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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教材】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了大量经典文言文，学

好这些课文对提高翻译文言句子能力作用很大。古代诗文中常常使用一

些对偶句，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

者之可追”。句中处于相同位置上的词语，语义往往相近或相反，如前

例“观”与“察”，“谏”与“追”，“大”与“盛”，两两相对，意

思相近。借助这一特点，在阅读陌生文本时，我们可以由已知推未知，

如由“追”推知“谏”的可能含义，再借助上下文，大致确定某个词语

的准确含义。这些知识有助于提升文言文翻译能力。



 考向分析

文言文翻译，既能考查学生对实词、虚词、句式、句子间语意关系

的领会，又能考查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一、文言文翻译的标准

翻译文言文要做到“信、达、雅”三个字。“信”是指译文要准确

无误，就是要使译文忠于原文，如实地、恰当地运用现代汉语把原文翻

译出来。

“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就是要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及

用语习惯，字通句顺，没有语病。

“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就是要使译文生动、形象，完美地

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



二、文言文翻译的原则

 1.字字落实，文从句顺。

 字字落实指忠实于原文意思，不遗漏，也不能添加。换言之，原文

和译文必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原文中有的意思，在译文中一定要落实；

原文中没有的意思，在译文中一定不能出现，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文从句顺指译文要明白通顺，合乎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要直接按

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把文言文替换成相应的现代汉语，使字不离词，

词不离句。如果直译后语意不畅，还应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使句意尽

量达到完美。



2.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直译指译文要与原文保持对应关系，重要的词语要相应地落实，要

尽力保持原文遣词造句的特点和相近的表达方式，力求语言风格也和原

文一致。文言文翻译应以直译为主。

意译指着眼于表达原句的意思，在忠于原意的前提下，灵活翻译原

文的词语，灵活处理原文的句子结构。在难以直译或直译以后表达不了

原文意蕴的时候，才酌情以意译为辅助手段。



三、文言文翻译的采分点

文言文翻译要找准采分点，此处仅作简要说明。

1．作为采分点的实词，从词性上看，以动词居多，其次是形容词

和名词。把关键实词翻译到位，就是把句中的通假字、多义词、古今异

义词、活用词语、特殊难解词语准确理解，并且在译文中正确地体现出

来。



2．作为采分点的虚词，主要指文言语句中的副词、连词、介词。

虚词的翻译要注意两点：(1) 必须译出的，有实词义项的要译出实义，如

作代词的“之”“其”等；现代汉语中有与之相对应的虚词进行互换的，

要换用，如 “之”“而”“以”“于”等。(2)不必译出的，在句中起

语法作用的“之”、发语词及句末语气助词等。关键虚词的翻译，要仔

细辨明词性及意义，能译则译，不需要译出的切不可强行译出。

3．文言句式在翻译题目中是重要的采分点， 翻译时审出译句中的

特殊句式是关键。考生要注重积累，重点掌握容易忽略的省略句、宾语

前置句和固定句式等。



四、文言文翻译的方法

考向(一)　文言文翻译之“留”

留，就是保留文言文中一些基本词汇、专有名词，包括两类：

一类是朝代、年号、谥号、庙号、人名、爵位名、书名、地名、官

职名、器物名、度量衡等专有名词。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对文言文的

理解经常受到地名和人名等专有名词的干扰，以致于读不懂文字，理解

不了内容，做出的选择往往是错的。对于这些专有名词一律照抄，不必

翻译。如“乃重修岳阳楼”，其中“岳阳楼”是建筑物名，就不需要翻

译。



二类是在现代汉语中仍常用的成语或习惯用语，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可以保留不译(译了，反而显得不通顺)，如“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

