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4年全国中考语文真题分类精编】

专题 11 课外文言文阅读（原卷版）

【2024·陕西·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屈突通，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仕隋为虎贲郎将。文帝命覆

①陇西牧簿，得隐②马二万匹，帝怒，收慕容悉达等千五百人，将悉

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复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岂容以畜

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进顿首曰：“臣愿身就戮，以挺

众死。”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今当免悉达等，旌③尔善

言。”遂皆以减论。

（通）从平薛仁杲，时贼珍用山积，诸将争得之，通独无所取。帝闻，

曰：“清以奉国，名定不虚。”……数岁，召为刑部尚书。自以不习

文，固辞，改工部。

（节选自《新唐书》，有改动）

【注释】①覆：审察。②隐：隐藏。③旌：表彰。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1）后家长安( )

（2）朕不明，乃至是( )

（3）时贼珍用山积( )

（4）固辞，改工部( )

2．下列句子中加点的“以”，与“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

中的“以”的意义和用法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狼》）

B．以其境过清（《小石潭记》）

C．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唐雎不尊使命》）

D．皆以美于徐公（《邹忌讽齐王纳谏》）

3．请将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人命至重，死不复生。

（2）清以奉国，名定不虚。

4．屈突通具有怎样的品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2024·天津·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李皭①为福建将乐令，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至村落间问民疾苦，牧竖

②妇女皆环集，导之以善，肫然③如家人。期月，邑人悉向化④，境

无盗贼，讼庭稀鞭扑声。皭初至官，与家人约曰：“在官，俸金外皆

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官廨⑤有桂二株，方花开，李指之曰：

“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尝出郭省敛

⑥，从仆摘道旁一橘，顾见之，责曰：“岂可坏法自汝始！”立下马

杖之，命偿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选自《清稗类钞》）

【注释】①李皭（jiào）：清朝顺治年间福建将乐县县令。②牧竖：

牧童。③肫（zhūn）然：诚恳真挚的样子。④向化：受到感化而归顺。⑤

官廨（xiè）：官署。⑥省敛：考察收取租税。

5．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1）至村落间问民疾苦 至：

（2）命偿其直 偿：

6．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

7．请结合原文分析，李皭是一个怎样的人。

【2024·湖北武汉·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①萧会理，字长才。少聪慧，好文史。太清二年，侯景围京邑。台城

陷，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①手敕召会理，其僚佐成劝距之。

会理曰：“诸君心事，与我不同。天于年尊，受制贼虏，今有手敕召

我入朝，臣子之心，岂得违背。且远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

都，图之肘腋。吾计决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输绍先。至京，景以

为侍中、司空，兼中书令。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等潜布腹

心，要结壮士。时范阳祖皓斩绍先，据广陵城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

皓败，辞相连及，景矫诏免会理官，犹以白衣领尚书令。

②是冬，景往晋熙，京师虚弱，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敬礼曰：“举

大事必有所资，今无寸兵，安可以动？”会理曰：“湖熟有吾旧兵三

千余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听吾日定，便至京师。计贼守兵不过

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②，事必有成。纵景后归，

无能为也。”敬礼曰：“善。”因赞成之。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

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后事不果，与弟祁阳侯通理开遇害。



【注释】①高祖：与后文的“天子”都指梁武帝萧衍。②王伟：侯景

的谋士。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受制贼虏 制：挟持 B．以城输绍先 输：献给

C．期以会理为内应 期：等待 D．景矫诏免会理官 矫：假托

9．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A．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B．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C．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D．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10．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萧会理和他的下属对候景以天子名义发出的诏令，有着不同的看

法。

B．萧会理考虑到天子的处境，同时希望寻找机会成就功业，决定前

往京城。

C．萧会理在祖皓起义失败之后遭受牵连，被侯景惩罚，失去了原有

的官职。

D．萧会理趁侯景在外，以自己的三千余旧部为内应攻打京城，结果

失败被杀。

11．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等潜布腹心，要结壮士。



【2024·湖南长沙·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郭守敬①

①（守敬）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

巧思绝人。世祖召见，授提举②诸路河渠。先是，古渠在中兴者，兵

乱以来，废坏淤浅③。守敬更立闸堰④，皆复其旧。

②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议欲修正而卒。十

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

验推步于下。十七年，新历告成。十九年，恂卒。时历虽颁。然其推

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尚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⑤篇类，整齐分

