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言的眼光读文言文！



文 言
语 法

文言句式常见实词

常见虚词



常见实词
文言实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数词 

代词（我、
谁、这）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

教学大纲 》（ 人民教育出

版社

2012年4月第1版）开列了120 

个

常见文言实词。



常见实词



  古汉语中，有些字用声音相同、相近或形体相近的字来代古汉语中，有些字用声音相同、相近或形体相近的字来代

替的语言现象叫文字替的语言现象叫文字““通假通假” ” 。一般认为，通假字的产生。一般认为，通假字的产生

可能是由于书写或抄书的人一时笔误，写了音同或音近的别可能是由于书写或抄书的人一时笔误，写了音同或音近的别

字，或是因地方习惯而写了另一个字。字，或是因地方习惯而写了另一个字。



通假字与本字的联系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1）读音完全相同。

如：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要”通“邀” 
 （2）声母或韵母相同。
 如：河曲智叟亡以应。 “亡”通“无”
 如：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扳”bān 通“攀” 
（3）形旁或声旁相同。

如：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唱”通“倡”
如：欲信大义于天下 。“信”ìn 通“伸” 

 （4）读音相近。
 如：舟身首尾长约八分有奇 。“有”ǒu 同“又” 



检测

•诲女知之乎 《〈论语〉十则》

•窥谷忘反 《与朱元思书》

•同舍生皆被绮绣 《送东阳马生序》

•属予作文以记之 《岳阳楼记》

•亲戚畔之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公输盘不说 《公输》

•乡为身死而不受 《鱼我所欲也》

•“女”rǔ 同“汝” 
•“反”fǎn 通“返” 
•“被”ī 通“披”
•“属”hǔ 通“嘱” 
•“畔”àn 通“叛” 
•“说”uè 通“悦” 
•“乡”iàng 通“向”



1 词义扩大。即今义大于古义。如“江”“河”二字，古代一般专指长

江、黄河，现在除了指长江黄河外，更多用于泛指，指一切江、河。 

 2 词义缩小。即今义小于古义。如“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中的“亲

戚”，古代除了指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外，通指

自己家庭中的成员，现代汉语中则不能用于自己家庭中的成员。

 3 词义转移。即一个词由表示某事物变为表示另外的事物。如“牺

牲玉帛，弗敢加也”的“牺牲”，古代指祭祀用的牲畜，现在则表示为

了正义的目的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或利益。

 4 感情色彩发生变化。 如“先帝不以臣卑鄙”的“卑鄙”， 古代是

中性词，“卑”指地位低下， 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卑”即此

义，“鄙”指见识短浅；而现在则是个地道的贬义词，用来形容人的

行为品质恶劣。 



 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居多；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居多。

遇到现代汉语仍在使用的双音节词，首先考虑把它分

开翻译。

例 如:

（1）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无论：无，不要；论，说。）

（2）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妻子：妻子、儿女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
与外人间隔。（《桃花源记》）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出师表》）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曹刿论战》）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二章》）
•及其日中如探汤（《两小儿辩日》）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公输》）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诗》）

检测

绝境 古义：与世隔绝的地方。
交通 古义：交错相通。 

布衣 古义：平民。
痛恨 古义：痛心、遗憾。
可以 古义：可以凭借。
池 古义：护城河。
汤 古义：热水。 

烈士 古义：有雄心壮志的人。
所以 古义： 用来……的
但 古义：只，只不过。



 在古代汉语里，某些词，主要是实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在语句中临时

改变它的功能，即改变原来的词性。 

 如（1）《狼》中“一狼洞其中”

 洞：名作动，打洞

 （2）《陈涉世家》中“将军身被坚执锐”

 坚和锐：形作名，坚固的铠甲、锐利的武器）

 古汉语词类活用，常见的主要有：

 1 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2 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3 名词作状语

 4 意动用法

 5 使动用法



（一）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陈涉世家》） 目：用眼睛看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曹刿论战》） 福：赐福，保佑 

（二）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 

 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三峡》 奔：飞奔的马。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出师表》 良实：善良诚实的
人 



（三）名词作状语 

 1、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方向。“向、在、往……”等。

 如：东连吴会，西通巴蜀。《隆中对》 

 东西：向东、向西。 

 2、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手段或依据。“用……”等。

 如：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 

 箕畚：用箕畚装运土石。

 3、表示动作行为的特征、状态。“像……一样”

 如：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狼》 

 犬：像狗一样地坐。 

 4、时间名词作状词，表示时间。“在……”等。

 如：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伤仲永》 

 日： 天天、每天。 



（四）意动用法 

 谓语动词含“认为…怎么样”或“把…当作

…”的意思 。
 如：稍稍宾客其父《伤仲永》

 宾客：名词的意动用法， 把……当宾客。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翁亭记》

 乐：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乐 

（五）使动用法 

 谓语动词含有“使……”的意思。 

 必先苦其心志（《二章》

 苦：形容词使动用法，使……苦恼。 



•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复前行，欲穷其林。
•将军身被坚执锐。
•斗折蛇行。
•皆若空游无所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检测

穿丧服。名为动。

走完。形为动。

尖锐的盔甲。形为名。

像北斗星那样。名为状

在空中。名为状。

以……为先。意动。
使……凄凉。使动。
使……寒冷。使动



根据语境正确推断实词词义根据语境正确推断实词词义
  语境语境  ，即上下文，即上下文  。上下文对词义具有制约。上下文对词义具有制约
和提示作用和提示作用  。一般地说。一般地说  ，不管一个词有多，不管一个词有多
少义项少义项  ，在具体的语境中只能有一个确定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只能有一个确定的
含义含义  。因此。因此  ，必要的知识储备与较强的语，必要的知识储备与较强的语
境意识结合起来境意识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 理解常见实理解常见实

词在文中的含义词在文中的含义 ” ”的关键。的关键。
  所以所以  ，平时要注意做必要的知识积累，平时要注意做必要的知识积累  ，阅，阅
读文言文篇段时要细心体察语境读文言文篇段时要细心体察语境  （（  上下文上下文  

）的意思。要力戒孤立、片面。）的意思。要力戒孤立、片面。



  如如 “ “一一””

①一人，一桌，一扇，一抚尺而已。（数词） 

②长烟一空（全部）《岳阳楼记》

③六王毕，四海一。（统一）

④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第一次）《曹刿论战

》

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 （相同、一样）

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

黄泉，用心一也。 （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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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5057047006123

https://d.book118.com/108035057047006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