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文言文翻译题常见注意事项例析

教学目标

1、了解并掌握文言文翻译的要求和技巧，即 “三标准” 、“十六字方针”；

2、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言文翻译能力。

教学重点：

以“三标准” 、“十六字方针” 理解和运用为重点，通过较多的例子让学生掌握翻译的

要领。

教学难点：结合语境理解含义。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1）翻译三标准——“信、达、雅”

1．信：要求译文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内容。

2．达：要求译文明白通顺，没有语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

3．雅：要求译文遣词造句讲究文笔优美、生动形象乃至传神。

（2）翻译原则（十六字方针）-——“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词不离句，句不离段”

1．直译： 即“字字落实”，要求原文字字在译文中有着落，译文字字在原文中有根据，

要尽量译出原文用词造句的特点，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要能同原文保持一致。

2．意译：只求表述原文的基本内容和思想，译出原文大意，并不拘泥于字字落实，甚至可

以采用和原文差别较大的表达方式。

“意译”是一种辅助手段，只在难以直译或直译时难以表达原文意蕴的时候，才酌情采

用。

我国分析语言的传统经验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我们要紧紧

抓住语境规律，联系上下文进行推敲判断、学会把单个的词语放在整个句子中来理解它的

意义，切忌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高考文言文翻译题考查的固然是整句的翻译，但命题者对文句的设定是独具慧眼的，他们

总是选择那些带有特殊语法现象（词类活用、倒装等）和含有关键性词语的句子给考生翻

译，并将其设定为高考阅卷的采分点。

例一：判断译文正误，如有错请修改。

1．原文：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鸿门宴》

   译文：沛公明天早上跟随一百多个骑兵前来拜见项王。

2．原文：且庸人尚羞之。《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况且一般人尚且羞辱他。

3．原文：晋军函陵。《烛之武退秦师》

   译文：晋国的军队在函陵。

4．原文：去今之墓而葬焉。《五人墓碑记》

   译文：距离现在的坟墓（将他们）安葬在这里。

5. 原文：晦喜，不设备，悉精锐蔽江下。（2007江苏高考题）

   译 文 ： 谢 晦 高 兴 ， 不 再 设 置 防 备 ， 全 部 精 锐 部 队 隐 蔽 在 长 江 下 游 。



注意点一：词类活用要特别关注 

词类活用是文言文中特有的语法现象，主要包括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形容

词、名词的意动用法，名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状语等四大类七种情况。对活用词的翻译

要善于通过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来确定它的词性。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相比，在词义上差别

很大，但句子的语法结构基本上还是一致的。除了一个特殊句式——“倒装句”以外，文

言文中的句子也是按“主＋状＋谓＋定＋宾”的顺序排列的，所以其相应成分上的词的词

性也与现代汉语相一致。即主语、宾语一般是名词，谓语一般是动词，定语一般是形容

词，状语一般是副词。所以我们在翻译活用的词时，就可通过分析这个词在句中所处的位

置，以及所充当的成分先判定它的词性，进而推知它的义项，达到正确翻译的目的。如果

不明白这些词类活用现象，不按活用的类型解释词义，而按字面意思直接解释，就势必造

成理解的错误。

例二：判断译文正误，如有错请修改。

1．原文：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赤壁赋》

 译文：何况我和你打鱼砍柴在江洲之上。

2．原文：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六国论》

 译文：等到李牧因为遭受谗言被杀，邯郸成为了郡。

3．原文：忌不自信。《邹忌讽齐王纳谏》

 译文：邹忌不自信。

4．原文：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子产为政》

 译文：卿大夫忠诚俭朴，就听从和亲近他。

5. 原文；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08江苏高考题）

   译文；想要将队伍秘密地转移靠近刘尚到江南，合并兵力抗击敌人。

注意点二：文言特殊句式在翻译中要体现出它的特殊性 

　　文言句式已纳入今后高考的考查范围，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好文言句式的不同特点，特

别要掌握好几个特殊句子——“判断句、省略句、被动句、倒装句（宾语前置、状语后

置、定语后置）”等。在翻译时，判断句一定要译成“……是……”或“……不是……”