抄⑥。

③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

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敝

⑦水。大悦，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

（选自《元史·郭守敬》，有删减）

【注释】①郭守敬：元朝杰出科学家。②提举：管辖。③淤浅：堵塞。④闸

堰：闸门堤坝。⑤比次；按顺序排列。⑥分抄（miǎo）：分类细致。

⑦敝：同“蔽”，遮蔽的意思。

12．下列对文中加点字词的理解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荐”有“进献”“祭祀”“推举”等义项，“文谦荐守敬习水

利”中的“荐”应为“进献”之意。

B．“新历告成”中的“成”与成语“百炼成钢”中的“成”意思相

同。



C．“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中的“有”同“又”，用于整数和零

数之间。

D．“于是复置都水监”中的“置”和“乃取一葫芦置于地”（《卖

油翁》欧阳修）中的“置”意思相同。

13．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语句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B．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C．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D．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14．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横线语句的大意。

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

15．班上开展“古代科学家大推荐”的活动，郭守敬在被推荐之列。

请你依据上文，概括郭守敬的主要贡献。

【2024·四川眉山·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一篇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义修于家，

信①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当至和、嘉祐之间，与其二子轼、辙

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

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时。君之文博

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

愈久，而愈可爱。



父讳序，赠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君三子：曰澹，曰涣，皆以文学举

进士，而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

闾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

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

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

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百家之说，以

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

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

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自来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

贤，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老苏”以别之。

（节选自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

[注]①信：通“伸”，伸张，这里是影响的意思。

16．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

称于时

B．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

称于时

C．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

称于时

D．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

称于时

17．下面对句中加点词意义的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由课文“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可推知“及即之”中“及”

字意义为“与，和”。

B．联系成语“闭门谢客”，可以推知“谢其素所往来少年”中“谢”

字的意义为“谢绝”。

C．查字典，“究”有“探究”“追究”等义项，“大究百家之说”

中“究”应选择“探究”。

D．由名句“穷则独善其身”，可以推知“穷达出处”中“穷”字意

义为“困厄，处于困境”。

18．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洵在家修养自己的品行和德义，影响到家乡的父老们，后来在

整个蜀郡也颇有声名。

B．苏洵的两位兄长都凭借才学中举，而他年少时不喜欢读书，直到

二十七岁才发奋努力。

C．苏洵参加科考，屡试不中，感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学习，有

五六年时间不写文章。

D．苏洵为人温和，大器晚成，写文章有真知灼见，京师的学子们都

尊崇他，效法其文。

19．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

（2）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老苏”以别之。

【2024·江苏扬州·中考真题】

《平山堂记》节选



郑兴裔①



天地间无久而不敝之物，其尚有存者，必其为人所注意，而人为存之

也。非然，则历变故、经岁月，虽以金石之质，犹不能与天地以不敝。

庆历间，庐陵欧阳公实守是邦，为堂于蜀冈之上，负高眺远，江南诸

山，拱揖槛前，若与堂平，故名。堂之左右，碧树参天，清风徐来，

虽盛夏亦不知其为暑也。政成之暇，延四方之名俊，摘邵伯之荷蕖，

传花饮酒，分韵赋诗，徜徉乎其中不醉无归载月而返，亦风流逸事也，

心窃向往焉。及莅任维扬，访平山故迹，而荆榛②塞道，荒葛胃涂③，

颓垣断栋，率剥烂不可支撑。去隆兴④癸未周君淙⑤重新之日，不三

十年而凋残零落，遂至于此。吁嗟乎！自国家多故，戎马蹂躏，先贤

遗地，半为樵牧之区，骚人逸士，罕有过而问焉，又谁为保护而爱惜

之，朴斫而丹雘⑥之哉？无怪乎斯堂之旋圮⑦也。

（节选自《郑忠肃奏议遗集》，有删减）

【注】①郑兴裔，宋朝人，曾任扬州知州，有政绩。②荆榛，灌木树

丛。③涂，道路。④隆兴，南宋孝宗的年号。⑤周君淙，即周淙，曾

在扬州驻军抗金。⑥朴斫而丹雘，修缮装饰。⑦圮，毁坏、坍塌。

20．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

（1）为堂于蜀冈之上( ) （2）延四方之名俊( )

（3）心窃向往焉( ) （4）无怪乎斯堂之旋圮也( )

