并不是所有带“被”字的都为被动句，如“秦王复击轲
，被八创”中的“被”译为“遭受”，这句并不是被动句）

无标
志句

无固定
格式

①感斯人言（《琵琶行并序》）
②而刘夙婴疾病（《陈情表》）



  被动句举例：被动句举例：

        ①①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

  翻译：翻译：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被处以死刑。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被处以死刑。

        ②②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复为州砦所败。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复为州砦所败。

翻译：翻译：契丹军又进攻北平砦及保州，再次被州砦兵打败。契丹军又进攻北平砦及保州，再次被州砦兵打败。

        ③③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

翻译：翻译：（他）因积累了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他）因积累了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

        ④④轼恐不见容。轼恐不见容。

翻译翻译：：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

        ⑤⑤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

翻译：翻译：命令他用大字书写在殿堂屏风上，并把副本赏赐给全部侍臣。他就是这样被重命令他用大字书写在殿堂屏风上，并把副本赏赐给全部侍臣。他就是这样被重

视的视的。。



     ⑥⑥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

翻译：翻译：随后担心不招认会被酷刑毙命。随后担心不招认会被酷刑毙命。

        ⑦⑦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

翻译：翻译：魏忠贤被杀后，朝廷追赐左光斗为右都御史。魏忠贤被杀后，朝廷追赐左光斗为右都御史。



（三）五种省略句类型及示例

    

在句子中省略某一词语或某种成分的现象，是古今共有的。不过，在文言文里这种现
象更突出，而且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能省略的句子成分，在古代汉语中也经常被
省略。

类型 示例

省略主
语

承前省 沛公军霸上，（沛公）未得与项羽相见（《鸿门宴》）
蒙后省 （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鸿门宴》）

对话省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日之事）甚急！……”
（《鸿门宴》）

省略谓
语

承前省 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十二章》
）



类型 示例

省略
谓语

蒙后省 因跪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击缶（《廉颇蔺相如列传》）

省略宾
语

动词宾语
省

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之）以事（《鸿门宴》
）

介词宾语
省

竖子不足与（之）谋（《鸿门宴》）

省略介
词

介词“于”省列坐（于）其次（《兰亭集序》）



类型 示例

省略
介词

介词“自”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自）日边来（《望天门山》）

省略兼语 使（之）快弹数曲（《琵琶行并序》）



   省略句举例：

    

①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

翻译：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盗贼数量太多，试着查寻他们的罪状，得知其中五人曾经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盗贼数量太多，试着查寻他们的罪状，得知其中五人曾经

是盗贼，其他的人都是平民。（张元济）最终不敢奏报皇上，把所有人都杀掉了。是盗贼，其他的人都是平民。（张元济）最终不敢奏报皇上，把所有人都杀掉了。

    ②冬十月，遣曹利用诣契丹军。

翻译：这一年冬天十月，（皇帝）派遣曹利用前去契丹军营。这一年冬天十月，（皇帝）派遣曹利用前去契丹军营。

    ③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

翻译：皇上听说景州录事张玄素的名声，就召见（张玄素），向（他）询问为政之道。皇上听说景州录事张玄素的名声，就召见（张玄素），向（他）询问为政之道。

（张玄素）回答说（张玄素）回答说…………



    ④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

翻译：有一天，（徽宗）特地拿出三封诏令让他草拟，（王安中）马上写成。有一天，（徽宗）特地拿出三封诏令让他草拟，（王安中）马上写成。

    ⑤家人有少变其旧者，辄不怿。

翻译：家人有稍微改变旧俗的，（太傅）就不高兴。家人有稍微改变旧俗的，（太傅）就不高兴。



（四）倒装句类型及示例

    1.四种宾语前置句类型及示例

    

文言文中，动词或介词的宾语一般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后，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条件下，宾语会前宾语会前

置。置。 类型 示例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句中有否定词“不、弗、未、毋、无、莫”
等）

①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邹忌讽齐
王纳谏》）
②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寡人之于
国也》）



类型 示例

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句
中出现疑问代词“何、谁、孰、恶、安、焉
、胡、奚、曷”等）

①沛公安在（《鸿门宴》）
②大王来何操（《鸿门宴》）
③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以“之”或“是”为标志，用于加重语气，宾语
前置（“之”“是”无实义）

①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
②惟兄嫂是依（《祭十二郎文》）



类型 示例

陈述句中，介词“以”的宾语常要前置；介词
的宾语是方位词的，也常会前置

①一言以蔽之（成语）
②夜以继日（成语）
③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
—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
西向侍（《鸿门宴》）



    宾语前置句举例：

    ①准以王钦若荐。

翻译：寇准推荐了王钦若。寇准推荐了王钦若。

    ②（群臣）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

翻译：（群臣）只知道奉命加以执行罢了，没有谁敢违背他（皇帝）。（群臣）只知道奉命加以执行罢了，没有谁敢违背他（皇帝）。

    ③今壮矣，而外大母何在耶？

翻译：现在我成年了，但外祖母在哪里呢？现在我成年了，但外祖母在哪里呢？

    ④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
翻译：景监说：景监说：  ““你用什么打动了我们国君？他非常高兴。你用什么打动了我们国君？他非常高兴。””
    ⑤所谓拂衣者难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难！

翻译：你所说的隐居生活是让妻子和儿女生活艰难，你如果这样说又为难什么呢！你所说的隐居生活是让妻子和儿女生活艰难，你如果这样说又为难什么呢！



        2.五种定语后置句类型及示例

    

在现代汉语中，定语是修饰或限制主语或宾语的形容词、名词、代词等，一般放在中

心词前。

      这种语序古今一致，但在文言文中，除此情况外，定语也可以放在中心词后。

定语放在中心词后面，构成定语后置的形式。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把后置的定语提

到中心词前面。



类型 示例

中心词＋后置定语＋者
①求人可使报秦者（《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荆轲刺秦王》）

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
①石之铿然有声者（《石钟山记》）
②马之千里者（《马说》）

中心词＋之＋后置定语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劝学》）

中心词＋而＋后置定语＋者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五人墓碑
记》）

中心词＋数量词定语 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鸿门宴》）

  2.五种定语后置句类型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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