的格式；省略句要将省去的内容补全；被动句要体现出被动的关系；倒装句要将颠倒的语

序理顺，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例三：判断译文正误，如有错请修改。

1．原文：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始得西山宴游记》

     译文：心里想到那里，梦里也同样有趣。

2．原文：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吾岂其负之，何以至此？”《汉书·韩延寿传》

（08北京高考题）

译文：有人侮辱他，韩延寿痛责自己：“难道是我对不起他们吗，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3．原文：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石钟山记》

     译文：（原来）山下面都是石洞和裂缝，不知道它们的深浅。

4．原文：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

《项脊轩志》

    译 文 ： 一 天 ， 祖 母 经 过 我 那 儿 时 说 ： “



我的孩子，好久不见你的人影了，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呆在这儿，很像个女孩子！”

   

5.原文：既从神武之师，自使懦夫有立志。（08全国高考题）

     译文：既然参加了英明勇武的军队，自然会使怯懦者立下志向。

注意点三：注重对关键实词的翻译 

　　所谓关键实词，就是指那些在句子中起关键意义的、解释通常与现代汉语不同的或有

多个义项的词语。句子中的关键实词，以动词最多，形容词、名词次之。另外，也要注意

句子中有无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等。翻译时首先要联系全文，特别要结合上下句语境仔细

推敲，以防误译。其次要准确运用“组词法与替换法”来完成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录。

例四：判断译文正误，如有错请修改。

1.原文：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乃悉罢之。

                            《北史·裴侠传》（05全国高考题）

译文：裴侠说：“凭借饮食而役使人，是我不做的事。”于是把他们全都遣散了。

2．原文：不如因善遇之。《鸿门宴》

      译文：不如因此好好地对待他。

     

3.原文：兄曰：“无论弟不能樵，纵或能之，且犹不可。”于是速归之。（08 山东高考

题）

译文：哥哥说：“无论如何弟弟不能砍柴，纵使能砍柴，还是不能去做。”于是他让张诚

赶快回去。

注意点四：虚词是句子的润滑剂 

　　虚词是句子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考试大纲 18 个文言虚词中经常考的有“因、

以、于、乃、其、为、则”等，考前应当注意把它们的用法进行归纳并强化训练以加深印

象。翻译时，要做到“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注意上下文的关系，注意意思的衔接和连

贯。

例五：判断译文正误，如有错请修改。

1．原文：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产为政》   

译文：您喜爱一个人，不过是伤害他，那谁敢在您那里求得喜爱？

2．原文：求！无乃尔是过与？《季氏将伐颛臾》

译文：冉求！该责备你了。

3.原文：以敬父而见罚，得无亏大化乎？（08北京高考题）

  译文：因敬爱父亲而被惩罚，这样该不会吃亏太大了吧。

注意点五：不忽略句子中隐含的语气 

　　句子的语气也是句子构成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如果考生在翻译时丢失了原句中隐含的

语气，那么翻译也就失真了。

　　



以上从五个方面谈了高考命题者在文言文翻译中设置的采分点，也是同学们在平时的训练

中应予强化的着力点。当然除了要特别注重以上五个方面外，同学们还应注意句子整体上

的通顺，无病句，注意书写大方、清晰，这是许多老师在阅卷中的真切感受。总之，只要

同学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答卷时格外细心，文言文翻译是可以一分不丢的。

翻译过关测试 

1.【原文】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

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参考译文】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

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说的话便相

信了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了他讲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在宰予这里我改变了观

察人的方法。” 

2.【原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

之，丘亦耻之。” 

【参考译文】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式，低三下四地过分

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

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3.【原文】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

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参考译文】颜渊、子路两人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

向？”子路说：“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

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向孔子说：

“愿意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

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 

4.【原文】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

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参考译文】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

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

那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谁是好学的。” 

5.【原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参考译文】宰我问道：“对于有仁德的人，别人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位仁人啦，他会跟

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救，却不可以陷入井中；

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迷惑。” 

6.【原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

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

已。” 