21．用“/”为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限两处）

徜 徉 乎 其 中 不 醉 无 归 载 月 而 返

22．翻译句子。

堂之左右，碧树参天，清风徐来，虽盛夏亦不知其为暑也。



23．作者详细描述平山堂优美的风光和欧阳修等先贤的“风流逸

事”，有什么作用？

【2024·四川达州·中考真题】

文言文阅读：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

纯至。先君少师①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略能记《六经》，

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聚徒城西，草庐

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

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

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②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③之书也。群儿

或窃效靳侮④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

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

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余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

生未有其比也。

（选自《避暑录话》，有删改）

【注释】①少师：官名，辅佐太师的官员。②抑扬吟讽：用高低不平

的调子背诵。③延笃：人名，著名经学家。④靳侮：戏弄。

24．解释下列加点字的含义。

（1）特爱重之 重：

（2）必曳履慢声 曳：

（3）蹑其后听之 蹑：

25．翻译文中画线句子的意思。



（1）群儿或窃效靳侮之，亦不怒。

（2）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

26．结合文章内容，分析乐君是一个怎样的人？

【2023·浙江湖州·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学习任务。

◎材料一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①，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

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②，别③以本至，曰：“前

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

后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先子云：“前辈为文，不易如此。”

（选自范公偁《过庭录》）

【注释】①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相：相州。欧阳修曾为他写

《相州昼锦堂记》，首句就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②

介：传宾主之言的人。③别：另外。

◎材料二

欧公晚年，尝自窜①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

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

笑。”

（选自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

【注释】①窜：改动。

27．给材料一中“韩再三玩之”中的“玩”字选择合适的义项，并结

合文意写出理由。



A．玩弄，戏弄 B．观赏，欣赏 C．琢磨，研究

28．某同学正想写一篇以“好文章是怎么来的”为论题的议论性文章。

你认为他可以从上面材料提炼出什么观点？为什么？

29．请你结合下面链接材料，推断上面材料中欧阳修“别以本至”

“用思甚苦”的深层原因。

【链接材料】

唯有文章烂①日星，气凌②山岳常峥嵘。贤愚自古皆共尽，突兀空留

后世名。

（选自欧阳修《感二子》）

【注释】①烂：灿烂，有光芒。②凌：乘，凌驾。

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①，是三者所以能

不朽而存也②。

（选自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

【注释】①“修之于身”三句：加强自身修养，用来建立事功，进而

体现在文章中。②“是三者”句：指“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

立言。

【2023·四川甘孜·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为学一首示子侄

彭端淑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

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

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

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

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

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

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

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

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

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

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有删改）

30．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屏弃而不用 屏：同“摒”，排除

B．贫者语于富者曰 语：告诉

C．西蜀之去南海 去：距离

D．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鄙：浅陋

31．将文中画线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2）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



32．作者以蜀鄙二僧的故事阐明了什么观点？对我们“为学”有怎样

的启发？

【2023·山东济南·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授济宁知府。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

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

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遂野田日辟，民食以裕。

又立社学数百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

“民方耕耘不暇，奈何复困于此役？”请之中书省，得罢役。济宁人

皆赞之。视事①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注释】①视事：办公。

33．用“/”给下面的文字断句。（画两处）

又 立 社 学 数 百 葺 孔 子 庙 堂 教 化 兴 起

3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民方耕耘不暇，奈何复困于此役？

35．结合选文内容，用自己的话分析方克勤是如何做到“视事三年，

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的。（答出两点即可）

【2023·湖南长沙·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苏武牧羊

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①。武谓惠②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

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



③，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④武，置大客中，

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

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⑤。羝乳乃得归⑥。别其官属常惠等，各

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⑦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

操持，节旄尽落。

（选自《汉书》，有删减）

【注释】①受辞：听取供词。②惠：人名，指常惠。③煴火：微火。

④幽：囚禁。⑤羝：公羊。⑥羝乳乃得归：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能回

归汉朝。⑦廪食：配给的粮食。

36．下面对文中加点字词的理解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引佩刀自刺”中的“引”本义是“拉弓”，引申为“牵引”“延

长”“举，拿”等，在此处取“牵引”之意。

B．“单于愈益欲降之”中的“益”与“精益求精”中的“益”意思

相同。

C．“徙”有“迁移”“调动”“流放”等义项，“乃徙武北海上无

人处”中的“徙”应为“调动”之意。

D．“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中的“食”和“食之不能尽其材”（《马

说》）中的“食”意思相同。

37．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语句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

