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教材文言知识

选择性必修下册

27　陈情表　李密

原文呈现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

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

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

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

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

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

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

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

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

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

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

鉴。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

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基础过关

1.写出下面句子中的通假字，并解释其意义。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有　同　又　，　加在整数和零数之间　

2.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古义。

（1）九岁不行

古义：　不会走路。这里形容柔弱。　

今义：不可以，不被允许；不中用；接近于死亡；不好；表示程度极深，不得了（用在

“得”字后作补语）。

（2）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古义：　成人自立。　



今义：（组织、机构等）筹备成功，开始存在；（理论、意见）有根据，站得住。

（3）逮奉圣朝，沐浴清化

古义：　这里指承受恩泽。　

今义：洗澡；借指受润泽；比喻沉浸在某种环境中。

（4）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古义：　报答。　

今义：刊登在报纸上；向上级报告。

（5）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古义：　流星。　

今义：微小的火。

（6）臣欲奉诏奔驰

古义：　奔走效劳，这里指赴京就职。　

今义：（车、马等）很快地跑。

（7）则告诉不许

古义：　申诉（苦衷）。　

今义：说给人，使人知道。

（8）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古义：　自己的私情。　

今义：（数量）少；（人或事物）不重要。

（9）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

古义：　辛酸悲苦。　

今义：身心劳苦；客套话，用于求人做事。

3.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

（1）矜
①犹蒙矜育　怜悯。　
②不矜名节　看重、推崇。　
③虫翘然矜鸣（《促织》）　得意、骄傲。　

（2）薄

①门衰祚薄　浅薄。　
②但以刘日薄西山　迫近。　
③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孔雀东南飞并序》）　少。　
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出师表》）　轻视，看不起。　

4.指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活用类型，并解释其意义。

（1）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　名词作状语，在外/在内。　

（2）猥以微贱　形容词作名词，卑微低贱的身份。　

（3）臣具以表闻　使动用法，使上闻、报告。　

（4）责臣逋慢　形容词作动词，怠慢、轻慢。　

（5）则刘病日笃　名词作状语，一天天。　



（6）凡在故老　形容词作名词，元老，旧臣。　

（7）历职郎署　名词作动词，任职。　

（8）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形容词作动词，远离。　

（9）愿陛下矜愍愚诚　形容词作名词，诚意、衷情。　

（10）庶刘侥幸，保卒余年　使动用法，使……终了。　

（11）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　名词作状语，像犬马一样。　

5.判断下列句子的句式，填写在括号内，并翻译句子。

（1）慈父见背。（　宾语前置句　）

译文：　慈父就弃我而去（，去世）了。　

（2）而刘夙婴疾病。（　被动句　）

译文：　而祖母刘氏早已疾病缠身。　

（3）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状语后置句　）

译文：　州官登门催促，比流星的坠落还要急。　

（4）则告诉不许。（　被动句　）

译文：　但是向上申诉不被许可。　

（5）今臣亡国贱俘。（　判断句　）

译文：　现在我是亡国的卑贱的俘虏。　

（6）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无以”固定句式　）

译文：　我如果没有祖母，就没有办法活到今天。　

（7）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宾语前置句、省略句　）

译文：　因此，我自己的私情是不愿停止奉养而远离（祖母）。　

（8）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　状语后置句　）

译文：　这样看来，我对陛下尽忠的日子还长。　

6.将下列有关本课文化常识的内容补充完整。

（1）“表”是古代向　帝王　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动之以情”是这种文体的一个

基本特征。这种文体有自己的特殊格式，如开头要说“臣某言”，结尾常有“臣某诚惶诚

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之类的话。典范之作如诸葛亮的　《出师表》　、李密的《陈

情表》。

（2）外无期功强近之亲

“期”指穿一年　孝服　的亲族。“功”指穿　大功服　（九个月）、　小功服　（五个

月）的亲族。这都指关系比较近的亲属。

（3）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①太守：　郡　的最高行政长官。



②察孝廉：汉代实行的官员推举制度。“孝廉”，汉代所设荐举人才的一种科目，推举　

孝顺父母　、　品行方正　的人。

③刺史：　州　的最高行政长官。

（4）结草：《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大夫魏武子临死时，嘱咐他儿子魏颗把自己的

爱妾杀了殉葬。魏颗没有照办而把她嫁了出去。后来魏颗与秦将杜回作战，看见一个老人

结草，把杜回绊倒，因此擒获杜回。魏颗夜间梦见这个老人，自称是那个再嫁之妾的父

亲，特来报恩。因此，后世用“结草”代指　报恩　。

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在《陈情表》中，李密以鸟喻人，说明人应尽孝心的两句是“　乌鸟私情　，　愿乞