侯之赏”，“劳苦功高”这个成语就可以保留不译。



 典例1



【我的分析】　分析画线句应保留的词语：__________(“大将军(官

职)”“忠臣(现代汉语仍在使用的词)”“先帝(称号)”，翻译时都要保留下来

)。

【答案】　(见画线句)这以后上官桀的党羽有说霍光坏话的，昭帝

就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嘱托他来辅佐我，有敢诽谤的人就办

他的罪。”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讲了，就计划让长公主摆宴席请霍光，

埋伏兵士击杀他，乘机废昭帝，迎立燕王做天子。事情被发觉，霍光全

部诛灭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燕王、盖主都自杀

了。霍光威震天下。



(2)段思恭，泽州晋城人。开运初，刘继勋节制同州，辟为掌书记。

继勋入朝，会契丹入汴，军士喧噪，请立思恭为州帅，思恭谕以祸福，

拒而弗从，乃止。乾德初，平蜀，通判眉州。

(节选自《宋史·段思恭传》)

【我的分析】　分析画线句应保留的词语：__________(“继勋(人名

)”“契丹(地名)”“汴(地名)”“思恭(人名)”，翻译时都要保留下来)。



【答案】　(见画线句)段思恭，是泽州晋城人。开运初年，刘继勋

担任同州节度使，征召段思恭为掌书记。刘继勋入朝拜见皇帝，正赶上

契丹入侵汴京，军士喧哗鼓噪，请求拥立段思恭担任同州主帅，段思恭

将利害关系告诉他们，拒绝而没有听从，军士才停止喧闹。乾德初年，

平定蜀地，担任眉州通判。



考向(二)　文言文翻译之“换”

换，就是用现代词语替换古代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汉语中有

些词语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翻译时应该用现代汉语替换的地方必须

替换，千万不能以今义当古义。“换”包括以下情况：

1．将文言词替换成现代汉语词；

2．将古汉语的单音节词替换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

3．将古今异义词替换成现代汉语的意思；

4．将通假字替换成本字；

5．将活用的词替换成活用后的词等。

翻译要彻底到位，以防文白混杂，不伦不类。



 典例2



【我的分析】　分析画线句需替换的词语：__________(“此(他)”“

若(如果)”“反(返回)”“国(故国)”“必(必定)”“诛(讨伐)”“则(那么)”“首(第一

个)”等，翻译时需要根据语境加以替换)。

【答案】　(见画线句)釐负羁回家，脸上不高兴，他的妻子问他说：

“您从外面回来，带着不高兴的神色，为什么？”负羁说：“我听说，

有福轮不到，祸来牵连我。今天国君召见晋公子，待他没有礼貌。我夹

在里面，因此不高兴。”他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像大国的君主，他

的随从人员像大国的相国。现在困窘逃亡，路过曹国，曹国待他没有礼

貌。他如果返回故国，必会讨伐对他无礼的人，那么曹就是第一个了。

您为什么不先把自己和曹君区别开呢？”负羁说：“好吧。”





【我的分析】　分析画线句需替换的词语：__________(“泫然流涕

(泪流满面)”“曰(说)”“是(今天)”“虽(即使)”“欲(想)”“竭(竭尽)”“力(全力

)”“复(还)”等，翻译时需要根据语境加以替换)。

【答案】　(见画线句)周尧卿，在十二岁时失去了父亲，悲伤哀痛

得就像成年人，见到母亲就抑制情感、忍耐哀痛，不想让母亲伤心。母

亲对此感到诧异，对亲戚说：“我的儿子这样关怀我，非常懂得孝顺赡

养我。”尧卿后来果然赡养孝顺母亲，他的志向如同母亲所说的那样。

他对待兄弟，尤其厚道友爱。母亲去世后，他结草庐守孝三年，睡在柴

草上，枕在土块上，即使生病也不饮酒吃肉。安葬母亲时，他亲自背土

填埋。有人告诉他说：“古代贫穷无法安葬逝者的人或许会这样做，现

在你何必自苦呢？”他泪流满面地回答说：“过了今天，即使以后我想

要像现在这样竭尽全力，还能有机会吗？”



 考向(三)　文言文翻译之“调”

“调”就是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在对译的基础上，将特殊句式的

语序调整过来，使译句畅达。需要调整语序的句子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介宾后置句，翻译时要将介宾短语移至谓语的前面；

2．定语后置句，翻译时要把定语移到被修饰、限制的中心语之前；

3．谓语前置句，翻译时必须将主谓成分颠倒过来；

4．宾语前置句，翻译时要将宾语移到动词或介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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