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文言文阅读

（一）（2022春·陕西宝鸡·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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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

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乙〕

房玄龄①奏：“阅②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③曰：“甲兵武备，诚不可缺；然炀帝④甲兵岂不足邪！

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⑤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注〕①房玄龄：唐太宗时任宰相。②阅：查看。③上：指唐太宗。④炀帝：指隋炀帝。⑤乂（yì）：

安定。

1．解释下列加点词语。

（1）便要还家(     )  

（2）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

（3）诚不可缺(     )  

（4）卒亡天下(     )

2．翻译下列句子。

（1）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3．用自己的语言回答：甲文村人来到桃花源的原因是①________ ；乙文唐太宗论述治国更需重视民生

时举的事例是②________ 。

4．甲乙两文都传达着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请结合内容，任选角度 提出治理国家的良好建议。

【答案】1．同“邀”，邀请   与世隔绝的地方   确实   终于  2．（1）（他们）竟然不知道

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  （2）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老百姓安定，这是我的武器装备（或盔甲兵

器）。  3．为躲避秦的战乱   隋炀帝兵力充足却最终亡国的事例  4．示例：我认为关注民间疾



苦，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爱护百姓可以使百姓安乐：我觉得为官者能先忧后乐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

（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1．本题考查文言词语理解。

（1）句意：村中人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要：同“邀”，邀请；

（2）句意：领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人隔绝的地方。绝境：与世隔绝的地方；

（3）句意：确实不可缺少。诚：确实；

（4）句意：最后还是丢掉了江山。卒：终于。

2．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翻译。重点词语有：

（1）乃，竟然。无论，更不用说。

（2）若，如果。乃，是。

3．本题考查内容理解概括。

根据【甲】文“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可知，交代了村中人来到桃花源的原因，即为

躲避秦的战乱；

根据【乙】文“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可知，

唐太宗论述治国更需重视民生时列举的示例是隋炀帝甲兵富足却亡了国，所以君臣都需尽心竭力使百姓富

足。

4．本题考查内容理解概括。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

示例：我认为为官者应廉政爱民，实施仁政，关注民生，造福于民才能是百姓安居乐业。

参考译文：

【甲】看见了渔人，感到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渔人）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详细的一一作了回

答。村中人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了酒、杀了鸡做饭来款待他。村子里的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

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领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人隔绝

的地方，不再从这里出去，所以跟桃花源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这里的人）问如今是什么朝代，他们竟然

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渔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事一一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听完，他们都

感叹惋惜。

【乙】房玄龄上奏说：“（我）看过朝廷仓库的盔甲兵器，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铠甲兵械等武

器装备，确实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的盔甲兵器难道不够吗？他终究丢掉了江山。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

百姓平安，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



（二）（2022春·河北保定·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桃花源记（节选）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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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

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

道也。”

秦时妇人

①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①，恐妖伪事起②，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③窜山谷。

②有法朗④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⑤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

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

③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

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⑦如此？”僧曰：“我事⑧佛。佛须摈落⑨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

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

④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⑩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⑪逃

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

⑤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

注释：①客僧：外来和尚。②妖伪事起：兴妖作怪，蛊惑人心。③权：权且，暂且。④法朗：和尚法

号。⑤赍：携带。⑥宁：难道。⑦形骸：形体。⑧事：侍奉，供奉。⑨摈落：剃光头。⑩自：本是。⑪弊：

压迫。

5．请用“/”为下面的句子断句。（标两处）

恬 多 使 妇 人 我 等 不 胜 其 弊 逃 窜 至 此。

6．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着重号词的含义。

（1）便要还家：____________________

（2）并衣草叶：____________________

（3）僧具言之：____________________

（4）以草根哺之：__________________

7．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2）相顾笑曰：“语甚有理。”

8．根据理解，回答问题。

（1）《桃花源记》中人们来到桃源村和《秦时妇人》中人们来到雁荡山的原因各是什么？用自己的话

回答。

（2）结合《桃花源记》全文，写出两篇文章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两点即可）。

【答案】5．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  6．通“邀”，邀请   穿   详细   代词

他，指法朗和尚  7．（1）这里的人告诉（他）说：“（这里的事）不值得对外边的人说啊！”

