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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2 文言文阅读

08  《出师表》

（2024·安徽·中考真题）【甲】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节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二十一年①春正月，夷进攻威远、靖远诸台。守者羸兵数百，公②遣将恸哭请师，无应者。初，公之

以海运入都也，时从故人饮酒肆中……已而叹曰：“丈夫受国恩有急死耳！终不为妻子计。”公老母年八十余，

长子奎龙，吴淞参将，前卒。幼子先遣归。及是，乃缄一匣寄家人，坚不可开。公死后启视，则堕齿数枚，

旧衣数袭而已。公既自度众寡不敌而援绝，乃决自为计，住靖远台，昼夜督战。已而夷大䑸③奄至，公率游

击麦廷章奋勇登台大呼，督厉士卒，士卒呼声撼山。海水沸扬，杳冥昼晦，自卯至未，所杀伤过当，而身

亦受数十创，血淋漓，衣甲尽湿。

（节选自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

[注]①二十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②公：关天培，清末将领。③䑸：舰队。

1. 解释下列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1）臣本布衣            布衣：                 

（2）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顾：                   

（3）终不为妻子计            计：                   

（4）公既自度众寡不敌而援绝        度：                   

2.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两处需要断句，请在相应位置用“/”标出。

丈 夫 受 国 恩 有 急 死 耳！

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2）公遣将恸哭请师，无应者。

4. 诸葛亮和关天培有哪些共同的精神品质？请结合【甲】【乙】文段概括并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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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甘肃兰州·中考真题）阅读【甲】【乙】两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

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

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②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少负气节，沈①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

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②设祭于其冢。父义之，

曰：“汝为时用，其徇③国死义乎！”

（选自《宋史•岳飞传》）

【注】①沈：同“沉”，深沉。②朔望：阴历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③徇：同“殉”，为某种目的而死。

5. 解释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1）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2）未冠，挽弓三百斤     

6.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1）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2）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

7. 【甲】文情辞恳切，感人肺腑。请从以下两句中任选一个加点词，联系全文，说说你对该词所蕴含情

感的理解。

（1）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2）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

我选：     （填词语），我的理解是：                                   。

8. 有评者说：“义”是诸葛亮和岳飞共同的人生准则。岳飞遵循的“义”是什么？在他身上是如何体现的？请

结合【乙】文内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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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黑龙江·中考真题）【甲】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

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

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出师表》节选）

【乙】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①薨。上②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③领④尚

书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⑤其言，考试功能。侍

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⑥，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

⑦之意也。

（《汉书》节选）

［注］①光：大将军霍光。②上：汉宣帝。③山：霍山，霍光的兄孙。④领：兼任之意。⑤傅奏：陈奏，

向君上报告。⑥异善：特殊贡献。⑦苟且：敷衍。

9. 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

（1）以光先帝遗德          （2）以知下情      

10. 翻译下列句子。

（1）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2）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11. 甲文中诸葛亮给后主的建议与乙文中汉宣帝的治国举措有相通之处，请完成下表：

诸葛亮的建议（简要概括） 汉宣帝的治国举措（用原文回答）

① 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

论功行赏 ②

12. （2023·辽宁阜新·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甲、乙两段选文，完成后面小题。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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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

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

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①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

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②于东，兵法乘劳③，此进趋之时也。

（选自诸葛亮《后出师表》）

【注释】：①顾：考虑，顾虑。②务：致力。③乘劳：趁着疲劳。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猥自枉屈            自三峡七百里中

B．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皆以美于徐公

C．以先帝之明          无从致书以观

D．此进趋之时也           山川之美

（2）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②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3）用“/”为乙文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臣 受 命 之 日 寝 不 安 席 食 不 甘 味

（4）请概括出甲文中对作者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至少两件）

（5）请分别找出甲乙两文中诸葛亮认为当前出师北伐条件已经具备的句子。

13. （2023·辽宁本溪·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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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

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

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节选自《出师表》）

【乙】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①薨。上②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③领④尚书

