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高三的文言文复习的技巧

　　(1)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余吾予);第二人称(尔而女汝乃若);第三人称(之其彼渠厥)

　　(2)疑问代词：谁孰何曷胡焉安奚恶

　　(3)谦敬词语：请谨窃忝辱敢幸

　　(4)修辞词句：更衣山陵崩社稷中道崩殂

　　(5)兼词：诸焉盍旃叵

　　如何读懂选文

　　(1)先读第六道题目，了解大致内容和主要事件。(此题如果要求"选择准确的一项"则

除外)

　　(2)然后带着"何人?"、"何时何地做何事?"、"结果怎样?"、"为什么?"等问题对文段用

心地默读文章，以"事件"为依据对文章分层，理清文章思路。

　　(3)遇到实在不懂的字词，不必着急，同时必须用?或其他记号来提示自己放放先读下

文，也许过后联系上下文实行推导自然能明白，或者能够到题目中去找答案。

　　官位变迁及官吏行为词：

1.表被任以官职的：征、辟、察、举、召、荐、进、称、补、作、表、为、就

2.表官职变化的：

　　(1)表任命的：授、拜、除、封;

　　(2)表提升的：擢、拔、陟、升、迁。

　　(3)表调动的：调、徙、转、改、放、出、出官;

　　(4)表降职的：左迁、迁谪、谪、逐、贬、诎(黜)

　　(5)表罢免的：夺、黜、罢、免、去、废、蠲;

　　(6)表恢复的：复、还

　　(7)表兼代的：兼(表兼任);领(兼代);权，行，假,署(代理);

　　(8)表辞去的：辞、致政、告退、退、归故里

　　(9)跟俸禄相关的：俸、禄、秩、饷

　　(10)知(典、主)视事用事下车(伊始)掾丞洗沐乞骸骨致仕

二、高中文言文阅读

2．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间的许多对话，如《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①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②，故退之。”

注释：①斯：就。②兼人：勇于作为。

请简要概述孔子三次回答的内容，并说明短文反映了孔子怎样的思想。

【答案】 概述：孔子对子路和冉有同样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答案（一个是听到不能马上去

做，要询问父兄；一个是听到就去做），通过回答公西华解释了原因（二人性格进退有

别 ） 。 （ 括 号 里 的 内 容 可 有 可 无 ）    



思想：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解析】【分析】此题要求概括回答的内容，注意根据文中的句子用自己的话作答，同一

问题，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做出不同的回答，体现的因材施教的思想。对不同性格的学生

回答不同自然有原因的。关于合于义理的事，孔子三次回答不同：要求子路要向父亲兄长

请教，因为子路胆大，需要约束。主张冉立刻做到，因为冉求做事易退缩，需要鼓励。通

过孔子向公西华做出的解释，考生明白了为何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问会有不同回答。而孔子

的回答恰恰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故答案为：概述：孔子对子路和冉有同样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答案（一个是听到不能马上

去做，要询问父兄；一个是听到就去做），通过回答公西华解释了原因（二人性格进退有

别）。（括号里的内容可有可无）

思想：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点评】本题考查文言文的理解能力与概括能力，作答的关键是理解文本内容。题有两

问，属于递进关系，第一问的答案是作答第二问的基础。作答第一问关键是在于对材料的

理解，材料主要是孔子对两个学生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孔子要求他不要冒

进，对于冉求则鼓励他不要退缩。据此进行概括即可。第二问在第一问的基础上再结合公

西华和孔子的对话，可知孔子是针对不同的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因此可以概

括为“因材施教”。  

【参考译文】

子路问：“听到就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做？”

冉有问：“听到就做吗？”孔子说：“听到就做。”

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就做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也问‘听到就做吗’，您却说‘听到就

做’，我很疑惑，请问这是为什么？”孔子说：“冉求总是退缩，所以要鼓励他；仲由胆大，

勇于作为。所以要约束他。”