【参考译文】颜渊感叹地说：“（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

高；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善



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

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

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 



7.【原文】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 

【参考译文】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如果到

了四五十岁时还默默无闻，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 

8.【原文】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

与？”子曰：“过犹不及。” 

【参考译文】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

份，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

的。” 

9.【原文】子路问：“闻斯行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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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退之。” 

【参考译文】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行

动起来呢？”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公西

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你回答说‘有父兄健在’，冉求问‘听到了就

行动起来吗？’你回答‘听到了就行动起来’。我被弄糊涂了，敢再问个明白。”孔子

说：“冉求总是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我约束他。” 

10.【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

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参考译文】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

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

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

“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

了。” 

11.【原文】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人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

《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

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参考译文】有客人在楚国郢都唱歌，起初他唱《下里巴人》，国都中跟着他唱的有好几

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跟着唱的还不下几百人；随后又唱《阳春白雪》，跟

着唱的就不过几十人了；等他唱起高亢宛转、音调多变的乐曲时，能够跟着唱的不过几个

人而已。他的曲调越高级，能和他一起唱的人就越少。 

12.【原文】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

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

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

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参考译文】赵襄主向王子于期学

赶车，学了不久便与王子于期比赛；在比赛 中他换了三次马，结果每次都落在后面。赵

襄主埋怨说：“你教我赶车，还留了一手呢。”王子于期回答说：“



技术已经全教给您了，是您用的不对。赶车最要紧的是，要使马套在车上能舒适妥贴，赶

车人的注意力要集中放在调理马上，然后才能赶得快，跑得远。在这次比赛中，您落在后

面的时候就光相赶上我，跑在前面的时候又怕被我赶上去。其实引马上路去赛跑，不是领

先就是落后；可是您无论领先还是落后，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哪里还顾得上调理马？

这就是您落后的原因啊！” 

13.【原文】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

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

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

类。 

【参考译文】郢都有个人寄给燕相国一封信。晚上写信时，烛光不够亮，他便吩咐捧烛的

人说：“举烛！”一面顺手把“举烛”二字误写上去。其实“举烛”并不是信中所要说的

话。燕相国接信后便解说道：“‘举烛’的意思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的意思，就是要

我选拔并且任用贤才。”他便把这个意思报告给燕王，燕王听了很高兴，照这个意思去做

了，因而国家治理得很好。国家是治理好了，却不是信中的意思。现在的学者们做学问，

大都跟这位穿凿附会的相国差不多。 

14.【原文】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

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

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参考译文】宋国有家姓丁的，家里没有水井，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水，因此常占用一个

劳动力在外边干这个活。后来他家里打了一口井，再也不用出去担水了，所以他告诉人家

说：“我们家打了井后多出一个人来。”听见这话的人传开了说：“丁家打井挖出一个活

人来。”国都里的人也都这样传来传去，一直传到宋国国君那里。宋君派人向丁家问这件

事，丁氏回答说：“我说的是多出一个劳动力，并不是说从井里挖出一个人来。” 

15.【原文】常羊学射于屠龙子朱，屠龙子朱曰：“若欲闻射乎？楚王田于云梦，使虞人起

禽而射之。禽发，鹿出于王左，麋交于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鹄拂王旃而过，翼若垂云。

王注矢于弓，不知其所射。养叔进曰：‘臣之射也，置一叶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发而十

中，如使置十叶焉，则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参考译文】常羊向屠龙子朱学习射箭，屠龙子朱说： “你想知道射箭的道理吗？从

前，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时候，叫虞人把禽兽赶起来让自己射击。禽兽飞的飞，跑的跑，

都出来了，鹿奔在楚王的左边，麋跑在楚王的右边。楚王刚拉开弓要射，忽然又有一只天

鹅掠过楚王的旗子，两个翅膀好象低垂着的云彩。楚王把箭搭在弓上，不知道该射哪个才

好。这时有个叫养叔的大夫对楚王说：‘我射箭的时候，把一片树叶放在百步之外，射十

次中十次，如果在那里放上十片树叶，那么能不能射中，我就没有把握了。’”

二、高中文言文阅读

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陈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