终养　”。

（2）李密在《陈情表》中，先以外无亲近的亲戚、内无应门的童子铺垫，然后指出自己

“　茕茕孑立　，　形影相吊　”，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3）李密在《陈情表》中用“　臣以险衅　，　夙遭闵凶　”两句概括了自己早年坎坷多

难的命运。

（4）在《陈情表》中，李密用“　舅夺母志　”委婉地说出母亲改嫁的事实，用“　门衰

祚薄　”直接表现了他家门衰微、福分浅薄的事实。

（5）在《陈情表》中，李密向晋武帝说明在前朝任职的目的以打消晋武帝疑虑的两句是

“　本图宦达　，　不矜名节　”。

（6）在《陈情表》中，李密用“　至微至陋　，　过蒙拔擢　”两句自谦，表示自己身份

虽低却被晋朝委以重任。

（7）李密在《陈情表》中写自己虽然想为国效力，但是祖母病情日渐加重的句子是“　臣

欲奉诏奔驰　，　则刘病日笃　”。

（8）在《陈情表》中，李密抓住晋朝“　以孝治天下　”的治国原则，坚持和祖母相依为

命，因此“　区区不能废远　”。

（9）在《陈情表》中，李密运用“结草”的典故表达他将为国出力和誓死报答皇帝恩情的

两句是“　臣生当陨首　，　死当结草　”。

28　项脊轩志　归有光

原文呈现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

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

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

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

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

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

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

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

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

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

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

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

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

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

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

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基础过关

1.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古义。

往往而是

古义：　到处。　

今义：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某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时常存在或经常发生。

2.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

（1）始
①室始洞然　副词，才，方才。　
②庭中始为篱　副词，起初，先。　
③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谏太宗十思疏》）　开始，开端。　

（2）过

①日过午已昏　超过。　
②大母过余曰　拜访，探望。　
③从轩前过　经过。　
④人恒过，然后能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犯错误。　
⑤闻大王有意督过之（《鸿门宴》）　罪，加罪。　
⑥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　过分，过于。　

（3）为

①轩东故尝为厨　作为。　
②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　成为。　
③余既为此志　写作。　
④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治理。　

（4）每
①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　副词，每次。　
②妪每谓余曰　副词，常常。　



（5）已
①日过午已昏　副词，已经。　
②庭中始为篱，已为墙　副词，不久后。　
③是亦不可以已乎（《鱼我所欲也》）　停止。　

3.指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活用类型，并解释其意义。

（1）雨泽下注　名词作状语，向下。　

（2）使不上漏　名词作状语，从上面。　

（3）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名词作状语，亲手。　

（4）垣墙周庭　名词作动词，砌上垣墙。　

（5）乳二世　名词作动词，喂奶、哺育。　

（6）执此以朝　名词作动词，上朝。　

（7）客逾庖而宴　名词作动词，吃饭。　

（8）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　数词作名词，一体。　

4.判断下列句子的句式，填写在括号内，并翻译句子。

（1）项脊轩，旧南阁子也。（　判断句　）

译文：　项脊轩，是原来的南阁子。　

（2）妪，先大母婢也。（　判断句　）

译文：　（这个）老婆婆，是我去世的祖母的婢女。　

（3）鸡栖于厅。（　状语后置句　）

译文：　鸡在厅堂里栖息。　

（4）其制稍异于前。（　状语后置句　）

译文：　它的规制跟过去稍有不同。　

（5）而母立于兹。（　状语后置句　）

译文：　你的母亲（曾经）站在这儿。　

（6）余自束发读书轩中。（　状语后置句、省略句　）

译文：　我从十五岁起就在轩内读书。　

（7）以当南日。（　省略句　）

译文：　用（北墙）对着南边射来的日光（使其反照室内）。　

（8）语未毕，余泣。（　省略句　）

译文：　（老婆婆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哭起来。　

（9）轩凡四遭火，得不焚。（　被动句　）

译文：　项脊轩一共遭过四次火灾，能够不被烧毁。　

5.将下列有关本课文化常识的内容补充完整。

（1）“三五之夜”中的“三五”是指农历每月的　十五　日，通常是每月的望日，这天后

一天叫“既望”。

（2）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



先大母，指　去世的祖母　。在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太后（帝王的

母亲）、大父（祖父）、大母（祖母）。在称谓前加“先”表已去世，用于敬称地位高的

或年长者。《礼记·曲礼》：“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故去世的父

亲称“　先考　”，去世的母亲称“　先妣　”。

（3）室西连于中闺

闺，一般指内室，也特指女子的内室。“闺”字常和女子有关，女子的住室称“　闺

房　”。文中的“中闺”指　内室　。

（4）余自束发读书轩中

束发，指男孩　十五　岁。古时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称谓。儿童时期，头发向上收起，扎

