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十六 辨析文言词语和文化常识——突破高考第 11 题（解析版）

第一组

1．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蚤生而晚杀”与“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鸿门宴》）中的“蚤”用法相同。

B．五谷，五种谷物，具体指哪五种，说法不一。也常用“五谷”泛指所有粮食作物。

C．“此王之道也”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说》）两句中的“道”的含义不同。

D．“此务粟之功也”与“内立法度，务耕织”（《过秦论》）两句中的“务”的含义不同。

2．下列对对句中词语的相关内容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荫授，指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世有功劳而被授以官职，“陶鲁，字自强，荫授新会丞。”表明陶鲁的

儿子在陶鲁去世后“进副千户”也是荫授所致。

B．严重，在“雍在军严重，独于鲁未尝不虚己”中的意思是“威严持重”，此句中“严”的意思与

“新妇起严妆”中“严”的意思不同。

C．弱冠，古代人到二十岁要束发行冠礼，谓之“加冠”，是成人的标志，它与“冠者五六人”中“冠

者”的意思相同。

D．视事，在“每晨，授经史讲解而后视事”中指处理公务，这个意思与古文中的“听事”、“致仕”

的含义接近。

3．下列对对句中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学问之道无穷”与“复前行，欲穷其林”中“穷”字含义和用法都相同。

B．“朱笔”是蘸朱砂的毛笔，其中“朱”与“只是朱颜改”的“朱”都指红色。

C．“过大则离披”与“将军身披坚执锐”中的“披”字含义不相同。

D．苏轼字“子瞻”，此处以字称其名；曾国藩号“涤生”，这里以号自称。

4．下列对对句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即阼，“阼”，本是大堂前东面的台阶，“皇帝即阼”中的“即阼”，就是登上阼阶主持祭祀，意

指皇帝登基。

B．壬子，古代用 10 天干、12 地支相配纪年纪月纪日，经过计算，2023 年为癸卯年。文中“壬子”



用来纪年，应为“辛亥”后一年。

C．“日有食之，适见于天，菑孰大焉”的“适”和《石钟山记》里“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的“适”

意义相同。

D．股肱，本义是大腿和胳膊，常组成“耳目股肱”，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天下治乱，在朕一人，

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句中即为此意。

5．下列对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负耒耜而自宋之滕”与“誓天不相负”（《孔雀东南飞》）两句中的“负”字含义不同。

B．“固不可耕且为也”与“固前圣之所厚”（《离骚》）两句中的“固”字含义相同。

C．“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与“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氓》）两句中的“与”字含义不同。

D．“故曰；或劳心，或劳力”与“所守或匪亲”（《蜀道难》）两句中的“或”字含义相同。

6．下列对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赞曰：书契之兴，肇乎中古”中的“赞”，赞叹、赞美，同成语“不赞一词”的“赞”意思不同。

B．“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中的“逮”，及、等到，与《陈情表》中“逮奉圣朝”的“逮”意

思相同。

C．江表，即江外，在古代中原人看来，江南地区在长江以外，故江南即江外。

D．“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中的“播”，传扬，与《谏太宗十思疏》中“仁者播其惠”的“播”意

思相同。

7．下列对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虽百工技艺”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师说》）两句中的“百工”都是对手工业者的总称，

有尊敬劳动者之意。

B．“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与“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陈情表》）两句中的“笃”含义不同。

C．“诸生殆不至于此”与“殆有神护者”（《项脊轩志》）两句中的“殆”含义相同。

D．要绥，即要服、绥服，这两者均属于“五服”，是古代王畿以外的区划名，“龙场古夷蔡之外，于

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中的“要绥”泛指边远地区。

8．下列对对句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即位后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国泰民安，开创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B．殷鉴，原意指殷朝的子孙应以夏亡作为借鉴，后泛指可以作为鉴戒的往事。殷，朝代名，即商朝，

因盘庚迁都于殷，故又称殷。



C．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表示成年，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冠者五六

人”中“冠者”即代成年人。

D．正道，指所有事物的正确运行规律，与《屈原列传》“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中“正

道”的用法和意思都相同。

9．下列对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怀光以尝在邠宁，迫制如属城，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中的“总”，意为统管，与《谏太宗