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穆王府署祐为其府尚书。王既分土于陕、洛，表祐为河南府总

管。下车之日，首礼金季（末）名士李国维、薛玄，咨访治道，奏免征西军数百家诸税，

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

    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除祐为总管。时州县官以未给俸，多贪

暴，祐独以清慎见称  ， 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

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

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祐曰：“救民获

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

    三年，朝廷授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之冲，号为难治，祐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

干墓，且请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尝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一

曰太子国本，建立宜早；二曰中书政本，责成宜专；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事虽未能

尽行，时论称之。    

    朝廷大举伐宋，遣祐签军，山东民多逃匿，闻祐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遂皆

出，应期而办。十三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吏多震慑失措，祐因谓曰：“何必若

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  ， 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

吏知修饬，不敢弄法。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

下马挝杀之于市民间帖然。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虏温、台民男

女数千口，祐悉夺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

恤。”不报。遣祐检覆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仓猝不及为备，遂遇害，年五

十六。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

（节选自《元史·列传第五十五》，有删改）

（1）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

市/民间帖然

B. 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

市/民间帖然

C. 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

市/民间帖然

D. 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

市/民间帖然

（2）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下车，刚上任、刚到任。文中指陈祐刚到官任。

B. 孔子，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

始人，被列入“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C. “颜子”是指颜回，“子”是古代对人的尊称，可以称有道德、有学问的圣贤之人，如孔

子、颜子、孟子、老子，也可以用来称老师。

D. “忠定”是陈祐的谥号，“谥号”就是统一用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危身奉上曰忠，安民大虑曰定”，所以文中的“忠定”是对陈祐的一种赞美。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陈祐虚心求教。担任河南府总管时，他到任的当天，首先就去拜访金朝末年的著名贤士

李国维、薛玄，虚心向他们求教治理政事的方法。

B. 陈祐为民着想。任南京路治中时，他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冒着获罪的危险，违背上级命

令；任浙东道宣慰使时，因百姓刚经历战乱，他反对征收酒税。

C. 陈祐治政有方。卫辉路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地方，陈祐到任后修建孔子庙、比干墓，从而

稳定了社会秩序，因此百姓为他立碑颂德，并向朝廷请示列入名臣史籍。

D. 陈祐除恶务尽。许、蔡一带的大盗聚众抢劫，抓捕时他逃到宋朝境内，后来宋朝灭亡，

这个盗贼路过汴梁时，陈祐发现了他，当众将他击杀。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 时州县官以未给俸，多贪暴，祐独以清慎见称。

② 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事虽未能尽行，时论称之。

【答案】 （1）C

（2）D

（3）C

（4）①当时州县的官吏因没有官府供给的俸禄，大多贪婪暴虐，只有陈祐因为清廉谨慎

而被称道。   

②三是人才是治国的根本，选拔人才应慎重。这些事情虽然未能完全施行，但当时的评论

（当时人们）都称赞他。

【解析】【分析】（1）句中“急”是修饰“捕”的，故在其后停顿，排除 AB 项。“宋亡”指“宋

朝灭亡后”，叙述时间的，可独立成句，排除 D 项，选 C 项，句子译为：许、蔡一带的大

盗聚众抢劫，陈祐追捕得很紧，这个人逃入宋朝境内。宋朝灭亡后，这个人随制置夏贵路

过汴梁时，陈祐喝令他下马，将他击杀在市集，百姓顺服。故选 C 项。

（2）D 项，“统一用两个字”说法错误，谥号也有一个字的。故选 D 项。

（3）C 项，“并向朝廷请示列入名臣史籍”对应原文为“且请于朝著于祀典”，其所说的应是

陈祐“建立孔子庙，修比干墓，并向朝廷请示写进祭祀制度中。”故选 C 项。

（4）第一句得分点：“以”，因为；“清慎”，清廉谨慎；“见”，被。第二句得分点：“人才治

本”，判断句；“审”，慎重；“尽”，完全；“时论”，当时的评论。

故答案为：⑴C；⑵D；⑶C；

⑷①当时州县的官吏因没有官府供给的俸禄，大多贪婪暴虐，只有陈祐因为清廉谨慎而被

称道。 ②三是人才是治国的根本，选拔人才应慎重。这些事情虽然未能完全施行，但当

时的评论（当时人们）都称赞他。

【点评】（1）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文言文断句要根据常见的句首句尾语气词、句

式、修辞、意思进行断句。本题可以根据句中动词、虚词、句子结构，抓住关键词，然后

根据语意进行断句。

（2）本题考查文化常识的理解识记能力。文化常识的积累有助于解读文言文，文化常识一

般包括官职、宗教礼仪、服饰、年龄称谓、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等，学习过程中注意准