（2）（他们）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他的）话很有道理。”  8．（1）围绕“避秦时乱”和“恬多使

妇人，我等不胜其弊”回答即可。  （2）①都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②里面住着一群为避难而来的

人；③无意间被外人发现；④结果是再寻而不得，极为神秘。（任意答两点，意近即可）

【解析】5．本题考查文言断句。解答此类试题，要在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先对句子作简单翻

译，初步了解大意，然后根据句子的意思和古文句法进行句读；同时利用虚词来辅助句读。

“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意思是：蒙恬多使用妇女，我们忍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就逃避

到这里。“恬多使妇人”主谓结构，应在“人”后停顿；“我等不胜其弊”主谓结构，应在“弊”后停顿；

因此断句为：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

6．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用法，如

通假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1）句意为：人们就把渔人请到自己家里。要：通“邀”，邀请；

（2）句意为：都穿着草叶。衣：名词动用，穿；

（3）句意为：法朗就详细地说给她听。具：详细；

（4）句意为：用草根养活他。之：代词他，指法朗和尚。

7．本题考查文言翻译。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找出关键实

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1）重点词语：语：向……人说，告诉。云：说。足：值得。为：向，对。道：说。



（2）重点词语：顾：看。语：话。甚：很，十分。

8．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第一问：

根据《桃花源记（节选）》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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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桃花源中人是为了躲避战乱；

根据《秦时妇人》中的“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可知，秦时妇人是因为不堪忍受折磨。

第二问：

根据《桃花源记》中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

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和《秦时妇人》中的“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

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容色端丽”等可知，都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

根据《桃花源记》中的“自云先世避秦时乱”和《秦时妇人》中的“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

此”等可知，里面住着一群为避难而来的人；

根据《桃花源记》中的“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和《秦时妇人》

中的“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等可知，无意间被外人发现；

根据《桃花源记》中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和《秦时妇人》中的“及至代州，备粮更去，

则迷不知其所矣”等可知，结果是再寻而不得，极为神秘。

【点睛】桃花源记（节选）

（桃花源的人）一见渔人，竟然大为惊奇，问他是从哪里儿来的。（渔人）细致详尽地回答了他们，人

们就把渔人请到自己家里，摆酒杀鸡做饭款待他。村里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客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

自己说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率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不再出

去了，于是就同外界的人隔绝了。他们问（渔人）现在是什么朝代，（他们）竟然不知道有汉朝，更不必说

魏朝和晋朝了。这个渔人一一的给（桃花源中的人）详细地诉说他知道的事情，（他们）听了都很惊叹惋惜。

其余的人又各自邀请渔人到他们家里，都拿出酒菜饭食来款待他。渔人居住了几天，告辞离开。这里面的

人告诉他说：“（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外界的人说啊！”

秦时妇人

唐朝开元年间，代州都督因为五台山客僧多，恐怕妖伪之事发生，就下令把没有度牒的和尚，全部赶

走。客僧害怕被驱逐，大多暂时逃避到山谷中去。

有个叫法朗的和尚，逃进雁门山深处。雁门山深涧当中有个石洞，能容纳人出进。法朗就多带干粮，

想要住在这座山里，于是他就寻找洞口进去了。走了几百步之后，那里渐渐空阔了。到了平地，踏过流水，



渡过到另一岸，那里太阳、月亮都很明亮。

又走了二里，到一个草屋中，草屋中有女人，穿着草叶，但容颜端庄秀丽。她看见和尚，害怕而又惊

讶，就问和尚说：“你是什么人？”和尚说：“我是人啊！”女人笑着说：“难道有这样形骸的人吗？”

和尚说：“我奉事佛，佛必须贬降形骸，所以这样。”她又顺便问：“佛是干什么的？”法朗就详细地说

给她听。女人们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他的话很有道理。”又问：“佛教的宗旨如何？”法朗就给她们

讲解《金刚经》。她们听了再三再四称赞叫好。

法朗就问她们：“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女人说：“我们本来是秦时人，随着蒙恬修筑长城。

蒙恬多使用妇女，我们忍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就逃避到这里。当初吃草根，得以不死。来到这里也不知道