3．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进学斋记

张耒

    ①古之君子，无须臾而不学，故其为徳无须臾而不进。鸡鸣而兴，莫夜而休，出则莅官

治民、事师友、对宾客，入则事其亲、抚其家，教其幼贱，无须臾之间不习其事、学其

礼。观天地之道，察万物之理，以究道徳之微妙，未始有顷刻之休，是故其徳日进而不可

止。

    ②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未尝不在于学。士会①食而问肴烝，则饮食之际

未尝不在学也。曾晳风乎舞雩咏而归，则游观之际未尝不在学也。曾子病而易大夫箦，则

疾病之际未尝不在学也。今之所谓学者，既剽盗其皮肤，攘掇其土苴②  ， 比于古之人大

可愧矣。冠而仕则冠而弃之，壮而仕则壮而弃之。故后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数年，则言语笑

貌嗜欲玩习之际，比之进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异矣。

    ③元丰之乙丑，余官于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旧而完之。既洁（    ）新矣，于是取

《诗》、《书》、古史陈于其中，暑则启扉，寒则塞向，朝夕处乎其中。余惰者也，故取

古 之 道 而 名 之 曰 “ 进 学 ” ， 而 书 其 说 ， 庶 朝 夕 得 以 自 警 焉 。



【注释】①士会：春秋时晋国卿士。②土苴：糟粕。

（1）可填入第 3 段括号处的虚词是（    ）            

A. 之                                         B. 其                                         C. 则                                         D. 以

（2）对第 1 段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提出古人时刻学习而道德日进的观点，列举生活事实，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

B. 提出古人时刻学习而道德日进的观点，从古人为学和道德日进两方面来阐述。

C. 提出古人时刻都在完善道德的观点，以出入之际坚持“进学”的事实来阐述。

D. 提出古人时刻都在完善道德的观点，以古人仰观俯察探究事理的事实来阐述。

（3）对第②段画线句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后世君子为官数年后言行志趣迥异于前。           B. 后世君子往往留恋官场，无意追求修

身进学。

C. 后世君子大多数会贪求世俗享乐，忘记本心。    D. 后世君子踏入仕途往往进学之心消磨

殆尽。

（4）分析第②段所用论证方法的作用。    

（5）分析第③段画线句在文中的作用。    

【答案】 （1）D

（2）B

（3）A

（4）论证了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都在进学修身的观点；再以后世君子与古之君

子作对比，论证了后世君子不如古之君子能坚持进学修身。   

①     举例论证，对比论证

②举例“士会”论证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写任何时候、无时不刻，或任意写其

中一点也给分）都在进学修身

③把后世君子与古之君子作对比，论证后世君子不如古之君子能坚持进学修身

（5）第 3 段画线句点明进学斋命名的来由；照应文章标题；表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勉励自

己勤于进学。   

①     来由（写作者为进学斋命名、作者写此文的缘由不给分）

②照应文题、点明题目、呼应标题、前后呼应

③表明主旨：勉励自己勤于进学，自勉，与后人共勉，与他人共勉（写劝勉后人不给分）

【解析】【分析】（1） “既洁（   ）新矣”，这句话是对居处的描写，前面说“治其所居之

西，即其旧而完之”，这是对居处进行修补，后面说“于是取《诗》、《书》、古史陈于其

中，暑则启扉，寒则塞向”，这是修补后的布置，中间的句子应是对修补后的居处进行描

写，“洁”是指干净，“新”是指与之前不同，这是两个形容词，中间只能用“以”来连接，此处

的“以”相当于“而”，是连词，表并列关系，而“之”“其”“则”都没有这一功能。



 （2）第一段的第一句就提出观点，即“古之君子，无须臾而不学，故其为德无须臾而不

进”，也就是说“古人时刻学习而道德日进”，CD 两项对观点概括不全，都忽略了“无须臾而

不学”这一内容，故排除；从下面的内容来看，“鸡鸣而兴，莫夜而休，……无须臾之间不习

其事、学其理”，这是从古人为学的方面来阐述；“观天地之道，察万物之理，以究道德之

微妙，未始有顷刻之休，是故其德日进而不可止”，这是从道德日进的角度阐述，A 项对阐

述的角度分析有误，故选 B 项。

 （3）首先到第二段找到划线句，即“故后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数年，则言语笑貌嗜欲玩习之

际，比之进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异矣”，这段话是说后世的君子为官多年，言语笑貌