确积累。

（3）本题考查把握内容要点和鉴赏作品人物形象的能力。此类题目要梳理原文内容，准确

把握文章大意。然后锁定目标句，把各个选项与原文内容进行细致比对，逐个排除。



（4）此题考查文言文翻译的能力。文言文句翻译首先要做到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一定要

字字落实，尤其是句中重点字词，如：实词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翻译重

点语句是一项综合能力的体现，不仅要求学生具有丰富的文言词汇知识储备，还要有一定

的古汉语语法知识，同时要求语言表达流畅与优美。

【参考译文】

    陈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陈祐自幼好学，家境贫困，他的母亲张氏曾剪掉头发换取

书籍让他读书，（他）长大后就博通经学史学。当时诸王可自己征召主官的僚属，穆王府

暂任陈祐为王府的尚书。穆王被分封在陕、洛，上表推荐陈祐为河南府总管。（陈祐）上

任那天，首先去拜访金末名士李国维、薛玄，虚心向（他们）求教治理政事的方法。

（他）又奏请免去几百家征西军的各种赋税，又上奏提出二十多件有利于人民的事，朝廷

都听取了他的建议。

    世祖即位，将陕、洛地区划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任命陈祐为河南西路总管。当时州

县官吏因为没有供给俸禄，大多贪婪暴虐，只有陈祐因为清廉谨慎而被称道，在此为官八

年，像刚到的时候一样。至元二年，（陈祐）改任南京路治中。适逢河南东部发生蝗灾，

徐州、邳州尤为严重，（官府）责令百姓捕捉（蝗虫），到了很紧急的状况。陈祐率领几

万百姓到灾区，对身边的人说：“捕捉蝗虫是怕它们损害庄稼，如今蝗虫虽多，但谷物已经

成熟，不如让百姓早点收割庄稼，或许可以省力而有收成。”有人认为事情涉嫌独断专行，

不可行。陈祐说：“为救民而获罪，我也甘心。”立即告诉百姓让他们回去（收割），两州

的百姓都依赖他。

    至元三年，朝廷授任（陈祐）为卫辉路总管。卫辉位于四方交通必经之地，一向难以统

制。陈祐（到任后）申明法令，建立孔子庙，修比干墓，并向朝廷请示写进祭祀制度中。

等到他离任时，这里的百姓为他立碑歌颂功德。他曾向世祖上书，提出创立太平盛世的“三

个根本”：一是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早立太子；二是中书省是行政的根本，应责成中书省

专心于政务；三是人才是治国的根本，选拔人才应慎重。这些事情虽然未能完全施行，但

当时人们都称赞他。

    朝廷大规模攻打宋朝，派陈祐征调军队，山东百姓多逃避，听说陈祐来了，都说：“陈按

察来了，一定没有私心。”于是（百姓）都出来应征，陈祐的任务按期完成。至元十三年，

（朝廷）授予（陈祐）为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官吏多惊慌失措。陈祐于是对他们说：“何