年岁，也没有再到人间。”于是她们就把法朗留下，用草根养活他。草根涩，根本不能吃。

法朗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就暂时告辞出去，到人间去寻找粮食。等到他到了代州，准备好粮食再去

时，却迷失了道路，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了。

（三）（2022春·云南保山·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

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激，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

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选自柳宗元《小石潭记》）

【乙】

东行里许，大石横踞涧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捣①，两旁峭壁皆斗立②，行者路绝。乃缚木为梯升崖端，

复缒下流③，则横石之下，穹然④中空，可树十丈旗。水从石后建瓴⑤下注，汇潭漾碧，翛然⑥沁人。左右

两崖，俱有洞高峙⑦。由此而前，即龙湫下坠处也。

（选自徐霞客《游雁宕山日记后》）

【注】①穴石下捣：（水流）从巨石下倾泻而出。②斗立：陡直耸立。③复缒（zhuì）下流：（行者）

再用绳子拴牢，拉着绳子下到水流下面。④穹（qióng）然：像拱形穹顶一样。⑤建瓴（líng）：居高临下。

⑥翛（xiāo）然：无拘无束的样子。⑦高时：高高对峙。



9．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

（1）蒙络摇缀    络：________________

（2）佁然不动    佁然：________________

（3）凄神寒骨    凄：________________

（4）行者路绝    绝：________________

10．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2）东行里许，大石横踞涧中。

11．请选择一个角度，对下面句子进行赏析。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12．两文画线句中，作者分别用了什么方法达到探幽的目的？请结合文段分别解说。

【答案】9．缠绕   静止不动的样子   使（人的心情）凄凉   断，断绝  10．（1）溪水像北

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蜒前行，时隐时现。（2）往东走了一里左右，一块巨石横挡在小溪中。

  11．侧面（间接）描写。以水中游鱼“空游无所依”的状态，侧面衬托小石潭水透明、清澈的特点，

表达了作者对潭水的喜爱。  12．甲文作者因“水”被竹林所隔，无路可通，便“伐竹取道”，开出一条

道路，发现了小石潭。乙文作者因巨石横档，无法翻越巨石，便用绳子捆扎树枝作为梯子，爬上崖端，又

拉着绳子下坠到巨石前面的涧水下游。

【解析】9．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

用法，如通假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1）句意：遮掩缠绕，摇动下垂。络，缠绕。

（2）句意：呆呆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佁然，静止不动的样子。

（3）句意：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入骨。凄，使（人的心情）凄凉。

（4）句意：行人无路可走。绝，断，断绝。



10．本题考查文言翻译。要求：完整，流畅，准确。注意：

(1)斗，像北斗星一样。蛇，像蛇一样。明灭可见，时隐时现。

(2)东，向东。许，左右，表约数。踞，盘踞。

11．考查语句赏析。

句意为：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托也没有。明写鱼，实写水，这是对

潭水的侧面描写。正是因为潭水清澈无比，所以水中游鱼才会像在空中游动。本句运用侧面描写，突出了

潭水透明、清澈的特点。联系作者感情可知，表现了作者对潭水的喜爱之情。

12．考查筛选信息。

根据甲文中的“伐竹取道，下见小潭”可知，作者隔着竹林听到水声，知道小潭的存在，可惜为竹林

所挡，于是砍倒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直到小石潭。

根据乙文中的“乃缚木为梯升崖端，复缒下流”可知，一块巨石横挡在涧中，水流不过去，直捣石下

的洞穴，两旁的峭壁都陡直地耸立着，行人无路可走。于是捆扎树木作为梯子爬上崖端，又坠到巨石前面

的涧水下游。

【点睛】参考译文：

【甲】我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多步，隔着竹林，可以听到水声，就像人身上佩带的佩环相碰击发出

的声音，心里为之高兴。砍倒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走过去），沿路走下去看见一个小潭，潭水格外清凉。

小潭以整块石头为底，靠近岸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过来露出水面。成为了水中高地、小岛、不平的岩石

和石岩等各种不同的形状。青翠的树木，翠绿的藤蔓，遮掩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托也没有。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

映在石上，呆呆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了，来来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和游玩