喜好等，比起进取之初都已经大有不同，也就是说为官后数年的君子言行志趣于前迥异，

故选 A 项。B 项，“留恋官场，无意追求修身进学”错误，在句中没有体现。C 项，“贪求世

俗享乐，忘记本心”也没有体现。D 项，“踏入仕途后往往进学之心消磨殆尽”，句中没有提

到进学之心有所消磨，只是说言行志趣与之前不同，故排除这三项。

 （4） “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未尝不在于学……。今之所谓学者，既剽盗其

皮肤，攘掇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大可愧矣”，这是把“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进行对比，这

是使用对比论证，论证后世君子不如古之君子能坚持进学修身；“士会食而问肴蒸，则饮食

之际未尝不在学也。曾晳风乎舞雩咏而归，则游观之际未尝不在学也。曾子病而易大夫

箦，则疾病之际未尝不在学也之”，这是列举士会等例，属于举例论证，论证古之君子饮

食、游观、疾病之际都在进学修身的观点。

 （5） “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进学’，而书其说，庶朝夕得以自警焉”，前一句是

点明进学斋名字的由来，后一句“庶朝夕得以自警焉”是表达自己的目的，即勉励自己能够

勤于进学，这也就与文章的标题“进学斋记”相照应。 

故答案为：⑴D；⑵B；⑶A；

 ⑷论证了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都在进学修身的观点；再以后世君子与古之君子

作对比，论证了后世君子不如古之君子能坚持进学修身。 ①举例论证，对比论证②举例

“士会”论证古之君子饮食、游观、疾病之际（写任何时候、无时不刻，或任意写其中一点

也给分）都在进学修身③把后世君子与古之君子作对比，论证后世君子不如古之君子能坚

持进学修身

 ⑸第 3 段画线句点明进学斋命名的来由；照应文章标题；表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勉励自己

勤于进学。 ①来由（写作者为进学斋命名、作者写此文的缘由不给分）②照应文题、点

明题目、呼应标题、前后呼应③表明主旨：勉励自己勤于进学，自勉，与后人共勉，与他

人共勉（写劝勉后人不给分）

【点评】⑴）此题考查文言虚词的理解与辨析能力。这类题，要求学生平时注重识记，积

累，掌握文言 18 个虚词的常规用法；当然也可以借助语境或利用教材所学作迁移联想等来

推断词义。

 ⑵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文本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需要学

生准确翻译理解文言内容，特别是侧重于对文章要点的具体把握，这是解答本段文字的关

键所在，在解答的时候要突出这一点内容。

 ⑶此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的能力。翻译题是区分度较大的题目，一定要注意直译，注意

重点字，还要注意文言句式，如果有考纲规定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后置



句”“介宾短语后置句”“省略句”，在翻译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⑷本题考查学生把握作品论证方法的能力。论证方法包括：举例论证：通过典型事例加以

论证，从而使论证更具体、更有说服力。道理论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证明论点，使论证

更概括更深入。比喻论证：通过比喻进行证明，使论证生动形象、浅显易懂。对比论证：

对比论证的作用就是突出强调。引用论证：其作用要具体分析。如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

句、权威数据，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引用名人佚事、奇闻趣事，可以增强论

证的趣味性，吸引读者。

 ⑸此题考查理解重要句子作用的能力。句子在文章中的作用应从结构、内容、主题上分

析，从结构上考虑，涉及到开头、结尾、过渡、照应等文学概念，就从其管辖的区域，应

联系上下文进行解答。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文学徐君家传

[清]魏禧

    徐君讳谦尊，字玄初，吴县附学生①，君天资英敏，读书观大略，慕古侠烈之士，好施

与，矜然诺。里有争，必造门征曲直，君一言折之。家既落，君委曲以奉甘旨，故乡望公

②得与二三故旧歌啸山水间二十余年。一切徭役皆身经理之，不以科兄弟。君之伯性刚

卞，君事之弥谨。季读书，君不以贫故竭力佽助。

    明末赋役重，首事者往往破家，君条利弊上巡抚张公，公览而击节曰：“此真读书人。”