必如此惊慌！你们以前为盗跖，而今为颜渊，我就把你们当颜渊对待；若以前为颜渊，而

今为盗跖，我就会把你们当盗跖对待。”于是这些官吏安分守己，不敢违法。许、蔡一带的

大盗聚众抢劫，陈祐追捕得很紧，这个人逃入宋朝境内。宋朝灭亡后，这个人随制置夏贵

路过汴梁时，陈祐喝令他下马，将他击杀在市集，百姓顺服。至元十四年，（陈祐）被调

任为浙东道宣慰使。当时江南刚刚归附，元军俘虏温州、台州百姓男女数千口，陈祐全都

强行释放回家。行省征收百姓和商人的酒税，陈祐提出：“战争之后，对于遭受战争之苦的

百姓，应宽容体恤。”但这意见朝廷没有答复。朝廷派（陈祐）去查核台州的民田。等到

（陈祐）回来行至新昌，遇到玉山当地的强盗，他仓促间来不及防备，于是被杀害，享年

五十六岁。（陈祐）被追封河南郡公，谥号忠定。江浙父老请求在会稽埋葬他，未获批

准，便设立祠堂纪念他。



3 ． 阅 读 下 面 的 文 言 文 ， 完 成 下 面 小 题 。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璋遣使

迎仁，仁将祎游学入蜀。会先主定蜀，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时许

靖丧子，允与祎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

从前请先上。及至葬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集，车乘甚鲜，允犹神色未泰，而祎晏然自

若。持车人还，和问之，知其如此，乃谓允曰：“吾常疑汝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

吾意了矣。”

    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  ， 迁庶子。后主践位  ， 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群僚

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

尉使吴。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

器之，谓祎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还，迁为郎中，亮北驻汉

中，请祎为参军。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

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

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还

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

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

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祎至，贼遂退，封成乡侯。琬固让州职，祎复领益州刺

史。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十一年，出驻汉中。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

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

循手刃所害，谥曰敬候。

(选自《三国志•蜀书》）

（1）下列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

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

B. 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

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

C. 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 亮

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

D. 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亮

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

（2）下列对文中加下划线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舍人，随侍身边的亲近属官的通称，战国及秦初王公贵族都有舍人。

B. 践位，文中指后主刘禅承继皇位。与“践位”意思相近的还有“履至尊”“君临天下”等词语。

C. 建兴，后主刘禅的年号。年号是我国从秦初开始使用的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

D. 刺史，官职，汉初指出刺各地检核问事的官员；汉武帝时每部置刺史一人；东汉以后成

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费祎出生于江夏鄳地，小时候父亲死了，靠族父伯仁拉扯成人。后来，刘璋召见费祎，

伯 仁 就 将 他 带 人 蜀 地 。



B. 费祎与董允一同乘坐简陋的车子前往许靖儿子的墓地。董允脸上露出难以乘坐的神色，

而费祎“从前请先上”，始终无怨言，神态泰然自若。

C. 魏延与杨仪反目成仇，每次一见面都争论不休。费祎对他们直言劝说，晓以利害，让两

人都发挥了各自的职能作用。

D. 费祎退魏军后封侯，主持国事政绩名望堪比蒋琬，即使在地方任职，朝廷重要的事情也

要先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决断，深受后主信任。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权甚器之，谓祎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 

②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

【答案】 （1）C

（2）C

（3）A

（4）①孙权很器重费祎，对他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一定能成为蜀国辅佐帝王的得

力大臣(重臣)，恐怕不能多次来(常来)我们东吴了。”②延熙七年，魏军驻扎在兴势，后主

授予费祎符节，他率军前往抵御。   

【解析】【分析】（1）“丞相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

由是众人莫不易观/ 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意思是“丞相诸葛亮南征回朝，群

官到都城外几十里处迎接。其中大多数官员比费祎年长且职位尊贵，但诸葛亮却只命费祎

与自己同乘一车，从此众人莫不对费祎另眼相看。诸葛亮刚从南边归来，任命费祎为昭信

校尉出使吴国”。“群僚”是“逢迎”的主语，是说诸葛亮南征回朝，群官到都城外几十里处迎

接，故“群僚”应放在下一句，排除 A 项；“初从南归”的主语是“亮”，所以“亮”应放在下一

句，即“亮以初从南归”，且如断成“亮初从南”，则句中缺少谓语，句子结构不完整，排除

BD 两项。故选 C。

 （2）C 项，“年号是我国从秦初开始使用的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错误，年号是从