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⑤其言，考试功能。侍中

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⑥，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节选自《汉书》

【注释】①光：大将军霍光。②上：汉宣帝。③山：霍山，霍光之兄孙。④领：兼任之意。⑤傅奏：陈

奏，向君上报告。⑥异善：特殊贡献。

（1）选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意思或用法相同的一项（   ）

A．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邹忌讽齐王纳谏》）

B．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            欣然起行（《记承天寺夜游》）

C．以知下情                    策之不以其道（《马说》）

D．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        自非亭午夜分（《三峡》）

（2）将甲乙两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②上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

（3）请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品 式 备 具 上 下 相 安 莫 有 苟 且 之 意 也

（4）甲文中的“先帝去世、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是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分析蜀国当时面临的①    ，而有“侍

卫之臣不懈于内”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则阐述了②      ，情辞恳切，言之有理。

（5）甲文中诸葛亮给后主的建议与乙文中汉宣帝的治国举措有相同之处，请概括出来。

14. （2023·山东烟台·统考中考真题）

【甲】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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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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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杂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节选自《出师表》）

【乙】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①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

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

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节选自《说苑·奉使》）

【注】①豚尹：楚国大臣。

（1）解释加点词的意思。

此悉贞良死节之臣  (      )                反曰       (      )

（2）下列加点词意思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尝射于家圃

B．可计日而待也        杂然而前陈者

C．谄谀多在君之庐者    甚矣，汝之不惠

D．果如其言矣        其真无马邪

（3）翻译下面句子。

兴师伐之，其民必反。

（4）阅读两个文段，用自己的话填空。

【乙】文中豚尹起初认为楚不可伐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二是                      ；

之后又认为可伐晋的条件之一与【甲】文所阐述的                道理相同。

15. （2023·甘肃武威·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题目。

【甲】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

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

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

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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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

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

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乙】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

应答。或欲构①戏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

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

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②，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③治④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

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

何问邪？”后敏坐⑤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⑥，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注释】①构：陷害。②愦愦：糊涂。③推：推究。④治：惩处。⑤坐：因……获罪。⑥适莫：厚薄，

即偏见。

（1）解释下列加点词。

①诚宜开张圣听                         ②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③或以白琬                               ④苟其不如              

（2）翻译下列句子。

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②戏之慢上，不亦甚乎！

（3）请回答问题。

①【甲】文中诸葛亮为后主提出了哪三条建议？

②从哪几件事可以看出蒋琬是一个“良实”之人？

16. （2023·四川泸州·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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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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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

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节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

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

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

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

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

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①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②，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

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③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节选自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注】①骧：xiāng，向上举。②戢：jí，收藏兵器。③侔：móu，相等，等同。

（1）下列对文中划波浪线部分的断句，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B．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C．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D．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2）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庶竭驽钝    庶：期望，希望

B．以彰其咎    彰：揭示

C．时人异焉    异：对……感到惊异

D．身使孙权    使：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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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对两篇选文的理解和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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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乙两篇文章都写到了诸葛亮躲避乱世，亲自耕种田地，不求做官出名，以及刘备多次到诸葛亮

居住的草庐去拜访他的事情。

B．甲文为“表”，作者追述了三顾茅庐、临危受命、临终托孤的往事，抒发了对先帝的感激，对刘备父

子的忠心，以及兴复汉室的决心。

C．乙文为“传”，略写了诸葛亮的身世，详写了他出山后为刘备奔走效劳、功绩突出并官拜丞相的经历，

作者还对其做出了评价。

D．乙文中陈寿认为，诸葛亮不管是整治训练军队，还是运用奇谋都有突出的才能，而治理百姓的才干

强于他作为将领的能力谋略。

（4）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划线句子。

①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②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17. （2022·西藏·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甲]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

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节选自《出师表》）

[乙]

后世唯诸葛武侯有伊尹①风味。其草庐三顾而后起，与耕莘②聘币③，已略相类。其告后主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④。若死之日，