B．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



C．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

D．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

38．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语句的大意。

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

39．结合所选文段及李白的《苏武》诗歌，分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点。

【2022·江苏南京·中考真题】

与梅圣俞①

〔北宋〕欧阳修

第一封

某启②。雨不止，情意沉郁。泥深不能至书局，体候想佳③。某以手

指为苦旦夕来书字太难恐遂废其一支。岂天苦其劳于笔砚，而欲息之

邪？闷中谨白。

第二封

某启。阴雨累旬，不审体气如何？北州人有致达头鱼者，素未尝闻其

名，盖海鱼也。其味差可食，谨送少许，不足助盘飨④，聊知异物耳。

稍晴，便当书局再相见。

第三封

某启。经节阴雨，犹幸且晴，不审尊候何似？闲作《归田乐》四首，

只作得二篇，后遂无意思，欲告圣俞续成之，亦一时盛事。来日食后，

早访及为望。



（选自《给孩子读短信：古人的尺牍》，锺叔河著，现代出版社 2020

年 9月版）

【注】①梅圣俞：名尧臣，作者的好友。②某启：旧时书信的开头。

某，自我谦称。启，陈述、禀告。③体候想佳：想必你的身体和精神

都很好。④盘飨（sūn）：饭食。

40．给画直线的句子加标点，正确的一项是（ ）

A．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太难，恐遂废其一支

B．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太难，恐遂废其一支

C．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太难恐，遂废其一支

D．某以手指为苦旦夕来书字，太难恐，遂废其一支

41．翻译画波浪线的句子。

北州人有致达头鱼者，素未尝闻其名，盖海鱼也。

42．参照示例，分别概括第二、三封短信的主要内容。（不超过 7个

字）

【示例】第一封：告知好友手指疼

第二封：① 第三封：②

43．这三封短信写出了作者和梅圣俞的友情，下列句中表现的情谊与

此类似的是（ ）

A．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诸葛亮《出

师表》）

B．（鲁肃）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孙权劝学》）



C．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D．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张岱《湖心

