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
（囚：指去世的人）。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
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讥曰：“设官
以治民，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
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身处处
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
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
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狼狈，锋棱顿减。

• （选自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 1.解释下面句中加点的词。
• ①所至但饮一杯水                   ②植木偶于堂       

• 2.翻译下面的句子。
• 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
• 3.根据上文，作者认为做官不但要       ，更要       
。（每空不超过4个字） 



•      有一个穿官服的人气昂昂的进了大殿，自称
一生为官，所到之处只喝老百姓的一杯水，无
愧鬼神。阎王微笑着说：“设立官制是为了治
理国家、造福百姓，下到管理驿站、闸门的小
官，都是按着理法来权衡利弊。但是要说不要
老百姓的钱就是好官，那么立个木偶在公堂上，
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比你还廉洁吗？”这官
听了又辩解道：“我虽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
啊！”

•         阎王又说：“你一生处处求得的是保全自
己，某个案子，你为了避开嫌疑没敢说话，这
不是有负于民吗？某件事情，你怕麻烦没有上
报朝廷，这不是有负于国吗？对为官者，三年
要考察一次政绩，为什么？无功就是罪啊！”
当官的大吃一惊，非常不安，锋棱顿减。



• 1.试题分析：
•        文言词语,一般立意于考查重点实词词义、
一词多义现象、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用
五种文言知识。特别是重点实词词义和一词多
义现象是此类题型考察的重点。近几年也出现
了对虚词的解释。

•         学生不仅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对词语的语
境义进行筛选，而且，还可以通过熟悉的文章
直接回忆起词语的意义，这样问题的难度实际
上已经降低了。

• 这两个词语在课内就能找到相应的词语解释“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亭亭净植”，虽是
课外解释，但出自课内。

1.①只  ②树立（竖立）



• 2.试题分析：
•       这是一道考查文言文翻译的题型。
•      解答时一定要首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
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
分点.

•      其次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
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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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有考生要特别留意。平时多读一些文言文
短文，可以积累语感。此句翻译要注意“举”的
解释，这是一个一词多义的词语。

2.怕事情烦重而（就）不做，（难道）不是

辜负国家吗？



• 3.试题分析：
•      从文中“公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
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
重而不举，非负国”，体现出为官要做实
事；

•      “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
不饮，不更胜公乎”，写出为官应廉洁。

• 考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
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3.廉政（廉洁）（1分） 勤政（务实，做

实事）



• 摘要： 
      新课标要求7－9年级的学生能阅读浅显文言文，
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
篇。“评价建议”中也指出对古文的考核重在考核学生
记忆积累的过程，考察学生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
解诗文大意，不考察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 

纵观近几年的中考情况，对文言文的考查内容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方面： 
    1、常见文言实词的意义和文言虚词的作用。 
    2、顺畅朗读，断句停顿。 
    3、句子的翻译和理解。 
    4、理解文意并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价。 
    考查的选文内容也从课内向课外延伸，但材料短小，
文意浅显，注重考查学生的文言迁移能力。 

 初中文言文      复习   答题方法    



• 文言文翻译顺口溜
• 　熟读全文，领会文意；扣住词语，谨慎翻译。
　字字落实，准确第一；单音词语，双音换替。
　国年官地，保留不译；遇有省略，补充整齐。
　调整词序，删去无义；修辞用典，辅以意译。
　推断词义，前后联系；字词句篇，连成一气。
　重回原文，检查仔细；通达完美，翻译完毕。



•    一 、文言字词的复习 
    文言文的文意把握以翻译句
子和理解句意为前提，而弄懂句意，
正确朗读又以理解文言文的字词含义
为前提。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对古汉
语中虚实词意义的理解和积累。 



字词解释

•文言词语，包括实词和虚词两类。文
言词语的考查以实词据多。考查的词
语，一般为通假字、多义词、古今异
义词、词性活用词等。当然仍以课文
下面的注解为主。学习中要注意理解，
避免死记硬背，并做到重点突破，对
于易错、易混词要加以积累。课外文
言词语要根据语境去推断。



•         
（一）文言实词的理解 
    文言实词的理解，主要指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
词类活用等实词，这些词语都有内在的规律可掌握，复习时应从归
纳复习并加以识记。 
    1 、一词多义 
    古代的词以单音节为主，一个词往往有几个义项。许多时
候，各个义项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我们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义项，
由基本义项而展开的引申义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掌握。如：间（1）
中间。《送东阳马生序》“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2）参与。
《曹刿论战》：“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3）隔开，隔绝。
《桃花源记》“遂与外人间隔”当然，会有些和基本义项相去甚远
的意思，这些特殊的义项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把它作为重点并牢
牢地记住。
    2 、古今词义 
    从古至今，大多数词义发生了变化，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词义扩大。如“江”“河”在古代一般专指“长江”“黄河
”，而现在成为河流的统称。（2）词义缩小。如“妻子”古代指
“妻子”和“儿女”，现在仅指“妻子”。（3）词义转移。如“
牺牲”，古代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是名词;今天转移为“为了正
义事业而献身”。这类词应将古今词意结合起来记忆，在考试时才
能准确辨别。 
    