十思疏》中“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的“总”意思不同。

B．“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中的“闻”，意为上奏、报告，与《陈情表》中“臣具以表闻，辞不

就职”的“闻”意思相同。

C．“怀光遂系之” 中的“系”，意为关押、囚禁，与《苏武传》中“加以老母系保宫”的“系”意思

相同。

D．“已事，军还至马岭，吐蕃始来”中的“已”，意为已经，与《项脊轩志》中“庭中始为篱，已为

墙”的“已”意思不同。

10．下列对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冠，所以饰首也”中的“饰”，指装饰，与《谏逐客书》中“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

耳目者”的“饰”字意思相同。

B．“世之走利有似于此”中的“走”，指趋向，与《送东阳马生序》中“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的“走”字意思相同。

C．“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中的“魏阙”，指宫门上高出的观楼，其下常悬挂法令，

后用作朝廷的代称。

D．“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中的“重伤”，指再次受到伤害，“重”与《过秦论》中“尊

贤而重士”的“重”字意思不相同。

参考答案

1．A.正确，都是通“早”。句意：作物生长期早而凋落期迟。/明天不能不早早的来向项王道歉。

B.正确。

C.正确。分别是“道路”和“风尚”。句意：这正是成就王业的道路。/从师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

了。

D.错误，两句中的，“务”都是“致力于”的意思。句意：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对内建

立法律制度，致力于耕田纺织。



故选 D。

2．A. 正确。

B. 正确。 严，威严/仔细。句意：韩雍在军中地位重要治军也很威严 /新妇起身精心地打扮梳妆。

C. 正确。

D.“与古文中的……‘致仕’的含义接近”错。“听事”，指处理政事，判断是非曲直。“致仕”，

指交还官职，即退休。所以与“致仕”含义不同。

故选 D。

3．A.错误。穷尽；走到尽头。句意：学海无涯，没有穷尽。/又向前走，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

B.正确。

C.正确。倒下；披着。句意：太多了就会全部倒下。/将军身穿坚硬的铠甲，手拿锐利的武器。

D 正确。

故选 A。

4．C.错误。通“谪”，责备，谴责；往，到。意义相同。句意：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

现象。/我从齐安坐船到临汝去。

5．A.正确，“负”字含义不同。背；辜负。句意：背了农具耒耜从宋国来到滕国。/对天发誓不会辜

负你。

B.正确，“固”字含义相同，都是“本来”。句意：各种工匠的活儿本来就不是一方面种地一方面同

时干得了的。/这本来就是前代圣贤所看重的。

C.正确，“与”字含义不同。通“欤”，语气词；介词，同。句意：这样说来，那么治理天下难道就

可以和种地一起兼着干吗？/哎呀姑娘们呀，不同男子沉溺在爱情中。

D.错误，“或”字含义不同。有的人；如果、倘若。句意：所以说：有的人使用脑力，有的人使用体

力。/驻守的官员倘若不是可信赖的人

故选 D。

6．A．“‘赞’，赞叹、赞美”错。“赞”，传记结尾的评论性文字/添加。句意：文章写得很好，

别人不能在再添一词一句。

B．正确。“逮”，都是等到的意思。句意：到了钟繇、王羲之以后/到了晋朝建立。

C．正确。

D．正确。“播”，都是传播的意思。句意：凭着这样的书法来扬名显声/仁慈的人传播他的恩惠。

故选 A。



7．A.“有尊敬劳动者之意”错。无尊敬之意，手工业者地位低下，一般人多歧视。

B.正确。“笃”，一心一意/病重，沉重。句意：必定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坚定的缘故/我很想遵从皇上

的旨意赴京就职，但祖母刘氏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

C.正确。“殆”，都表揣测，可译为：恐怕、大概。句意：各位同学恐怕不至于这样/大概是有神灵

在保护吧！

D.正确。

故选 A。

8． D.“屈原正道直行”中“正道”，指坚守正道，品行端正。句意：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

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

9．A.正确。统管；总结归纳。两句的“总”意思不同。句意：让其党羽张昕在邠州总管后方政务/

总结归纳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

B.正确。句意：韩游瑰当天派杨怀宾奉表上奏/臣通过上表仔细陈述让您听到(我的想法)，推辞(这份

职务)不去就职。

C.正确。句意：李怀光于是囚禁了他/加上老母拘禁在保宫。

D.“已，意为已经”错误。完成，结束；不久后。句意：修城完毕/庭院中开始是篱笆隔开，不久后

又砌成了墙。

故选 D

10．A. 饰，都指装饰。句意：用来装饰头部的 /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人耳目的。

