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文言文固定句式-翻译(整理版)

所谓“固定句式”，就是某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理解时不能分开、而需要

按照某种固定模式来解释的词语。

１、“有……者”此式用于所要介绍、陈述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定语后置形式。译为“有

个……的人”。例如《口技》：“京城有善口技者。” 

２、“以……为……”  此式用“以”组成介词结构作状语，来表示动词“为”所凭借的和依据的

对象等。可译为“用……做……”或“把……当作……”。例如《六国论》：“至丹以荆卿为计，始

速祸焉。”有时也可紧缩成“以为”。例如《黔之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 

３、“有（无）所”  此式中“所”与后边的动词，构成名词性的“所”字词组，作动词“有

（无）”的宾语。可译为“有（没有）……的（人、事、物）”。如《鸿门宴》：“吾入关，秋

毫不敢有所近。”《木兰诗》：“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４、“有（无）以”  此式是动词“有”和介词“以”连用于谓语动词前，对某种事情赖以实现的

条件、办法等加以肯定（或否定）。译为“有（没有）什么办法用来……”。例如《中山狼

传》：“吾终当有以活汝。”《劝学》：“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５、“是以”  此式用于因果句中表示结果或推断。译为“所以（因此）……”。如《石钟山

记》：“余是以记之。”

６、“何所”  此式系“所……，（是）何”的主谓倒装式。译为“所……的（人、东西、事

物），是（谁）什么”。如《木兰诗》：“问女何所思？” 

７、“所以”  此式由于介词“以”，含有“用”、“因”等不同的意义，据此，可译为：①“用

来……的工具（方法、方式）”；“凭他（它）来……的”。例如：《公输》：“吾知所以距子

矣。”《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②“导致……的原因”；“……的缘故”。例如

《察今》：“此其所以败也。” 

８、“然则”  此式表示承上的连接关系。译为“既然这样，那么……”或“那么”。例如《岳阳楼

记》：“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９、表示比较的习惯说法：……孰与…… ； ……何如…… ； ……孰若…… ；……何

若……

这些习惯说法都是表示比较，用来表示人或事物互相比较的结果。都可译为“跟……比

较，哪个更……”。例如：①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②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③吾孰与

城北徐公美？

④救赵孰与勿救？

 “孰与”  此式表示比较和选择。译为“与……比，哪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我孰与城

北徐公美？” 

10、“何……之有”  此式系“有何……”的倒装，借助“之”字把宾语提到前面。可以译为“有什

么……呢？”例如：《公输》：“宋何罪之有？” 

11、“无乃……乎”  此式表示用委婉的语气对某一情况（事情）加以推测（商榷）。译为

“恐怕（只怕）……吧”。例如《崤之战》：“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 

12、“不亦……乎”  此式表示委婉的反问语气。译为“不也是……吗”或“岂不是……吗”。如

《卖油翁》：“吾射不亦精乎？” 

13、“得无……乎（耶）”  此式表示对某种情况的推测或诘问。译为“恐怕……吧”或“莫非……



吧”。如《岳阳楼记》：“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促织》：“得无教我猎虫所耶？” 

14、“得非……与”“岂非……与”，表反反问，相当于“难道不是……吗”？例如：

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与？（柳宗元《封建论》）

15、“如（若、奈）……何”  此式表示对某事（人、物）怎样对待或处置。译为“把……怎么

样”或“对……怎么办”。如《愚公移山》：“如太行王屋何？”《西门豹治邺》：“巫妪、三老

不来还，奈之何？” 

15、“何为”  此式多用于询问，有时也用于反问。译为“为什么”。如《史记·淮阴侯列

传》：“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 

16、“何以……为”  此式用于反问。可译为“还用……做什么”、“要……干什么”或者“有什么……

呢”。例如《汉书·霍去病传》：“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时“以”可以省略，变成“何……

为”形式。译为“要……干什么”。如《项羽本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17、“与其……孰若”  此式表示语意的选择。可译为“与其……不如”。如《冯婉贞》：“与其

坐而等亡，孰若起而拯之？” 

18、“之谓也”  此式既可用于句末，又可用于句中。用于句末，表示总结性判断。译为“说

的就是……啊”。如果用于句中，省去“也”，变为“之谓”，当是另一种译法。译为“这就叫

做……”。如《齐桓晋文之事》中的两例：“……夫子之谓也。”和“此之谓失其本心。”                