于是广义田以资通区，置役田给诸甲，至今犹食其利焉。崇祯末，旱蝗相仍，民殣于道

路，君岁减廪食以资乡里，又劝助有力之家，全活甚众。妻兄弟有老而独者养之二十年，

没葬而岁祀之，君友黄某父子死非所，遗二寡妇一女，君悉心护之，以其女字君从子，故

黄氏终身不知有孤寡之苦，黄之姻某喜豪举，忽罹大祸，君营救之为破家。其教子以亲贤

友善为第一务。鼎革③初，州郡望人义士多辟地邓尉山、太湖中，君为谋舍馆资饮饩不

倦，不复以利害嫌疑介意，而乙酉丙戌间，群盗大起。君以身保障一方、每闻盗则挺身

出，纠里中壮士为守御。贼大恨，卒杀公。乡里人皆欷歔流涕曰：“斯人死，我辈无所恃

矣。”

    或曰：君古游侠之流也。魏禧曰：游侠士以好义乱国，君以好义庇民，此其不同也。 世

之盛也，上洁己砺治以利其下，下尽职以供其上，上下相安，而盗贼不作。其衰也，大吏

贪纵武威以督其下，小吏朘削百姓，自奉以奉上，细民无所依倚。当是时，千家之乡，百

室之聚，苟有巨室魁士，好义轻财利，能缓急一方者，则穷民饥寒有所资，大兵大寇有所

恃，不肯失身遽为盗贼。又或畏威怀德，不敢为非，不忍负其人。故乡邑有好义士，足以

补朝廷之治，救宰相有司之失，而有功于生民。若徐君者，其庶几于是者与？嗟乎，是非

独为徐氏言之也。

【注释】①附学生：明清科举生员名称之一。②乡望公：对徐谦尊父亲的尊称。③鼎

革：指改朝换代。

（1）解释下列加下划线词在句中的意思  

①纠里中壮士为守御________     ②没葬而岁祀之________

（2）为下列句中加下划线词语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  

①君一言折之（     ）



A.使……屈服  B.指责  C.使……折服   D.证明

②全活甚众（     ）

A.     全 、 都   B. 保 全   C. 成 全   D. 整 个



（3）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君不以贫故竭力佽助     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B. 民殣于道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

C. 上下相安，而盗贼不作   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

D. 其庶几于是者与         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4）翻译以下句子  

明末赋役重，首事者往往破家，君条利弊上巡抚张公，公览而击节曰：“此真读书人。”

（5）根据以下事例，概括出徐君的性格特点

事例 性格

家既落，君委曲以奉甘旨________

君岁减廪食以资乡里 ________

（6）文章最后一段提及“游侠士”的作用是？    

【答案】 （1）聚集；通“殁”死亡，去世

（2）C；B

（3）A

（4）明代末年，各种苛捐杂税非常沉重，主管其事的人经常耗尽家产，徐君逐条列举了赋

税中的弊端呈给巡抚张公，张公看了打着拍子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5）孝顺恭谨

；重义轻财

（6）结尾提及游侠士，由叙到议，表现游侠士之义与徐君之义不同，二者形成对比，游侠

士之义是“乱国”，徐君之义是“庇民”， 肯定了徐谦尊这类人在乱世中对国家的积极作用，

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美。   

【解析】【分析】（1）本题“纠”，属于一词多义现象，放在语境中应该释为聚集；“没”，

通“殁”死亡，去世。

 （2）①折，在语境中应该是强调客观使然，属于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折服。故选 C。

②全，形容词使动，使……全，可以意译为保全。故选 B。

 （3）A 项，均解释为介词“因为”。意义和用法相同；B 项，介词，在/介词，到。不同；C

项，表因果，因而/表转折，但是。不同。D 项，代词，他/助词，一定。不同。故选 A。

 （4）本题赋分点有：首事者，主管其事的人；往往，经常；破家，耗尽家产；条，逐条

列举；上，向上级奏明，呈给上级；览，看；而，承接关系，译为然后；击节，打着拍

子，表示赞赏；此真读书人，判断句。

 （5）本题要求从事件列中归纳人物特点。①“家既落，君委曲以奉甘旨”，意思是说“家境

中落后，徐谦尊殷勤周至悉心奉养父亲”，可以总结性格特点为：孝顺长辈，恭敬谨慎，细

腻周到，体贴入微；②“君岁减廪食以资乡里”，意思是说“徐谦尊每年拿出仓库储存的粮

食来救济乡亲”，从中可以归结性格特点为： 重义轻财、大公无私、关爱百姓、克己奉

公、勇于奉献、乐于牺牲、舍己为民。



 （6）从表达方式上看写游侠士的部分属于议论，而作为人物传记，上文表达方式主要是

叙述，由叙到议，突出表现人物之间的异同，对比中凸显主要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从内