B.“意思相同”错误，走，趋向/跑。句意：世上的人趋向财利跟这种情形相似 /抄写完毕后，便马

上跑去还书，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

C. 正确。

D. 正确。重伤，再次受到伤害/重视。 句意：这就叫作再次伤害/尊重贤才又重视士人。

故选 B。

第二组

1．下列对句中词语或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谅闇亦作“谅阴”，原指居丧时所住的房子，“及顺宗在谅闇，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

中借指顺宗为先帝德宗守丧。

B．“权知中书舍人”中的权知在文中指兼管中书舍人事，与的“兼”“兼判”等词都为兼任的意思。

C．左授，和《琵琶行并序》中“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的“左迁”相同，都表示降职。



D．受代，即受人替代。“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归朝，道次病卒。”中指卫次公原来担任的官职任满，

由新官替代后返回朝廷。

2．下列句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扶辇下除”，辇，皇帝的车子；除，是门与屏（今所谓照壁）之间的通道。

B．“太夫人已不幸”，太夫人，称苏武的祖母。不幸，遭遇了不幸运的事情。

C．“位列将，爵通侯”，列将，一般将军的总称。通侯，爵位名，汉朝继承秦制。

D．“茅土之荐”，“茅土”，白茅和五色土，为古代受封者得以有国建社的表征。

3．下列对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行摄同义复合，摄即“摄政王”之“摄”，有代理政事、暂任官职的意思。

B．三代，尧、舜、禹三代的统称，礼乐制度比较完备，故孔子据以考订礼乐。

C．六艺，古代贵族教育的六种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也指儒家教育的六经。

D．孔里，即孔林，为孔子及其后代子孙之墓地，与孔庙、孔府统称曲阜三孔。

4．下列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堂，古代帝王宜明政教之所，凡朝会、祭祀、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B．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土地和谷物是农业社会的根基，后来用“社稷”代指国家。

C．儒生，指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后泛指读书人。“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

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中选用该词含有对人的鄙视。

D．斧钺，指用于作战的兵器，象征军权和统治权，后泛指刑罚、杀戮，“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

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中采用此词原意。

5．下列对句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甚见亲信”与“君既若见录”（《孔雀东南飞》）两句中的“见”字含义相同。

B．“崇韬素廉”与“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苏武传》）两句中的“素”字含义相同。

C．“艰难逸豫”与“逸豫可以亡身”（《五代史官传序》两中的“豫”含义相同。

D．“当崇韬用事”与“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屈原列传》）两句中的“用事”含义相同。

6．下列对句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中的“一旦”在文中是“一时、突然”之意，与《阿

房宫赋》“一旦不能有”中的“一旦”意思相同。

B．“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中的“相与”在文中是“一起”的意思，与《过秦论》“相

与为一”中的“相与”意思相同。



C．“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中的“被”是“覆盖、施加”之意，与《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中的“被”意思不同。

D．“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中的“望”的意思是“希望、愿望”，与《送东阳马生序》“德

隆望尊”的“望”意思相同。

7．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臣君者，岂为其口实”，口实，指俸禄，即古代官吏所得的薪金，也可指话柄、借口，如“贻人

口实”。

B．袒免，古代丧礼，凡是五服以外的远亲，无丧服之制，唯袒衣免冠，以示哀思。

C．“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中的危言，指危险的言论，其中“危”与成语

“危言谠论”的“危”意思不同。

D．“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中的“进”，指出仕，做官，与《离骚》中“进

不入以离尤兮”的“进”含义相同。

6．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德之本也”与“本图宦达，不矜名节”（《陈情表》）两句中的“本”字含义不同。

B．“复坐，吾语妆”与“述诸小妹语曰”（《项脊轩志》）两句中的“语”字含义相同。

C．“服除，迁秘书郎”，服除，指守丧期满，脱下丧服，中指为去世的父亲守丧期满而脱下丧服。

D．“岁终，书上考，固辞”，固，坚定，坚决，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兰亭集序》）中的“固”字