的人互相取乐。　　

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蜒前行，时隐时现。两岸的地势像狗

的牙齿那样相互交错，不能知道溪水的源头。　　

我坐在潭边，四面环绕合抱着竹林和树林，寂静寥落，空无一人。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入骨，幽

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 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凄清，不可长久停留，于是记下了这里的情景就离开了。

【乙】往东走了一里左右，一块巨石横挡在涧中，水流不过去，直捣石下的洞穴，两旁的峭壁都陡直

地耸立着，行人无路可走。于是捆扎树木作为梯子爬上崖端，又坠到巨石前面的涧水下游，而横挡沟涧的

巨石下面，中间是十分高大的空洞，可以树立十丈高的旗帜。水从巨石背后居高临下地往下倾注，汇集成

碧波荡漾的深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气势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觉。左右两边的崖壁上，都有洞高高



对峙。从这往前走，就是小龙揪落下去的地方。

（四）（2022春·河南信阳·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两个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一）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

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宗元《小石潭记》）

（二）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①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②之中，不为无人而

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③是而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

居与萧艾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节选自黄庭坚《书幽芳亭记》）

注：①楚之逐臣：此处指屈原。②薄丛：贫瘠的丛林。③不见：不被人知道，不被任用。

13．解释下面加点词语在句中的意思。

（1）水尤清洌   清冽：____________________   

（2）不可久居   久居：____________________

14．把语段（一）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15．语段（一）是一篇短小精美的游记，请理清作者的游踪。

16．两个语段都作于作者被贬谪之后，它们分别表达了各自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结合语段简要分析。

【答案】13．清凉     久留    14．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



像蛇那样蜿蜒前行，时隐时现。    15．发现小石潭；站在潭边看潭的形状、周边景物、潭中景

物；小石潭的源流；感受潭上气氛；离开小石潭。    16．《小石潭记》抒发了作者被贬的失意和孤凄

之情。《书幽芳亭记》表达了作者藏善以待时机施展才华的人生态度。

【解析】13．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

的用法，如通假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1）句意为：潭水格外清凉。清冽：清凉；

（2）句意为：不可长久停留。久居：久留；

14．本题考查的翻译能力。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重点字词：

西南：向西南；斗折，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蛇行，像蛇爬行那样弯曲；灭，暗，看不见。

15．本题考查梳理文章内容。结合“隔篁竹，闻水声”“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潭中鱼可百许头”“潭

西南而望，斗折蛇行”“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乃记之而去”等内容概括行踪：发现小石

潭——潭中景物——小石潭的源流——潭中气氛——离开小石潭。

16．本题考查概括作者情感的能力，注意结合文章的写作背景及文中的关键句子分析。

(一)文的写作背景是作者被贬官至此，再结合文中的“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

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可以看出文章记叙了作者游玩的整个过程，以优美的语言描写了“小石潭”的景

色，含蓄地抒发了作者被贬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的感情。

(二)文从“不为无人而不芳”“来岁不改其性也”“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中可知，表达了作者

不改初心、不变本性，藏善以待时机施展才华的人生态度。

【点睛】参考译文：

（一）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多步，隔着竹林，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好像人身上佩带的珮环相互碰

击发出的声音，心里十分高兴。砍倒竹子，开辟出一条道路（走过去），沿路走下去看见一个小潭，潭水格

外清凉。小潭以整块石头为底，靠近岸边的地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出来，露出水面，成为水中的高地，

成为水中的小岛，成为水中的不平岩石，成为水中的悬崖。青翠的树木，翠绿的藤蔓，遮掩缠绕，摇动下

垂，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潭中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靠都没有，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

映在石头上。呆呆地（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忽然间(又)向远处游去了，来来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和游

玩的人互相取乐。

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看到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水流像蛇那样蜿蜒前行，一段明的看得见，一



段暗的看不见。两岸的地势像狗的牙齿那样相互交错，不能知道溪水的源头。我坐在潭边，四下里竹

林和树木包围着，寂静寥落，空无一人。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入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

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凄清，不可长久停留，于是记下了这里的情景就离开了。

一同去游览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跟着同去的有姓崔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名叫恕己，