亭看雪》）

【2022·贵州遵义·中考真题】

茅阁记

元结［唐代］

己巳中，平昌孟公镇湖南，将二岁矣。以威惠理戎旅①，以简易肃州

县，刑政②之下，则无挠人。故居方多闲，时与③宾客，尝欲因高引

望，以抒远怀。偶爱古木数株，垂覆城下，遂作茅阁，荫其清阴。长

风寥寥，入我轩楹，扇和爽气④，满于阁中。世传衡阳，暑湿郁⑤蒸，

休息于此，何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谁似茅阁，阴而庥⑥

之？於戏！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不如是耶？诸公咏歌以美之，俾

⑦茅阁之什⑧，得系嗣⑨于《风》《雅》者矣。

（选自《文苑英华》）

【注】①戎旅：军旅，兵事。②刑政：刑法政令。③与：结交。④扇和爽

气：像扇子扇出的和爽之风。⑤郁：积聚，郁积。⑥庥（xiū）：庇

护。⑦俾：使。⑧什：书篇。⑨嗣：继承，接续。

44．下列各组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一致的一项是（ ）

A．故居方多闲 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出师表》）

B．尝欲因高引望 熊掌，亦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

C．垂覆城下 箬篷覆之（《核舟记》）

D．何为不然 公欣然曰（《咏雪》）

45．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平昌孟公镇湖南，将二岁矣。

②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热。

46．结合文本，分析茅阁与贤人君子有何相似之处。

【2022·江苏南通·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这篇文言文，完成题目。

李少翁传（节选）

①李少翁者，名莳，字德春，豫章人。翁家世受医，精脉法。翁乃沉

默长者，入门无流视，未尝预问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着腕

上，形神忽往①。久之，指离于腕，徐以一二语病者隐结②，少焉投

药，犹掇③之耳。余尝谓翁诊脉甚苦，而投药甚快。

②余始不甚识翁，会余弟妇病风眩，状类尸蹶④，举家喧言“瞑

矣”！翁至，视其脉：“治也！”进一匙而苏。期以逾月，法当病如

前，再进一匙，乃愈。余始奇其言，神其术。后余数患奇疾，法当死，

翁数起之。已而，友得绵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医。

③于是，人争家之，念缓急可立应。翁赴人急甚于己，百里外，中夜

叩门，不以家累为解，不以风雨寒暑为辞。会岁两大祲⑤，翁煮药如

池，积片成丘。翁所医者莫知其名，安问糈⑥？

④翁性不忤物⑦，不以人所不能而愧人，不以人所不知而傲人。翁足

迹半朱门，不传言，对主人未尝暴僮仆之过。所游病者家，酒法食单，

丰约优劣之数，不挂齿牙。其为长者如此。

⑤翁为人诊脉，思虑与病者相通。与人处，不相疑。余以知李翁，几

乎道者也，非医者也。



（选自《钟惺散文选集》，有删改）

【注】　①形神忽往：全身心迅速投入到诊断病情上。②隐结：隐伏

的病根。③掇（duō）：拾取。④尸蹶：一种病症，类似休克。⑤祲

（jìn）：瘟疫。⑥糈（xǔ）：粮食。这里指报酬。⑦忤物：冲撞人。

47．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共两处）。

余尝谓翁诊脉甚苦

48．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

（1）期以逾月　　　　 ( )

（2）余数患奇疾　　　　( )

（3）会岁两大祲　　　　( )

（4）安问糈　　　　 ( )

49．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的意思。

余始奇其言，神其术。

50．文中有多件事能体现李少翁医术高明，请概括其中的两件事。

51．结合具体内容分析李少翁作为医者的“仁心”。

【2022·湖北襄阳·中考真题】

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

王阳明

①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①于志者。

②今学者旷废②隳惰③，玩岁愒时④，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

耳。故立志而圣⑤则圣矣立志而贤⑥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

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③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⑦贱恶之，

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

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

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

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⑧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节选自《王文成公全书》

【注释】①本：当做根本。②旷废：荒废学业。③隳（huī）惰：懒

惰散漫。④玩岁愒时：虚度光阴。⑤圣：圣人。⑥贤：贤人。⑦乡

党：乡亲。⑧念：深思。

52．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语。

（1）宗族乡党敬信之 敬：

（2）皆由于志之未立耳 皆：

53．下列对文中划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B．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C．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D．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5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55．本文见解独特，请用文中的话说说作者提到的“为善”的标准是

什么。



56．王阳明是中国古代立大志、成大器的典型代表。有一次，他向私

塾先生请教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先生按常理回答说“只有读书考

取功名”。王阳明却并不认同，他认为“考取功名不是最重要的事，

读书立志做圣贤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么作为青少年的你，应该立什

么样的志向并如何去努力呢？请简要表述。

【2022-2024年全国中考语文真题分类精编】

专题 11 课外文言文阅读（解析版）

【2024·陕西·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屈突通，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仕隋为虎贲郎将。文帝命覆

①陇西牧簿，得隐②马二万匹，帝怒，收慕容悉达等千五百人，将悉

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复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岂容以畜

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进顿首曰：“臣愿身就戮，以挺

众死。”帝悟，曰：“朕不明，乃至是。今当免悉达等，旌③尔善

言。”遂皆以减论。

（通）从平薛仁杲，时贼珍用山积，诸将争得之，通独无所取。帝闻，

曰：“清以奉国，名定不虚。”……数岁，召为刑部尚书。自以不习

文，固辞，改工部。



（节选自《新唐书》，有改动）



【注释】①覆：审察。②隐：隐藏。③旌：表彰。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1）后家长安( )

（2）朕不明，乃至是( )

（3）时贼珍用山积( )

（4）固辞，改工部( )

2．下列句子中加点的“以”，与“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

中的“以”的意义和用法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A．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狼》）

B．以其境过清（《小石潭记》）

C．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唐雎不尊使命》）

D．皆以美于徐公（《邹忌讽齐王纳谏》）

3．请将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人命至重，死不复生。

（2）清以奉国，名定不虚。

4．屈突通具有怎样的品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案】

1． 安家 这，这样 像山一样 推辞

2．B

3．（1）人的生命最重要，死了就不能再生。

（2）（为官）清廉侍奉国家，名声一定不虚假。



4．①为人耿直。以死劝谏文帝不要因为牲畜财产杀戮一千多人。②洁

身自好。在别的将士争抢珍宝时，他独善其身，不为所动。③有自

知，能进退。对自己不胜任的官职坚决推辞。

【解析】

1．本题考查文言词语理解。

（1）句意：后来在长安安家。家：安家。

（2）句意：才到了这个地步。是：这，这样。

（3）句意：当时贼人的珍宝堆积地像山一样。山：像山一样。

（4）句意：坚决推辞，改任工部尚书。辞：推辞。

2．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岂容以畜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意为：怎能因为牲畜一天而杀戮一