其……之谓也：大概说的就是……吧

19、“何有于”  此式中动词“有”，带上了一个前置宾语“何”，又用介词“于”和它后面的名

词、代词所组成的介词结构加以修饰。译为“对于……来说，又有什么呢”。如《论语·述

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0、“既……且（又、亦）”  此式表示二者兼有及语意的递进。译为“既……又……”。如《诗

经·小雅》：“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四）表示感叹的习惯说法

21、何其……：可译为“怎么那么……”或“为什么这么……”。例如：

①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

②赐，汝来何其晚也？

22、何……之……：可译为“怎么……这么……”或“怎么这么……”，也可译为“怎么

那么……”或“为什么这么……”。例如：

①足下不欲破袁氏也，何言之不实也？

②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

23、“焉哉”，表感叹语气，相当于“吧”，“焉”不起作用。例如：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经·氓》）

浅谈高考文言文断句的解题技巧

一、找虚词，定句读

古人写文章，不用标点符号，他们明辨句读，虚词就成了重要的标志。尤其是一些语气词

和连词的前后，往往是该断句的地方。文言文中，“夫、惟、盖、凡、窃、请、敬”等发语

词和表敬副词，经常出现在句首；而“乎、哉、也、矣、欤、焉”等语气词经常出现在句

尾；而“以、于、为、而、则”等连词经常出现在句中。根据这些特点，有助于断句。例

如 ：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

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

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我们通过熟读语段可知，本语段中可置于句末的虚词有：焉、也、焉、也；置于句首的

有：夫；分句首的有：以、则、则、而、而、故。这一语段，共有 18 处标点，可依据虚词

来断句的就有 10 处之多，如果不考虑中间两处并列词语“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与“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这道断句题基本上可以根据找虚词的方法一次性解决了。

二、找名词（代词），定句读

和现代汉语一样，名词或代词一般也常常作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因此找出文中反复出现的

名词或代词，就可以确定停顿的位置。需要注意的是，文言文中，人名第一次出现时往往

用全称，以后再出现就只提名不提姓了。例如《赤壁之战》中，“初，鲁肃闻刘表卒”，先

用全称，以下“肃径迎之”“肃宣权旨”就不再提姓了。  

例如：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

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①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

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

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

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

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令所说的

好臣于，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

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当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当今的风俗习气，即便

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句中的名词有“道、俗、天下”等，找出了这几个名词，句子就断开了。

三、察对话，定句读

文言文中对话、引文常常用“曰”“云”为标志，两人对话，一般在第一次问答出现人名，以

后就只用“曰”，而把主语省略。遇到对话，根据上下文判断对话双方，来断句。

例如《鸿门宴》中有这么一句：

沛公曰孰与君少张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鸿门宴》）

这里总共三句话，能直接用“曰”断开的就有三处，其余的可根据名词标志断开。

四、依总分，定句读

文言文中，也往往有总分、分总的形式，我们自然可以据此进行断句。例如：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论语•卷八》）

熟读这句话，我们可发现句中提到了“益者三乐”“损者三乐”这两个总说的句子，继而分别

阐述各是哪三乐，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总分关系，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五、据修辞，定句读

文言文也是讲究修辞的，顶真、排比、对偶、对称、反复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修辞方法。句

式整齐，四六句多，又是文言文的一大特点。利用这两大特点，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地断

句 。 比 如 ：



顶真——顶真是文言文中常见的形式。句子前后相承，前一句作宾语的词，在后一句中又

作了主语。例如：

（1）具告沛公∕沛公大惊。  （《鸿门宴》）

（2）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

岁。  （《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两个例句中都有紧密相连的相同的词语，我们就可以根据顶真这一修辞来考虑句读。

对称（对偶）——对称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句式整齐，四六句多，又是文言文的

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又为我们断句提供了方便。例如：

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

餐得士二人。”   （《战国策•中山策》）

句中出现了多个对称句。“与不期众少”与“怨不期深浅”；“其于当厄”与“其于伤心”；“以一

杯羊羹亡国”与“以一壶餐得士二人”，我们只要注意到了这些对称句，断句就迎刃而解了。

反复——反复，特别是间隔反复，在文言文中是相当常见的修辞方法。例如《邹忌讽齐王

纳谏》中“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吾孰与徐公美”“我与徐公孰美” 这几句在文章中间隔反复出