容主旨层面看崇尚侠义的人因为喜爱侠义使国家混乱，而徐谦尊凭借侠义来保护百姓，这

是他们的行为产生的结果的不同之处，从而彰显并肯定了徐谦尊对国家的积极作用，表达

了作者对他的赞美之情。 

故答案为：⑴聚集 通“殁”死亡，去世

 ⑵C；B ;

 ⑶A；

 ⑷明代末年，各种苛捐杂税非常沉重，主管其事的人经常耗尽家产，徐君逐条列举了赋税

中的弊端呈给巡抚张公，张公看了打着拍子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

 ⑸孝顺恭谨|重义轻财

 ⑹结尾提及游侠士，由叙到议，表现游侠士之义与徐君之义不同，二者形成对比，游侠士

之义是“乱国”，徐君之义是“庇民”， 肯定了徐谦尊这类人在乱世中对国家的积极作用，表

达了作者对他的赞美。

【点评】（1）此题考查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句中的含义的能力。答题时最重要的方法是要

把实词放回到句中理解，通则对，不通则错。其他方法有分析形旁推求字义、从字音相同

推测通假字、通过语法特征推断词性、用互文见义对照解释前后词、用成语比较推导词义

等。

 （2）此题考查文言实词含义的理解和识记能力。文言实词的理解，重在平时积累，但也

不能死记硬背，记忆时要结合句意，注意归纳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

等，对课文注释中有明确注明的字词要加强记忆。答题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语法分析

法”“形旁辨义法”“套用成语法”“套用课本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一定的文言功底，最好方

法是把所给的词义代到原文中去，看语意是否通顺来确定答案的正确与否。

 （3）此题考查文言虚词的理解与辨析能力。这类题，要求学生平时注重识记，积累，掌

握文言 18 个虚词的常规用法；当然也可以借助语境或利用教材所学作迁移联想等来推断词

义。

 （4）此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的能力。翻译题是区分度较大的题目，一定要注意直译，

注意重点字，还要注意文言句式，如果有考纲规定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

后置句”“介宾短语后置句”“省略句”，在翻译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5）本题考查鉴赏作品的形象的能力。命题主要着眼于与主要人物相关的事件、言行

等。选项设计特点多是先概括人物某方面的品质、特点，再结合材料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

析。

 （6）此题考查把握重要词语作用的能力。通读文章，理解文意，从内容和结构分析作

用。

【参考译文】

   



 徐君名谦尊，字玄初，是吴县的附学生（明清科举生员名称之一），徐谦尊天资聪明反应

机敏，读书只了解大概，仰慕古代刚直严正、见义勇为的人，乐于周济别人，谨守诺言。

街坊若有争论，必定登门去验证是非曲直，徐谦尊一句话就能使他们折服。家境中落后，

徐谦尊殷勤周至悉心奉养父亲，所以父亲能够与几个旧友在山野中歌吟长啸，过一种闲适

自由自在的生活达二十多年。所有的徭役都是徐谦尊自己承担，从不将它分摊给兄弟。徐

谦尊的伯父性格刚强急躁，他侍奉伯父更加谨慎。最小的弟弟读书，徐谦尊没有因为自己

家境贫寒的缘故而阻止，而是竭尽力量资助。

    明代末年，各种赋税徭役非常沉重，主管这些事的人经常耗尽家产，徐谦尊分条陈述利

弊，呈报给巡抚张公，张公看了击节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从这以后，用增加

赡养族人或贫困者的田产的方法来资助这一地区，设立共有土地制度来分配田地给各户丁

口，到现在还享受这种做法带来的好处。崇祯末年，天旱蝗灾连续不断，许多百姓饿死在

道路上，徐谦尊每年拿出仓库储存的粮食来救济乡亲，又劝说有财力的人家也来资助，赖

以保全活命的人很多。他妻子的兄弟有一亲人年老而没有后代，徐谦尊供养他二十年，老

人死后徐谦尊安葬了他并且每年都去祭祀。徐谦尊的一个姓黄的好友父子死在监狱，留下

两个寡妇和一个女儿，徐谦尊尽心救助她们，将他的女儿嫁给自己的侄儿，所以黄氏寡妇

和孤女一生都没有感到寡居孤独的苦闷。朋友黄某的亲家喜欢炫耀，忽然遭受了一场大灾

难，徐谦尊为援救他耗尽家产。徐谦尊教育孩子要把亲近贤人，爱慕贤才，对别人亲密友

好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改朝换代初年，州郡中有声望的人和侠义之士都到邓尉山、太湖畔