汉武帝时开始使用的，不是秦初。故选 C。

 （3）A 项，“刘璋召见费祎”错误，从文中来看，“璋遣使迎仁，仁将祎游学入蜀”，可见应

是“刘璋派使者迎候伯仁，伯仁就把费祎带到蜀地求学”。故选 A。

 （4）该题第一句中，“器”，器重；“之”，代词，代费祎；“股肱”，名词做动词，成为辅佐

的重臣；“数”，多次；“君天下淑德”，判断句。第二句中，“次”，驻扎；“于”，在；“假”，

授予；“节”，符节；“御”，抵御。 

故答案为：⑴C；⑵C；⑶A；

 ⑷①孙权很器重费祎，对他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一定能成为蜀国辅佐帝王的得力

大臣(重臣)，恐怕不能多次来(常来)我们东吴了。”②延熙七年，魏军驻扎在兴势，后主授

予费祎符节，他率军前往抵御。

【点评】（1）此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文言文断句是翻译的另一种形式，如果不能翻

译则采用文字标志断句和语法断句。一般来说名词代词常作主语或者宾语，因此出现名词

或代词就在此前或后断句，还有就是出现的一些虚词，表示语气常 句尾，可在此后断句，

如果是发语词，常在句首，可在此前断句。



 （2）此题考查文化常识的能力。重要的文化常识是一个高中生必须具有的基本常识。复

习中要注意突出重点，不纠缠于细枝末节，注意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和体系，建立知识

树，同时加强积累，注重归纳，分类记忆。

 （3）此题考查综合分析的能力。综合分析题，需要学生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对选项逐

一排查，设误常常有时间与发生的事与原文不同，人和事不同，地和事不同，学生在这些

方面要注意；在选项中也可考查某些古今异义词、词类活用等文言现象。

 （4）此题考查文言文翻译的能力。做翻译题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

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遵循“信、达、雅”的三字原则，运用

“留、删、替、补、调”的五字方法进行翻译。

【参考译文】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县人。幼时父亲死了，依靠堂父费伯仁生活。伯仁的姑姑是益州

牧刘璋的母亲。刘璋派人迎接费伯仁入蜀，伯仁就把费祎也带到蜀地求学。正遇上先主刘

备定都蜀地，费祎于是留在了益州，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名气相当。这时许靖的

儿子死了，董允和费祎打算一同去参加许子葬礼。董允向父亲董和说要一辆车子，董和便

给他们派了一辆从后面开门的鹿车，董允面有难色不愿上车，费祎却抢先登上去。等到达

安葬地，诸葛亮等显贵人物都到了场，他们的车辆装饰很漂亮，董允下车后表现出很不好

意思的神色，而费祎却泰然自若。驾车的人返回后，董和向他询问此行的情况，知道了两

人的表现，就对董允说：“我常常疑心自己还没有分辨出你和费文伟的高下，从今以后，我

清楚了。”

    先主立刘禅为太子，任费祎和董允为舍人，又升为庶子。后主刘禅继位后，他们任黄门

侍郎。丞相诸葛亮南征回朝，群官到都城外几十里处迎接。其中大多数官员比费祎年长且

职位尊贵，但诸葛亮却只命费祎与自己同乘一车，从此众人莫不对费祎另眼相看。诸葛亮

刚从南边归来，任命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诸葛恪、羊衜等人，知识广博，才能卓

越，善于辩论，论辩责问言辞锋利，而费祎与他们谈论时，却滔滔不绝，含义深刻，据理

回答，对方始终不能使他服输。孙权十分器重费祎，对他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一定

能成为蜀国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恐怕不能多次来我们东吴了。”费祎回蜀后，升为郎中。

诸葛亮北驻汉中时，请费祎任参军。建兴八年，费祎转任中护军，后又任司马。当时军师

魏延与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当坐在一起时就争论不休，有时魏延甚至 举刀比划着要杀杨

仪，杨仪则痛哭流涕。费祎就常坐到他们中间，分别予以劝解，诸葛亮在世时，之所以能

充分发挥魏延、杨仪各自的才能，主要靠费祎对他们二人的帮助扶正。诸葛亮去世后，费

祎任后军师。不久，代替蒋琬任尚书令。蒋琬从汉中回到涪县时，费祎升为大将军，总领

尚书职务。

   