现，抓住这一特点，自然有助于断句。

六、辨句式，定句读

    文言文中的句式特别是文言文的固定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断句。比如：“……者，……也”是典

型的判断句式（有些省略“者” 或“也”的判断句，或表示判断关系的词，如“为、乃、即、

则”等，都可以为我们断句提供帮助）；“不亦……乎”“孰与……乎”“其……乎”“安……哉”“何……

为”等反问句式；“为……所……”“受……于……”“见……于……”等被动句式；还有“如……何”“况……

乎”“何（以）……为”等固定句式。这些都是我们断句时很好的“帮手”。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

语》）

    句子中的“不……乎”这一句式显而易见地帮我们做好了这一题。

（2）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   （《祭十二郎文》）

这个句子中的“其……邪”句式很清楚地为我们解答了问题。

当然，这些所谓的断句方法并不能孤立运用，而应该是多管齐下，综合运用，才能奏效。

例如：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

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

是贵义于其身也。

这段话可断为十六句。其中借助语末助词“也”和“乎”可断五句；借助表示对话关系的“曰”可

断三句；借助疑问语气词“何”可断两句；借助“子”放在句首作主语可断两句；借助前后相

似的对偶句可断两句；借助先总后分再总的论述方式，又可断两句。至此可以断完十六

句。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手足\子为子乎\必不为\何故\ 则冠履

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乎\ 必不为\何故 \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
一言以相杀\是义贵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



[译文]:墨子说:"世间所有的事情没有比义更贵重的.现在有人说:'(我)给你帽子和鞋,砍断你的

手脚,你肯干吗 '(你)一定不肯干.(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鞋帽不如(你的)手足贵重啊!又说:'
给你天下,杀死你,你肯干吗 '你(也)一定不干,(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天下不如你身体贵重

啊.为一句话而争斗,以至互相残杀,这是由于义比他们的身体贵重啊!所以说:世间所有的事情,
没有比义更重要的了".

二、高中文言文阅读

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温纯，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屡迁兵科都给事中。倭陷广东广海卫，大

杀掠而去。总兵刘焘以战却闻，纯劾焘欺罔。时方召焘督京营，遂置不问。黔国公沐朝弼

有罪，诏许其子袭爵。纯言事未竟，不当遽袭。中官陈洪请封其父母，纯执不可。言官李

已、石星获谴，疏救之。俺答请贡市，高拱定议许之。纯以为弛边备，非中国利。出为湖

广参政，引疾归。召为左都御史。矿税使四出，有司逮系累累，纯极论其害，请尽释之，

不报。已，诸阉益横，所至剽夺，污人妇女。四方无赖奸人蜂起言利，帝并欣然纳之，远

近骇震。纯言：“利归群小，害贻国家。乞尽捕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税监之害民

者。”亦不报。中外争请罢矿税，帝悉置不省。纯等忧惧不知所出，乃倡诸大臣伏阙泣请。

帝震怒，问谁倡者，对曰：“都御史臣纯。”帝为霁威，遣人慰谕曰：“疏且下。”乃退。已

而卒不行。广东李凤等以矿税激民变，纯又抗言：“税使窃弄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藉税

使声势以百计。生灵困于水旱，既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御史于永

清按陕西贪，惧纯举奏，与都给事中姚文蔚比而倾纯。纯不胜愤，上疏尽发永清交构状，

语侵首辅沈一贯。一贯等疏辨。帝为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纯劾疏留不下。纯益愤三疏论

之因力丐罢乃谪水清纯遂与一贯忤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帝雅重纯，谕留之。纯

不得已，强起视事。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时称名

臣。卒，赠少保。天启初，追谥恭毅。

（选自《明史·温纯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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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

B. 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

C. 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

D. 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纯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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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文中指倭寇。指 14 至 16 世紀骚扰劫掠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盜。

B. 公，文中指爵位。我国春秋时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C. 赠，文中指赠官，指给活着的或死去的官吏或其父祖封官爵。

D. 中国，文中指中原，包括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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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温纯为官刚正。他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曾弹劾刘焘谎报军情，指出不应当仓促封沐朝弼