千五百人呢？以：连词，因为。

A.连词，来；

B.连词，因为；

C.介词，用；

D.动词，认为；

故选 B。

3．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翻译。注意重点字词：

（1）至：最、极；复：又、再。

（2）清：清廉；以：用；奉：侍奉；虚：虚假。

4．本题考查人物形象分析。



结合“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复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岂容以畜

产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进顿首曰：‘臣愿身就戮，以挺

众死’”可知，屈突通为千五百人求情，愿以自己受戮来解救众人，

体现出他人耿直和仁爱善良；

结合“时贼珍用山积，诸将争得之，通独无所取”可知，在平薛仁杲

时，面对堆积如山的贼珍，只有屈突通无所求取，皇帝也称赞他“清

以奉国”，表明他洁身自好、为官清正；

结合“数岁，召为刑部尚书。自以不习文，固辞，改工部”可知，皇

帝召他担任刑部尚书。屈突通因为不熟悉文墨，坚决推辞，最终改任

工部尚书。由此可见其知进退，有自知之明。

【参考译文】：

屈突通，他的先辈大概是昌黎徒何人，后来在长安安家。在隋朝担任

虎贲郎将。隋文帝命令他审查陇西牧的文簿，查出隐藏的马二万匹，

皇帝大怒，逮捕了慕容悉达等一千五百人，将要把他们全部处死。屈

突通说：“人的生命最为重要，死了就不能再活过来。陛下用最仁慈

的品德养育天下，怎能因为牲畜一天而杀戮一千五百人呢？”皇帝呵

斥他，屈突通上前叩头说：“我愿意自己去受刑，来解救众人的

死。”皇帝醒悟，说：“我不明白，才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应当赦免

慕容悉达等人，表彰你的好建议。”于是都按照减刑论处。

（屈突通）跟随（朝廷）平定薛仁杲，当时贼人的珍宝堆积如山，诸

位将领争相获取，只有屈突通无所求取。皇帝听说后，说：“清正用

来奉献国家，他的名声确实不假。”……几年后，召他担任刑部尚书。



他自己因为不熟悉文墨，坚决推辞，改任工部尚书。

【2024·天津·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李皭①为福建将乐令，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至村落间问民疾苦，牧竖

②妇女皆环集，导之以善，肫然③如家人。期月，邑人悉向化④，境

无盗贼，讼庭稀鞭扑声。皭初至官，与家人约曰：“在官，俸金外皆

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官廨⑤有桂二株，方花开，李指之曰：

“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尝出郭省敛

⑥，从仆摘道旁一橘，顾见之，责曰：“岂可坏法自汝始！”立下马

杖之，命偿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选自《清稗类钞》）

【注释】①李皭（jiào）：清朝顺治年间福建将乐县县令。②牧竖：

牧童。③肫（zhūn）然：诚恳真挚的样子。④向化：受到感化而归顺。⑤

官廨（xiè）：官署。⑥省敛：考察收取租税。

5．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1）至村落间问民疾苦 至：

（2）命偿其直 偿：

6．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

7．请结合原文分析，李皭是一个怎样的人。

【答案】

5．到 抵偿，赔偿

6．这也是官署的财物，擅自折花的人（我）一定惩治他。



7．李皭为官期间到民间考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引导百姓向善，

乡人都受到感化而归顺，说明他是一个关爱百姓、治理有方的官员；

他告诫家人不可贪赃，并惩治违反规定的从仆，说明他是一个清正廉

洁、坚持原则的人；职位比他高的官员向他索要财物，他没有任何回

应，说明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解析】

5．本题考查文言词语解释。

（1）句意：到村落里询问百姓的疾苦。 至：到。

（2）句意：命令他赔偿橘子的价值。偿：抵偿，赔偿。

6．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翻译。翻译时要做到“信、达、雅”，注意重

点字词。

重点字词有：此……也，判断句，表示“这是……”的意思；官物，

官署的财物；擅，擅自；折，折断，这里指折花；治，惩治。

7．本题考查人物形象分析。

由“李皭为福建将乐令，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至村落间问民疾苦，牧

竖妇女皆环集，导之以善，肫然如家人”可知，李皭在担任福建将乐

县令期间，春秋行乡饮酒礼时深入村落，主动询问百姓的疾苦，而且

通过善道引导，使得乡人受到感化而归顺，当地治安良好，这足以证

明他关爱百姓，治理有方；

由“皭初至官，与家人约曰：‘在官，俸金外皆赃也，不可以丝毫累

我。’”“尝出郭省敛，从仆摘道旁一橘”“立下马杖之，命偿其直”