成丫髻，称为“　总角　”，于是称童年时期为“　总角　”。男孩成童束发为髻称“束

发”。

（5）余扃牖而居

牖，古建筑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古院落由外而内的次序是门、庭、堂、室。进了门是

庭，庭后是堂，堂后是室。室门叫“　户　”，室和堂之间有窗子叫“牖”，室的北面还

有一个窗子叫“　向　”。上古的“窗”专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开在墙壁上的窗叫

“牖”。

（6）后五年，吾妻来归

归，旧时指　出嫁　。《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描述的即为女子

出嫁的情形。此外，女子出嫁亦称“适”。如《孔雀东南飞并序》：“贫贱有此女，始适

还家门。”

（7）吾妻归宁

归宁，指　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省亲　。“归宁”不同于“归省”，“归省”指回家看望父

母，不只限于出嫁的女子。

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在《项脊轩志》中，“　室仅方丈　，　可容一人居　”两句描写了项脊轩之狭小。

（2）在《项脊轩志》中，“　尘泥渗漉　，　雨泽下注　”两句写出了百年项脊轩的老旧

和破败之况。

（3）在《项脊轩志》中，“　偃仰啸歌　，　冥然兀坐　”两句从动静两个角度，写出了

作者在项脊轩中读书和思考的美好感受。

（4）在《项脊轩志》中，用鸟的状态来突出项脊轩院落幽静的句子是“　小鸟时来啄

食　，　人至不去　”。

（5）在《项脊轩志》中，“　桂影斑驳　，　风移影动　”两句写出了项脊轩在“三五之

夜”时，树影的“珊珊可爱”。



（6）在《项脊轩志》中，“　余扃牖而居　”一句写出了作者喜静的性格特点，“　能以

足音辨人　”一句写作者能够通过听脚步声来辨别来人，说明他在轩中居住的时间很长。

（7）在《项脊轩志》中，作者移情于物，借枇杷树的繁茂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的句

子是“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　今已亭亭如盖矣　”。

29　兰亭集序　王羲之

原文呈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

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

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

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

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基础过关

1.写出下列句子中的通假字，并解释其意义。

（1）悟言一室之内

　悟　同　晤　，　面对　

（2）虽趣舍万殊

　趣　同　取　，　选取　

2.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古义。

（1）列坐其次

古义：　它（曲水）的旁边。　

今义：次第较后，第二（用于列举事项）；次要的地位。

（2）俯察品类之盛

古义：　自然界的万物。　

今义：种类。

（3）或取诸怀抱

古义：　心怀。　

今义：抱在怀里；胸前；心里存有；心胸，打算。



（4）亦将有感于斯文

古义：　这次集会的诗文。　

今义：文雅；文化或文人。

3.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

（1）临 ①未尝不临文嗟悼　面对。　
②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出师表》）　临近，靠近。　

（2）一 ①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把……看作一样。　
②其致一也　相同，一样。　

（3）致

①其致一也　意态，情趣。　
②家贫，无从致书以观（《送东阳马生序》）　得到。　
③以致天下之士（《过秦论》）　招致，招引。　
④听妇前致词（《石壕吏》）　对……说话。　

（4）次 ①列坐其次　旁边。　
②次北固山下　停宿。　

（5）修

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高。　
②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岳阳楼记》）　修理，整治。　
③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修饰，装饰。　
④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答司马谏议书》）　修正。　
⑤邹忌修八尺有余（《邹忌讽齐王纳谏》）　长，这里指身高。　

（6）之

①及其所之既倦　动词，求得。　
②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代词，指“ 向之所欣……已为陈迹” 。　
③不知老之将至　助词，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④足以极视听之娱　助词，相当于“ 的” 。　

（7）期
①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归结。　
②期年之后（《邹忌讽齐王纳谏》）　一周年。　
③度已失期（《陈涉世家》）　期限。　

（8）是

①是日也，天朗气清　指示代词，此。　
②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孔雀东南飞并序》）　判断词，是。　
③唯利是图　助词，用于前置宾语之后。　
④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并序》）　形容词，正确的。　

（9）毕
①群贤毕至　副词，全，都。　
②寿毕，请以剑舞（《鸿门宴》）　完成，结束。　
③吾与汝毕力平险（《愚公移山》）　副词，尽、全。　

4.指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活用类型，并解释其意义。

（1）一觞一咏　名词作动词，喝酒。　

（2）引以为流觞曲水　使动用法，使……流。　

（3）所以游目骋怀　使动用法，使……放纵/使……舒展。　

（4）群贤毕至　形容词作名词，贤士。　

（5）少长咸集　形容词作名词，年轻的人/年长的人。　

（6）死生亦大矣　形容词作名词，大事。　

（7）齐彭殇为妄作　意动用法，把……看作相等。　



（8）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意动用法，把……看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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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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