开垦土地，徐谦尊为了安置住所资助饮食不知疲倦，不再因为关系到个人利害或受到猜疑

而放在心上。到了乙酉丙戌年间，各种盗贼纷纷出现。徐谦尊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方百

姓，每次听说盗贼来了就挺身而出，聚集乡里勇敢的人来防御。盗贼非常恼恨，最后杀了

徐谦尊。乡里的百姓都哀叹流泪说：“这个人死了，我们这些人没有可依靠的了。”

    有人说：徐谦尊只不过是个古代侠义之辈而已。魏禧说：崇尚侠义的人因为喜爱侠义使

国家混乱，而徐谦尊凭借侠义来保护百姓，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朝代兴盛之时，上官保

持自身清白励精图治来让百姓得到好处，百姓尽职尽责来供养上官，上下相处平安，那么

盗贼也就不会出现。朝代衰落时，大官们贪婪放纵武力威势来监督管理他们的臣民，小的

官吏大肆剥削百姓，供养自己又供养上官，弱小的百姓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在这种时候，千户人家的乡里，百户人家的聚集地，假如有豪门巨室的大人物，喜爱侠

义不看重钱财名利，能缓解一方急难的，那么贫穷百姓饥饿寒冷时有资助的人，战争和盗

贼出现时有依靠的地方，就不会失去操守仓促间沦为盗贼。又或者有的人因为畏惧这个人

的威力感念恩德，不敢做坏事，不忍心辜负别人。所以地方上有崇尚节义的人，可以用来

弥补朝廷治理的不足，补救宰相等大小官员的过失，从而对百姓有功。像徐谦尊这样的

人，他或许就是在其中的人吧？唉，这篇传记并不是仅仅为徐谦尊所撰写的。

5．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

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yóu），十年尚犹有臭。’必不

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渭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



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

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

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

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以上僖公四年

    姬 遂 谮 二 公 子 曰 ： “ 皆 知 之 。 ” 重 耳 奔 蒲 ， 夷 吾 奔 屈 。



    初，晋侯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蔿（wěi）

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

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②  ， 一国三公，吾

谁适从？”

    及难，公使寺人披③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

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狄。——以上僖公五年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卻芮曰：“后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注释】①齐姜：太子申生的母亲。②尨茸：méng róng，蓬乱的样子。③寺人披：叫披

的寺人，寺人为内官，即后来的宦官。

（1）对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专之渝  ， 攘公之羭      坚贞                               B. 归胙于公              祭肉

C. 公祭之地，地坟        隆起                                   D. 被此名也以出          蒙受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既与中大夫成谋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B. 子其行乎                 其皆出于此乎

C. 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     吴之民方痛心焉          D. 乃之梁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分别用龟甲、蓍草进行了占卜，占卜结果相反，他只相信了吉

利的结果，没听从卜人的劝说。

B. 太子申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骊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出逃本可以成为一条出路，他

却以自尽来表示抗议。

C. 重耳和夷吾比较聪明，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过错，又缺少正常的申诉渠道，在灾祸临头时

通过外逃来保护自己。

D. 骊姬为了能够让她的亲生儿子成为太子，不惜在用毒辣手段陷害太子之后又嫁祸重耳和

夷吾，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

（4）用“／”给文中画线的部分断句。  

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

（5）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

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狄。

【答案】 （1）A

（2）D

（3）B

（4）寇仇之保 / 又何慎焉 / 守官废命 / 不敬 / 固仇之保 / 不忠 / 失敬与忠 / 何以事君（错两

处扣 1 分）

（5）①君王没有骊姬，睡不好，吃不饱。如果申辩，骊姬必定有罪。君王年老了，我又

不能使他快乐。②（重耳）就当众宣布：“违抗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重耳跳墙逃走。寺人

披 砍 掉 了 他 的 袖 口 ， 重 耳 于 是 逃 亡 到 狄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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