不使库有余帛廪有余粟以负陛下。”观此言，则其视富贵为何等物！故先主临终谓之曰：“嗣子可辅，辅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见孔明肝胆，其肯发此言！

（节选自《鹤林玉露》）

[注]①伊尹：商朝开国元勋之一。②耕莘（shēn）：相传伊尹未遇汤时耕于莘野，隐居乐道。③聘币：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没有别的兼职营生，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1)请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限断两处）



 10 / 21    

不使库有余帛廩有余粟以负陛下

(2)解释下列加点字词在句中的意思。

①先帝不以臣卑鄙

②攘除奸凶

③已略相类

④故先主临终谓之曰

(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②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4)结合[甲][乙]选文简要概括孔明的忠心表现在哪些方面。

18. （2022·山东青岛·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节选自《出师表》）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宝元初，中进士，历事四朝。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

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乃命光续此书。后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书尚未就，神宗尤重之，

以为贤于《汉纪》，数促使终篇。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

元祐元年，拜尚书左仆射，两宫①虚己以听，遇事常咨之。辽、夏使谓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

轻生事，开边隙。”光自以遇圣明，欲以身殉天下，躬亲庶务②，不舍昼夜。后，宾客见其体赢，戒之以诸

葛亮食少事繁，光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臣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于

患，是私其身也。”由是益力病中呓语皆朝廷天下事也。

（取材于《宋史》《闻见录》）

[注]①两宫：指太皇太后和哲宗。②庶务：各种政务。

(1)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由是感激 感激：感奋激发

B．后神宗名之日《资治通鉴》 名：命名

C．戒之以诸葛亮食少事繁 戒：谨慎

D．是私其身也 私：偏爱



 11 / 21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由是益力/病中呓语皆朝廷/天下事也

B．由是益力/病中呓语/皆朝廷天下事也

C．由是/益力病中呓语皆朝廷/天下事也

D．由是/益力病中呓语/皆朝廷天下事也

(3)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语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乃命光续此书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

B．遇事常咨之 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C．欲以身殉天下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D．庶有补于国家 皆以美于徐公

(4)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备多次亲自拜访平民出身的诸葛亮，征询他对当时天下局势的意见。

B．司马光受朝廷重用，辽、夏使者对自己的边吏说，不要轻易引起事端。

C．司马光勤勉工作，日夜操劳，后来接受了宾客的建议，开始注意休息。

D．诸葛亮忠心耿耿以报知遇之恩；司马光公而忘私，心系百姓，胸怀天下。

(5)借助文言知识资料卡，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书尚未就，神宗尤重之，以为贤于《汉纪》，数促使终篇。

文言知识资料卡：就：①接近，靠近；②赴，前往；③从事；④完成，成功。

19. （2022·湖北黄冈·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文言文选段，完成下面小题。

【甲】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

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

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选自《出师表》）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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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超与谢玄①不善②。苻坚③将问晋鼎④，既已狼噬梁、岐⑤，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

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⑥”。吾昔尝与玄共事，见使才皆尽虽履屐⑦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

或必能立勋。”大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选自《世说新语·识鉴》），有改动）

【注释】①郗超、谢玄：均为东晋大臣。②善：关系友好。③苻坚：前秦君主。④问晋鼎：图谋夺取东

晋政权。⑤梁、岐：指梁州、岐山一带地区。⑥济事：办成事情。⑦履展：鞋履和木展，形容不起眼的

小事。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字词的意思。

①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

②必能神补阙漏，有所广益(      )

③人间颇有异同之论(      )

④大功既举(      )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字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   ）

A．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吾昔尝与玄共事

B．愚以为营中之事  以此推之，或必能立勋

C．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于时朝议遣玄北讨

D．悉以咨之  人间颇有异同之论

（3）用“／”给文中划横线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

（4）翻译下面的文言语句。

①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②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

（5）甲文中诸葛亮北上伐魏之前，向朝廷举荐了一批文臣武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①       ，乙文中郗超