含义不同。

9．下列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黄老文中指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合称，黄老学说是华夏道学的渊源，尚阳重刚。

B．社稷是土神和谷神的总称。社为谷神，稷为土地神，社稷常被用来代指国家。

C．古时读书人及政客常随身携带刀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刀笔吏常指掌文案的官吏。

D．四夷是古代对中原周边东夷、南蛮、北狄和西戎各族的统称，亦泛指外族、外国。

10．下列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名甚恶，意思是地名很不好，“恶”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娇儿恶卧踏里裂”的“恶”字含义

相同。

B．去郑，意思是离开郑国，“去”，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去”含义不

同。

C．再拜，意思是再拜一次，“再”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再”字含义相



同。

D．每食，意思是每次进食，“食”与《马说》“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的“食”字含义不

同。

参考答案

1．D “权知指兼管中书舍人事”错误，“权知”的意思是“暂代管理”。

2．“太夫人，称苏武的祖母。不幸，遭遇了不幸运的事情”错误。太夫人，称苏武的母亲。不幸，

对去世的委婉说法。

3．B.“三代，尧、舜、禹三代的统称”错误，三代是夏、商、周。

4．D “句中采用此词原意”错误，斧、钺通常被联称，二者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而且是军权

和统治权的象征。但其在文中指刑罚，并非原意。

5．A A.“含义相同”错误。“被/放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可译为“我”。

句意：十分受到李存勖的信赖/既然承蒙你这样的记着我。

B.正确。均为“向来，一向”；句意：郭崇韬一向廉洁/单于听说我（李陵）与你交情一向深厚。

C.正确。均为“安逸快活”；句意：艰难困苦和安逸快活/安逸快活可以使自身灭亡。

D.正确。均为“当权”；句意：当郭崇韬当权时/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掌权的靳尚。

6．D A.正确。句意：可是突然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突然不能保有了。

B.正确。句意：一齐并肩接踵。/互相援助，成为一体。

C.正确。“被”，覆盖，施加。/介词，表被动。句意：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

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

D.“意思相同”错误。“望”，希望，愿望。/名词，名望。句意：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

德行高，声望大。

7．C A．正确。口实，指俸禄。“岂为其口实”，句意：难道是为了俸禄？口实，也可指话柄、

借口。“贻人口实”，意思：说话不小心，给人家留下了话柄。

B．正确。

C．错误。两个“危言”意思相同，都指正直的言论。“即危言”，句意：他就正直的言论来回答。

“危言谠论”，句意：正直的言论。

D．正确。

“进思尽忠”，句意：在朝廷做官想着要尽忠。“进不入以离尤兮”，句意：到朝廷做官而不被（君



王）所用，又遭到指责啊。

8.B A.正确。“德之本也”的“本”，根本；句意：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本图宦达，不矜

名节”的“本”，本来；句意：本来希图宦达，不顾惜名声节操。

B.“含义相同”错误。“复坐，吾语妆”的“语”，动词，说话；句意：我讲给你听。/“述诸小妹

语曰”的“语”，名词，言语、话语；句意：转述她的小妹妹们的话说。

C.正确。

D.正确。“岁终，书上考，固辞”句意：年终考核，给他定为上考，他坚持辞谢不接受。/“固知一

死生为虚诞”的“固”，本来；句意：本来知道把死和生等同起来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9．B.“社为谷神，稷为土地神”错误，社为土地神，稷为谷神。

10．C A.恶，不好。句意：地名很不好听；/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正确。

B.去，离开。句意：离开郑国。去，表趋向的语助词。句意：回去吧！田园都将要荒芜了，为什么不

回去呢？正确。

C.“再”意思是两次。句意：再拜一次。“再”，第二次。句意：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

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二者含义不同。

D.食，进食。句意：每次进食。食，喂养。句意：不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正确方法鞭打它，喂养它

却不能竭尽它的才能。正确。

第三组

1．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群盗殆以万数”中的“殆”与《石钟山记》中“郦元之所见，殆与余同”中“殆”意义不同。