可知，当家人擅自折桂、从仆摘橘时，他都严肃处理，毫不留情，这



体现出他清正廉洁，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由“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可知，面对上级索贿，他毫

无回应，最后选择辞官，这种坚决不迎合不正之风的行为，彰显了他

刚正不阿的品质。

【参考译文】：

李皭担任福建将乐县的县令，在春秋举行乡饮酒礼的时候，到村落里

询问百姓的疾苦，牧童和妇女都围拢过来，他用善道引导他们，诚恳

真挚的样子就像对待自家人。满一个月，县里的人都受到感化而归顺，

境内没有盗贼，诉讼公堂很少有鞭打的惩罚声。李皭刚到任时，和家

人约定说：“在任为官，俸金以外的都是赃物，不能因为丝毫财物连

累我。”官署里有两棵桂树，正逢花开，李皭指着它们说：“这也是

官署的财物，擅自折花的人一定惩治他。”从此家人不敢簪戴桂花。

他曾经出城考察收取租税，随从的仆人摘了路边的一个橘子，他回头

看到，责备说：“怎么能破坏法规从你开始！”立刻下马用棍子打他，

命令他赔偿橘子的价值。过了三年，上级官员有索要财物馈赠的，他

没有回应，于是辞官回家了。

【2024·湖北武汉·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语段，完成下面小题。



①萧会理，字长才。少聪慧，好文史。太清二年，侯景围京邑。台城

陷，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①手敕召会理，其僚佐成劝距之。

会理曰：“诸君心事，与我不同。天于年尊，受制贼虏，今有手敕召

我入朝，臣子之心，岂得违背。且远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

都，图之肘腋。吾计决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输绍先。至京，景以

为侍中、司空，兼中书令。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等潜布腹

心，要结壮士。时范阳祖皓斩绍先，据广陵城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

皓败，辞相连及，景矫诏免会理官，犹以白衣领尚书令。

②是冬，景往晋熙，京师虚弱，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敬礼曰：“举

大事必有所资，今无寸兵，安可以动？”会理曰：“湖熟有吾旧兵三

千余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听吾日定，便至京师。计贼守兵不过

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②，事必有成。纵景后归，

无能为也。”敬礼曰：“善。”因赞成之。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

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后事不果，与弟祁阳侯通理开遇害。

【注释】①高祖：与后文的“天子”都指梁武帝萧衍。②王伟：侯景

的谋士。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受制贼虏 制：挟持 B．以城输绍先 输：献给

C．期以会理为内应 期：等待 D．景矫诏免会理官 矫：假托

9．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A．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B．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C．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D．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10．下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萧会理和他的下属对候景以天子名义发出的诏令，有着不同的看