一个名叫奉壹。

（二）自古人们就以兰花为贵，并不是等到屈原赞兰花之后，人们才以它为贵的。兰花和君子很相似：

生长在深山和贫瘠的丛林里，不因为没有人知道就不发出香味；在遭受雪霜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

的本性。这就是所说的避世而内心无忧，不被任用而内心无烦闷。兰花虽然含着香味形状美好，但平时与

萧艾没有什么两样。一阵清风吹来，它的香气芬芳，放在室内满室都香，放在厅堂满堂都香，这就是所说

的藏善以待时机施展自己。

（五）（2022春·河北保定·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问题。

【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

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

《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乙】俄而希有鸟①见谓之曰：“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

周旋天纲②。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

登于寥廓③，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④。

（选自李白《大鹏赋》，有删改）

【注】①希有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异鸟。②跨蹑地络，周旋天纲：跨越疆域的界限，盘桓上天的纲

维。③廖廓：辽阔的天空。④藩篱：指认识事物的局限。

17．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在文中的意思。

（1）怒而飞(                     )            

（2）其翼若垂天之云(                     )

（3）亦若是则已矣(                     )        

（4）于是乎大鹏许之(                     )

18．请将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2）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19．甲文中，鹏可高飞九万里，能从北海飞到南海，但必须借助“海运”“扶摇”，意在说明什么？

20．乙文用什么手法展示了希有鸟怎样的形象？请简要分析。

【答案】17．振奋，这里指用力鼓动翅膀     悬挂     这样     答应

    18．（1）乘着旋风盘旋飞翔至九万里的高空。（2）而斥䳛一类的小鸟，因囿于自己的见识，徒自

对他们发出嘲笑。    19．说明鹏是有所恃的（有所依靠，有所凭借），没能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并

非真正的逍遥）。（意近即可）    20．用衬托的手法展现了大鹏壮志凌云、搏击万里的形象。

【解析】17．本题考查文言实词。

（1）怒而飞：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怒：振奋，这里指用力鼓动翅膀。            

（2）其翼若垂天之云：那展开的双翅就好像悬挂在天空中的云。垂：悬挂。

（3）亦若是则已矣：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是：这样。       

（4）于是乎大鹏许之：大鹏于是答应了它的要求。许：答应。

18．本题考查文言翻译。完整翻译句子的基础上，把重点字词的意义和用法展现出来，注意省略句要

补全，倒装句要调整语序。

（1）抟：盘旋上升。扶摇：旋风。上：向上。

（2）辈：类。空：徒自。见笑，嘲笑。藩篱：指认识事物的局限。

19．本题考查内容分析。

结合【甲】文“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抟

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可知，鹏的背非常庞大，鹏的翅膀非常大，鹏能够飞到九万里高空，能够从北海飞到

南海，这些都写成了鹏的本领高强，但是这样本领高强的鹏从北海飞往南海，也必须借助“海运”“扶

摇”，作者这样写意在说明：鲲鹏并不真正的“逍遥”，是有所倚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依附于一定的条

件，它们的活动都要有所凭借。

20．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和写作手法的理解。



通过【乙】文中“俄而希有鸟见谓之曰：‘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

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

已登于寥廓，而斥䳛之辈，空见笑于藩篱”的内容可知，这里具体描写了希有鸟的庞大、高飞的气势，其

邀请鹏一同翱翔辽阔天空，看出它们有共同点，说明希有鸟也欣赏鹏，这是从正面用希有鸟来衬托鹏的高

大形象，是壮志凌云、搏击长空的；作者说斥䳛因为见识有限而受到嘲笑，其作为反面形象来衬托鹏的见

识的博大，壮志的凌云。

【点睛】参考译文：

【甲】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体积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鲲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

做鹏，鹏的脊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好像悬挂在天空中的云。这只

鹏鸟啊，在海水运动的时候将要飞到南海去。南海是个天然形成的大水池。《齐谐》是一本专门记载怪异事

物的书。《齐谐》记载说：“大鹏迁徙到南海的时候，翅膀击水而行，激起的浪花有三千里，它乘着旋风盘

旋飞至九万里的高空，凭借着六月的大风而离开。”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相吹

拂的结果。天色湛蓝，是它真正的颜色吗？还是因为天空高远而看不到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