之 子 上 奏 疏 解 救 谏 官 李 巳 、 石 星 。



B. 温纯反对危害百姓和逐利的行为。他请求释放有关官员滥抓的人；皇帝接受谋利之法，

他反对这事却没有得到皇帝支持。

C. 温纯尽职奉公。他处理政务很得当，有名声；于永清与姚文蔚勾结排挤他，他上疏揭发

于永清与姚文蔚的亭，并得罪了沈一贯。

D. 温纯忧虑国事。因矿税的事，他提议大臣到宫殿哭泣请求，惹怒皇帝，皇帝知道他是倡

议者后而息怒，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乞尽捕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税监之害民者。

②帝雅重纯，谕留之。纯不得已，强起视事。

【答案】 （1）A

（2）C

（3）D

（4）①请全部逮捕这些坏人，交给我等依法处置，尽快撤销危害百姓的税监。   

②皇帝一向看重温纯，下令挽留他。温纯不得已，勉强上班处理事务。

【解析】【分析】（1）本题中，“纯益愤/三疏论之/因力丐罢/乃谪永清/纯遂与一贯忤/纯

求去/章二十上/杜门者九阅月”，这段话是说“温纯更加愤慨，三次上疏议论这件事，同时

坚持请求罢免他们，朝廷于是贬谪于永清。温纯就跟沈一贯相抵触。温纯请求去职，奏章

上了二十次，不出门上班九个月”，圈出句子中名词和代词，如“纯”“之”“永清”“一贯”等，

然后根据语法、句式以及句意进行排除。B 项，“乃”意思是“于是”，是副词，修饰谓语，表

示动作之间的顺承关系，不能放在句末，一般放在下一句的开头，这就排除 B 项；C 项，

“三”即“三次”，修饰“疏”，指的是上疏的次数，二者不能断开，排除 C 项;D 项，“论”意思是

“议论”，宾语是“之”，句子结构完整，宾语后断开，排除 D 项。故选 A。

（2）C 项，“赠，……指给活着的……封官爵”错误，“赠”是赐死者以官爵或荣誉称号。故选

C。

（3）D 项，“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错误，文中说的是“帝为霁威，道人慰谕曰：‘疏且

下。’乃退。已而卒不行”，意思是“皇帝因为他而息怒，派人安慰他说：‘奏疏将批下来。’

温纯于是回去。事情过后最终没有实行”，由“已而卒不行”可知，并没有答应。故选 D。

（4）第一句中，“尽捕”，全部逮捕；“付”，交付，交给；“行法”，依法处置；“亟”，急

忙，赶快；“税监之害民者”，定语后置，正常语序“害民之税监”， 危害百姓的税监。第二

句中，“雅”，一向；“重”，看重；“谕”，下令；“强”，勉强；“视事”，处理政事。

故答案为：⑴A；⑵C；⑶D；

⑷①请全部逮捕这些坏人，交给我等依法处置，尽快撤销危害百姓的税监。 ②皇帝一向

看重温纯，下令挽留他。温纯不得已，勉强上班处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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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纯，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职担任兵科都给事中。倭寇攻

陷广东广海卫，大规模屠杀抢劫而去。总兵刘焘（却）上报击退敌人，温纯弹劾刘焘欺骗

蒙蔽。当时正征调刘焘督察京城军队，于是搁置不追问。黔国公沐朝弼有罪，皇帝下令准

许他的儿子继承爵位。温纯进言事情没有了结，不应当仓促继承爵位。宦官陈洪请求封他

的父母，温纯坚持不同意。谏官李已、石星受到指责，温纯上疏解救他们。俺答请求设立

贡市，高拱裁定意见同意这件事。温纯认为这事会使边防松弛，对中原不利。出京城担任

湖广参政，托病回家。征召担任左都御史。矿税使派往各地，有关官员逮捕了很多人，温

纯极力论述这件事的害处，请求全部释放，没有得到回复。后来，宦官们更加强横，所到

之处就抢劫，奸污妇女。各地品行不良的人纷纷起来进言谋利之法，皇帝都商兴地采纳

了，远近之人都惊骇震动。温纯说：“好处归这些小人，坏处留给国家。请全部逮捕这些坏

人，交给我等依法处置，尽快撤销危害百姓的税监。”也没有得到批复。朝廷内外争着请求

免去矿税，皇帝全部搁置不察看。温纯等人担忧害怕，不知怎样才好，于是首先提出各位

大臣跪伏宫殿前哭泣请求。皇帝震惊发怒，追问是谁发起的，回答说：“都御史臣温纯。”