• 3 、通假字 
    古今通假，就是两个字通用，两字之间只
是语音相同或相近，并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万
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中，“辩”通“辨”。通假
字的复习没有捷径可走，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4 、词类活用 
    古汉语中，某些实词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
灵活运用，在词句中临时改变它原来的词性，这种
现象叫词类活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名
词作动词；（2）名词作壮语；（3）动词作名词；（
4）使动用法；（5）意动用法；（6）形容词作名
词；(7) 形容词作动词。活用类的词本身意思并
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要判断在句中是什么词性。因
此，要了解常用的词性，如名词、动词、形容词、
连词等。 



• （二）答题方法及注意点 
    1、课内字词的解释，注意别写错别字。 
    2、归纳记忆。 
    文言文字词的复习应在理解的基础上强
化记忆，要结合语境理解词义，通过比较
归纳，找出记忆的相关规律。课内的字词
意思掌握是为课外文言文的阅读作最基本
的准备。 



二、翻译

• 翻译文言语句是文言文阅读的必考题。文
言语句的翻译一般有两种方法，直译和意
译，中考时常采用直译。直译讲究字字落
实，特别是关键词语的意思必须要呈现出
来。文言语句的翻译首先要知道文言词语
的意思，当然课外的文言语句翻译时，放
到语境中，根据上下文推断也不失是一种
较好的方法。



• 【文句翻译题】
• 答题技巧：
• 1、粗知全文大意，把握文意的倾向性。
• 2、详知译句上下文的含义。
• 3、逐字对应翻译，做好换、留、删、补、调。

4、抓住句子中关键字词翻译，要与上下文对
应，这些字词是得分点。注意词类活用、倒
装、通假、偏义复词。

• 5、复杂句子要作句子成分分析，抓住主干，
注意句间关系，注意特殊句式。意译词语根
据上下文推导，不拘泥于原文结构，由实到
虚。组合成句子，前后通顺。
　　 



• ★一定要直译，一般不允许意译，要字字落实，
忠实于原文。
　　①先将句子中的每个字都落实为现代汉语的
解释。（“信“）
　　②翻译个别字的最常用方法就是把古汉语中
常用的单音节词换成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双音节词。
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不要翻译，无须自作聪明。
　　③再将这些字连成句，要求符合现代人说话
习惯。（“达”）
　　④连字成句时注意尽量多就少改，该补的一
定要补出来，该调整顺序的也要落实。使一句话
完整通顺。
　　⑤个别字词实在无法说通，试试看是否是通
假或者活用。



（二）答题方法 

•    
    1、留。即保留文言文中的一些基本词汇、专有名
词，如古代国名、朝代名、年号、人名、地名、官名、
政区名，以及器物，度量、典章制度等专名之称。这
些词不必翻译，原样保留。例："南阳诸葛庐，西蜀
子云亭"中的“南阳”和“西蜀”作为地名不用译出。 
     2、补。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文言文中是单音节词，现代汉语中已变成复
音的要补成复音词。例：“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中“
妻子”要翻译成“妻子儿女”。 
   （2）遇到文言文中的省略之处，要按现代汉语的
习惯补出省略的内容。例：“战则请从”译成“如果作
战，请允许我跟随您一起去”。 
      



• 3、换。文言文中有不少词语，现代虽然还用，
但不是古代的意思，翻译时都应古代意思。例：
先帝不以臣卑鄙（译为身份低微，见识地下），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4、删。文言中有些虚词，现代汉语中已经没
有和它相当的词，或者没有必要翻译出来，翻
译后反而会造成语句补顺，对这样的虚词就可
以删去不译。例句首的发语词、句中的语助词、
在句中表示顺承的一些连词，起补足音节或停
顿的助词等虚词，均可略去不译。 
    5、顺。文言文翻译时，还会遇到一些修辞现
象、委婉说法，翻译时要灵活处理，以使译文
明白通顺。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庙堂
”指代朝廷，所以应译成“在朝廷做官就为老百
姓担忧”。 



• （一）文言文翻译标准：
• 1.信   准确
• 2.达   通顺畅达
• 3.雅   有文采
• （二）文言文翻译步骤：
• 1.通读全文，领会文意。
• 2.结合上下文，领悟句意。
• 3.逐词翻译，注意句式特
点。

（三）文言文翻译原则：
1.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2.准确表达原意

（四）文言文翻译方法：
1.词语扩展法
2.替换法
3.保留法
4.增补法
5.调整词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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