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乙】不久，希有鸟看见了大鹏，它对大鹏说：“大鹏你真伟大啊，这真是让我高兴的事。我右边的

翅膀能覆盖西方极远之处，我的左翼能遮挡东方极远之处。跨越疆域的界限，盘桓上天的纲维。以恍惚作

为巢穴，把虚无当成场地。我呼唤你同游，你和我一起飞翔吧。”大鹏于是答应了它的要求，高兴地随它

飞去。这两只鸟都已经飞上了辽阔的天空，而那些斥鷃一类的小鸟，因囿于自己的见识，而徒自对他们发

出嘲笑。

（六）（2022春·湖南湘西·八年级统考期末）阅读下面两个语段，完成各题。

【甲】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

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节选自《北冥有鱼》)

【乙】

穷发①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②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



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③而上者九万里，绝④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

也。斥鷃⑤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⑥也。而彼且

奚适也？”此小大之辩⑦也。

(节选自《鲲鹏与斥鷃》)

【注】①穷发：传说中极荒远的不生草木之地。发，指草木植被。②修：长。③羊角：一种旋风，回

旋向上如羊角状。④绝：穿过。⑤斥鷃(yàn)：池沼中的小雀。斥，池，小泽。⑥至：极点。⑦小大之辩：

小和大的区别。辩，同“辨”，分辨，分别。

21．下面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名；其名为鲲        卷卷有爷名

B．怒：怒而飞       一怒而诸侯惧

C．志：志怪者也         寻向所志

D．息：去以六月息者也   北山愚公长息曰

22．把语段【甲】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23．语段【甲】开头描述鲲鹏的形象及鹏奋飞时的壮美气势与论述“逍遥游”有什么联系？

24．结合语段【甲】【乙】简要分析大鹏和斥鷃的形象。

【答案】21．A    22．大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它用力鼓动翅膀飞起，翅膀如同悬挂在天

空的云。    23．鹏展翅高飞，必须凭借六月的大风。说明世间万物都要凭借外力才能活动，从而回

答了“逍遥”要有所依凭。    24．大鹏硕大无比，“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

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胸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崇高理想，追求广大、高远、自由、

无可束缚也无可企及的“逍遥游”。斥鷃不能理解大鹏展翅高飞的理想境界，它认为“腾跃而上，不过数仞

而下，翱翔蓬蒿之间”就是飞翔，不必像大鹏一样飞到九万里高空再飞翔，所以其目光短浅。

【解析】21．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解释词语要注意理解文言词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



的用法，如通假字、词性活用、古今异义等现象。

A.名：都是名字；

B.怒：振动/发怒；

C.志：记载/标记；

D.息：风/叹息；

故选 A。

22．本题考查文言翻译。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找出关键

实词、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重点词语：之：的。怒：奋起的样子，这里指鼓起翅膀。若：好像。垂：同“陲”，边际。

23．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根据【甲】“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和“去以六月息者也”可知，像鹏一样的大鸟，要展翅高飞，

必须凭借六月的大风。以此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要凭借外力才能有所作为，从而得出“逍遥”要有所依凭

的结论。

24．本题考查人物形象理解。根据文章对大鹏、斥鸚的具体描写来分析其形象特点即可。

根据甲文“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

翼若垂天之云”，可见其形体、力量之大；“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又可见

大鹏志向高远、善借长风，追求广大、高远、自由、无可束缚也无可企及的逍遥境界。

根据乙文“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

而彼且奚适也？’”可以看出斥鴳目光短浅、才疏志微。它们认为“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间”就是飞翔，不必像大鹏一样飞到九万里高空再飞翔，因此它注定不能理解大鹏展翅高飞的理想境界。

【点睛】参考译文

【甲】

北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非常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鲲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做鹏。

鹏的脊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当它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这只鸟，

大风吹动海水的时候就要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去了。南方的大海是一个天然的大池子。《齐谐》这本书，是记

载一些怪异事情的书。书上记载：“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

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了北海。”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飘飘扬扬的尘埃，

活动着的生物都因为风吹而运动。天空苍苍茫茫的，难道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它的辽阔高远也是没有尽

头的吗？鹏往下看的时候，看见的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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