法。

B．萧会理考虑到天子的处境，同时希望寻找机会成就功业，决定前

往京城。

C．萧会理在祖皓起义失败之后遭受牵连，被侯景惩罚，失去了原有

的官职。

D．萧会理趁侯景在外，以自己的三千余旧部为内应攻打京城，结果

失败被杀。

11．将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等潜布腹心，要结壮士。

【答案】

8．C 9．A 10．D

11．即便在叛贼侯景手下任职，萧会理还是常常想着挽救国家，和西

乡侯等人暗中安插亲信，邀约结交勇士。

【解析】

8．本题考查理解文言重点词语意思的能力。

C.句意为：希望让萧会理作为内应。期：希望。

故选 C。



9．本题考查断句的能力。根据文言文断句的方法，可先梳理句子大

意，然后依据句子意思进行断句。再结合语法结构辅助断句。本句句

意为：这时百姓厌恶贼人，（都）思考着听从命令，从丹阳至京口的

百姓，没有不同意这样做的。“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写出百

姓对贼寇的痛恨的态度，是两个主谓结构，期间需要断开，“自丹阳

至于京口”写出响应的人数之多，“靡不同之”写出百姓赞同这件事

情的一致态度。所以，断句为：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自丹阳至于

京口/靡不同之。

故选 A。

10．本题考查理解辨析选文内容能力。

D.“为内应”表述有误。依据②段“会理曰：‘湖熟有吾旧兵三千余

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听吾日定，便至京师。计贼守兵不过千人

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事必有成。纵景后归，无能

为也’”句意可知，萧会理趁侯景在外，让自己的旧部三千余人为外

援，自己作为内应，里应外合，想共同攻占京城，结果起义失败被杀。

故选 D。

11．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翻译的能力。可以采取直接翻译和意译相结合

的方法。同时注意一些特殊文言现象的准确理解与翻译。句中重点词

语有：

虽：即使；寇：指叛贼侯景；手：手里，这里指手下任职；每：时常；

思：想着；匡复：挽救国家；潜：暗中；布：安插；要：邀请；结：

结交。



【参考译文】：



萧会理，字长才。小时候聪明有智慧，喜好文史书籍。太清二年，侯

景围攻京城。台城失陷，侯景派遣前任临江太守董绍用高祖的名义，

手持皇帝的命诏书命令萧会理前来。他的僚佐成劝他拒绝召唤。会理

说：“诸君的心事，和我不同。天子的性命尊贵，受到贼人的挟持，

现在有手谕召我入朝，作为臣子的，怎么能违背呢。而且（我们）远

处江北，功业难有成就，不如亲自赶赴京都，在天子左右（为他）谋

划。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于是带着所有的军备出发，把南兖州城

献给绍先。来到京都，侯景任命他做侍中、司空，同时担任中书令。

他即便在叛贼侯景手下任职，萧会理还是常常想着挽救国家，和西乡

侯等人暗中安插亲信，邀约结交勇士。当时范阳人祖皓斩杀了绍先，

占据广陵城起义，希望让萧会理作为内应。祖皓起义失败，供辞中牵

连涉及了萧会理，侯景假托诏令免去萧会理的官职，仍然（让他）凭

借平民百姓的身份担任尚书令。

这年冬天，侯景前往晋熙，京师兵力虚弱，萧会理又与柳敬礼图谋起

兵（的事情）。敬礼说：“举行（这样的）大事一定要有做为资本的

东西，现在手里没有多少士兵，怎么可以行动？”会理说：“湖熟有

我旧兵三千余人，昨日有人来告诉（我），到时可以响应聚集，听到

我起兵日子定下来，就能来到京都。估计贼寇的守兵不过千人罢了，

如果大兵在外进攻，我们在内配合，直接捉拿王伟，事情一定能成功。

即使侯景回来，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敬礼说：“好。”因此赞成起

兵。这时百姓厌恶贼人，（都）思考着听从命令，从丹阳至于京口的

百姓，没有不同意这样做的。后来起义的事情没有成功，和弟弟祁阳



侯萧通理一起被杀害。

【2024·湖南长沙·中考真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郭守敬①



①（守敬）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

巧思绝人。世祖召见，授提举②诸路河渠。先是，古渠在中兴者，兵

乱以来，废坏淤浅③。守敬更立闸堰④，皆复其旧。

②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议欲修正而卒。十

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

验推步于下。十七年，新历告成。十九年，恂卒。时历虽颁。然其推

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尚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⑤篇类，整齐分

抄⑥。

③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

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敝

⑦水。大悦，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

（选自《元史·郭守敬》，有删减）

【注释】①郭守敬：元朝杰出科学家。②提举：管辖。③淤浅：堵塞。④闸

堰：闸门堤坝。⑤比次；按顺序排列。⑥分抄（miǎo）：分类细致。

⑦敝：同“蔽”，遮蔽的意思。

12．下列对文中加点字词的理解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荐”有“进献”“祭祀”“推举”等义项，“文谦荐守敬习水

利”中的“荐”应为“进献”之意。

B．“新历告成”中的“成”与成语“百炼成钢”中的“成”意思相

同。

C．“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中的“有”同“又”，用于整数和零

数之间。



D．“于是复置都水监”中的“置”和“乃取一葫芦置于地”（《卖

油翁》欧阳修）中的“置”意思相同。

13．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语句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B．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C．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D．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

14．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横线语句的大意。

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

15．班上开展“古代科学家大推荐”的活动，郭守敬在被推荐之列。

请你依据上文，概括郭守敬的主要贡献。

【答案】

12．C

13．A

14．（郭守敬）他的志趣从小就跟别人不同，不喜欢耍玩游戏。

15．（1）他修复古渠，表现他是一个精通水利的科学家。

（2）他和王恂制定新历法，表现他是一个精通天文历法的科学家。

【解析】

12．本题考查重点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A.“文谦荐守敬习水利”的意思是：张文谦向朝廷推荐郭守敬，说他

是位擅长水利工程的人才。“荐”应为“推举”之意，并非是“进献”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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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22072046006113

https://d.book118.com/25802207204600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