B．“以此乘虚入关”中的“乘”，与《登泰山记》中“自京师乘风雪”的“乘”意义不同。

C．“乃阴部署宾客”中的“阴”与“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中的“阴”意义相同。

D．“身益危矣”中的“益”，与成语“精益求精”中的“益”意义相同。

2．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斗士是故众”中的“击”，指迎战，与《石钟山记》中“而陋

者乃以斧尽考击而求之”的“击”字意思不同。

B．“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中的“忧”，指担忧，文中的“忧”与《种树郭橐驼传》中“虽曰忧

之”意思相同。

C．“杀其内主，背其外赂，彼塞我施，若无天乎”中的“背”，违背，与《陈情表》中“慈父见背”

的意思不同。



D．“忘善而背德，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中的“载”，指乘坐，与《归去来兮辞》中“载

欣载奔”的“载”字意思相同。

3．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望族，旧指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本文中指张琯祖先的家族在邠宁非常有名望。

B．“世以学行著”的“行”与《归去来兮辞并序》“感吾生之行休”的“行”意同。

C．“乃大叹服，自谓不逮”的“逮”与《陈情表》中“逮奉圣朝”的“逮”意思不同。

D．班列，文中指朝班的行列。张琯和他的儿子一起在朝廷做官，同处于朝廷的班列中。

4．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善走,能骑射”与“善万物之得时”(《归去来兮辞》)两句中的“善”字含义不同。

B.“叛走秦、晋间山谷”与“走送之”(《送东阳马生序》)两句中的“走”字含义不同。

C.“倡乱长安”与“本长安倡女”(《琵琶行》)两句中的“倡”字含义不同。

D.“一举而扑灭”与“函谷举”(《阿房宫赋》)两句中的“举”字含义相同。

5．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以与贼抗而不降乎”与“愿陛下矜愍愚诚”（《陈情表》）两句中

“诚”字的含义不同。

B．浮图，梵语音译，也作“浮屠”，可指和尚。也可指佛塔，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

C．《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D．“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与“颜色憔悴”（《屈原列传》）两句中“颜色”二字的含

义相同。

6．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中的“不行”，此处指宋濂没有去就

职，与《陈情表》中“九岁不行”的“不行”意思不同。

B．《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春秋左氏传》是对其进行注释的作品。

C．司业，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内的副长官，协助祭酒主管监务。

D．谥，古代在皇帝、贵族、大臣、官员等有地位的人死后授与带褒贬意义称号的做法。

7．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节度使”是古代的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在重要地区设置的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元

朝时废除。

B．“解甲”的意思是脱下铠甲，“甲”是古代战士穿的用皮革或金属片制成的护身服，与“王于兴



师，修我甲兵”中“甲”意思相同。

C．“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中的“突出”，与“铁骑突出刀

枪鸣”的“突出”的意思不同。

D．“守具”即守卫用的战具，主要是为了防御敌人爬城、破坏城墙等攻击行为，其主要器械有叉竿、

飞钩、擂木等。

8．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中的“居”，指平时、日常，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中的“居则曰”中的“居”意思相同。

B．“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中的“氏”，文中是指在身怀专长的人的姓或者姓名后

面加上“氏”以表示尊重。

C．“清，蚩妄人也”中的“蚩”，指痴呆，与《诗经·氓》中的“氓之蚩蚩”中的“蚩”略有差异。

D．“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库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中的“塾”，指古代家

庭或家族内设立的学校，如（礼记）中“古之教者，家有塾”。

9．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老人延入坐”中的“延”，指邀请，与《过秦论》“秦人开关延敌”中的“延”含义相同。

B．“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中的“向”，意为原来、从前，与《兰亭集序》中“向之所欣”

的“向”含义相同。

C．“使人访其夫妇，载以来”中的“载”，有装载、运输之义，与《归去来兮辞》中“载欣载奔”中

的“载”含义不同。

D．刺史：“刺”指检核问事，即监察之意；“史”指御史，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行政长官，有时

称为太守。

10.下列对句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横行匈奴”与《燕歌行》中“男儿本自重横行”两句中的“横行”意思相同。

B．牛酒，古代用作馈赠、犒劳、祭祀的物品。“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中指犒劳汉使的佳肴美酒。

C．“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与《苏武传》中“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两句中的

“谢”意思相同。

D．“因罢去”与《过秦论》中“因遗策”“因利乘便”三句中的“因”含义都不同。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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