力排众议，坚定相信谢玄的能力，这表明他既有先知先觉的本领，同时也有②       （用乙文原语句回答）

的胸怀。

20. （2022·辽宁大连·中考真题）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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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

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节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诸葛孔明千载人①，其操心制行②，一出于诚，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

畏之。玄德临终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而举国听之而不疑。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

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

蜀如虎。钟会③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

（节选自洪迈《容斋随笔》，有删减）

【注释】①千载人：千年的伟人，②操心制行：思想和行为。③钟会：魏国将领，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①兵甲已足         ②当奖率三军       ③一出于诚

（2）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一组是（   ）

A．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广故数言欲亡（《陈涉世家》）

B．今南方已定                     转转不已（《河中石兽》）

C．亦举国听之而不疑               则有去国怀乡（《岳阳楼记》）

D．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爱莲说》）

（3）乙文中画波浪线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土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

B．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

C．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

D．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

（4）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直线的句子。

（5）诸葛亮为完成先帝托付的“大事”都做了哪些事情？请依据甲、乙两文内容，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21. （2022·湖北·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言文选段，完成下面小题。

【甲】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

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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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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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

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

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节选自《出师表》）

【乙】

郗超①与谢玄不善②。苻坚③将问晋鼎④，既已狼噬梁、岐⑤，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

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⑥。吾昔尝与玄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⑦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

之，或必能立勋。”大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选自《世说新语·识鉴》，有删改）

【注释】①郗超、谢玄：均为东晋大臣。②善：关系友好。③苻坚：前秦君主。④问晋鼎：图谋夺取东

晋政权。⑤梁、岐：指梁州、岐山一带地区。⑥济事：办成事情。⑦履屐：鞋履和木屐，形容不起眼的

小事。

（1）选出下列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   ）

A．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简拨：选拔

B．必能神补阙漏，有所广益                    阙漏：缺失疏漏

C．人间颇有异同之论                          异同：不同

D．大功既举                                  举：举行

（2）选出下列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   ）

A．悉以咨之　人间颇有异同之论

B．愚以为营中之事　以此推之，或必能立勋

C．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于时朝议遣玄北讨

D．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吾昔尝与玄共在桓宣武府

（3）用“/”给乙文中划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见使才皆尽虽履履之间亦得其任

（4）翻译下列句子。

①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②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

（5）甲文中诸葛亮知人善任，北上伐魏之前，他举荐了一批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的共同特点是

①            （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乙文中郗超力排众议，坚定相信谢玄的能力，这表明他既有先知先觉

的本领，又有“②           。”（用乙文原语句填空）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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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22·新疆·统考中考真题）阅读【甲】【乙】两篇选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

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选自《出师表》）

（1）下列选项中加点词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

A．躬耕于南阳        躬：鞠躬

B．当奖率三军        奖：鼓励

C．至于斟酌损益        益：增加

D．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    慢：缓慢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①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②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3）对选文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选文寓情于事，追述三段回忆：先帝当初三顾茅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临危受命，与先帝患

难与共；先帝临终托孤，寄以兴复汉室的大业。

B．诸葛亮上表的用语极为得体，语言率真质朴，情感恳切忠贞，令人感动，时时不忘先帝，处处为后

主着想，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符合长辈的口吻。

C．“表”是古代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本文是诸葛亮呈给后主刘禅的表，抒发对先帝的感激，

对刘备父子的忠心，以及收复汉室的决心。

D．这篇表文被视为表的代表作，受到高度赞扬。其高明之处在于用先帝的权威形象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轻描淡写的文字中流露出自矜自持、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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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先主病笃，召亮，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

从事，事之如父。”

（选自《三国志·蜀志》）

（4）对文中画线句的停顿划分正确的一项是（   ）

A．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B．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C．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D．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5）结合两篇选文，说说诸葛亮是个怎样的人。

23. （2022·四川自贡·统考中考真题）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

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讳、允之任也。

——（节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①，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

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

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②，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

士大夫仰之，夷夏③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

虽庸懦无立，而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

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

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

——（节选自洪迈《容斋随笔•诸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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