 延熙七年，魏军驻扎在兴势山，后主授予费祎符节，他率领士兵前去抵御。光禄大夫来敏

到费祎处告别，请他一起下盘棋。当时战事正急，军书往来传递，人马披甲戴盔，战车整

备完毕，而费祎却与来敏专心致志地下棋，毫无急躁厌倦的样子。来敏说：“我来这里只不

过是观察试探您罢了！看来您确实是最适宜的人选，一定能打退敌寇。”费祎到了兴势山，

敌人就撤退了，费祎被封为成乡侯。后来，蒋琬一再推让益州的职务，费祎便又兼任益州

刺史。费祎报效蜀国所立的功名，大致与蒋琬并列。延熙十一年，费祎出驻汉中。从蒋琬

到费祎，即使身负重命远在朝外，但奖赏惩罚之事，朝廷都要先向他们征求意见，然后才

执行，他们受到的尊崇信任就像这样。延熙十六年的岁首大会，魏国降将郭循也在座。费

祎畅饮沉醉，被郭循亲手持刀所害，赠谥号为“敬侯”。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苗晋卿，字元辅，潞州壶关人，世以儒素称。擢进士第，调为修武尉，累进吏部郎中、

中书舍人，知吏部选事。方时承平，选常万人，李林甫为尚书，专国政，以铨事委晋卿及

宋遥，然岁命它官同较书判，核才实。天宝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

科，以张爽为第一。爽，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于帝，晋卿欲附之，爽本无学，故议

者嚣然不平。安禄山因言之，帝为御花萼楼覆实，中裁十一二，爽持纸终日，笔不下，人

谓之“曳白”。帝大怒，贬倚淮阳太守，遥武当太守，晋卿安康太守。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晋卿曰：

“公门当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属令行酒，酒至，必立饮白酹，侍老有献，降

西阶拜而饮，时美其恭。安禄山反，窦廷芝弃陕郡不守，杨国忠本忌其有望，即奏“东道贼

冲，非大臣不可镇遏”，授陕郡太守、陕虢防御使，晋卿见帝，以老辞，忤旨，听致仕于

家。车驾入蜀，搢绅多陷贼，晋卿间道走金州。

    肃宗至扶风，召赴行在  ， 拜左相。平京师  ， 封韩国公，食五百户，改侍中。玄宗崩，

肃宗疾甚，诏晋卿摄冢宰，因让曰：“矢行遣诏，皇帝三日听政，稽祖宗故事，则无冢宰之

文，奉遣诏则宜听朝。惟陛下顺变以幸万国。”帝不听。后数日，代宗立，复诏摄冢宰，固

辞乃免。时年老蹇甚，乞间日入政事堂，帝优之，听入阁不趋，为御小延英召对。宰相对

小延英，自晋卿始。永泰初薨  ， 年八十一，赠太师，京兆少尹护丧，谥曰懿献，元载未

显时，为晋卿所遇，载方相，故讽有司改谥文贞。

（《新唐书•苗晋卿传》）

（1）下列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

B.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

C.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

D.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访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尝入计谒/归壶关/望县门辄步/吏谏止/

（2）下列对文中加下划线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薨：古代只把诸侯或有爵位的官员死去，称为薨。

B. “搢绅”：“搢”，插；“绅”，束在衣服外面的大带子；原意是插笏于带，文中借指官宦。

C. 行在：亦称“行在所”，皇帝所在的地方，后专指皇帝行幸所经之地。

D. 京师：京城及其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京畿”则是京城及其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苗晋卿利用职务，攀附权贵。苗晋卿主持吏部选官时，因张倚得到皇帝的宠幸，于是将

张倚之子张奭评为第一，想借此攀附张倚。

B. 苗晋卿为人谦恭，深受称赞。苗晋卿回乡，郡太守迎接犒劳他，他对劝酒的官员和老人

都极尽礼数，受到当时人们的赞扬。

C. 苗晋卿颇有声望，受到排挤。安禄山反叛时，杨国忠因忌恨苗晋卿有声望，违背皇帝的

旨意，任命苗晋卿为陕郡太守、陕虢防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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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1040221330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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