皇帝因为他而息怒，派人安慰他说：奏疏将批下来。”温纯于是回去。事情过后最终没有实

行。广东李凤等人因矿税激发百姓生事，温纯又直言：“税使私下玩弄陛下刑赏权力以十人

计算，跟随者依靠税使声势的以百人计算。百姓被水灾、旱灾困扰，已经发愁到丧失生活

下去的意愿，哪能又承受这些如狼似虎的矿税使呢!”御史于永清担任陕西按察使时贪污，

害怕温纯检举上奏，跟都给事中姚文蔚勾结而倾轧温纯。温纯非常愤慨，上疏彻底揭发于

永清相互勾结的情况，言语侵犯到首辅沈一贯。沈一贯等人上疏辩解。皇帝为此批下于永

清、姚文蔚两人的奏疏，而温纯弹劾的奏疏留住不批下。温纯更加愤慨，三次上疏议论这

件事，同时坚持请求罢免他们，朝廷于是贬谪于永清。温纯就跟沈一贯相抵触。温纯请求

去职，奏章上了二十次，不出门上班九个月。皇帝一向看重温纯，下令挽留他。温纯不得

已，勉强上班处理事务。温纯廉洁奉公。五次主持南北考察，整顿清理全部得当。端正百

官，振兴风纪，当时称为名臣。去世，赠官少保。天启初年，追赠谥号恭毅。

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贡师泰，字泰甫。泰定四年，释褐出身，授从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艰  ， 改徽州路

歙县丞。大臣有以其名闻者，擢应奉翰林文字。丁内艰，服阕   ，  除绍兴路



总管府推官，郡有疑狱，悉为详谳而剖决之。山阴白洋港有大船飘近岸，史甲二十人，适

取卤海滨，见其无主，因取其篙橹，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无物而有死人，称

为史等所劫。史佣作富民高丙家，事遂连高。史既诬服，高亦就逮。师泰密询之，则里中

沈丁载物抵杭而回，渔者张网海中，因盗网中鱼，为渔者所杀，史实未尝杀人夺物，高亦

弗知情，其冤皆白。其于冤狱详谳之明多类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为诸郡第一。历

翰林待制、国子司业，擢礼部郎中，再迁吏部，拜监察御史。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

时江淮兵起，京师食不足，师泰奉命和籴于浙右，得粮百万石，以给京师。迁兵部侍郎。

朝廷以京师至上都，驿户凋弊，命师泰巡视整饬之。至则历究其病原，验其富贫，而均其

徭役，数十郡之民，赖以稍苏。豪贵以其不利于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伤也。会朝廷

欲仍和籴浙西，因除师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罢，擢江西廉访副使，未行，迁福

建廉访使。居亡何，除礼部尚书。时平江缺守，师泰又以选为平江路总管。其年冬，甫视

事，张士诚自高邮率众渡江，直抵城下，攻围甚急。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

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士诚既纳降，江浙行省丞相以便宜授师泰两浙

都转运盐使。至则剔其积蠹，通其利源，大课以集，国用资之。丞相复承制除师泰江浙行

省参知政事。二十年，除户部尚书。二十二年，召为秘书卿，行至杭之海宁，得疾而卒。

尤喜接引后进，士之贤，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以故士翕然咸归之。

（节选自《元史·贡师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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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

B. 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

C. 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

D. 明年春/守将弗能支/斩关遁去/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亦怀印绶弃城遁/匿海滨者/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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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丁外艰，也称为“丁母忧”，古代丧制名，指子遭母丧或承重孙遭祖母丧。

B. 服阕，古代服丧三年后除去丧服。“服除”“免丧”“释服”也可表示此意。

C. 路，宋元时代行政区域名。宋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府。

D.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御史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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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师泰明察秋毫，注重调查研究。在绍兴任职时，高姓富商雇佣史姓伙计等二十人出海取

盐，伙计被人诬告，无辜服罪，师泰秘密查访，使冤情昭雪。

B. 师泰治政有方，一心为民着想。他任吏部侍郎时，从浙右征购粮食供给京师，驿站人户

贫困，他验实人户贫富，平均他们的徭役，百姓生活开始好转。

C. 师泰兴利除弊，取得显著效果。张士诚归降之后，师泰任两浙都转运盐使，他到任后立

即清除积弊，开通谋利的来源，以大量的赋税支撑了国家财政。

D. 师泰爱惜人才，深受士人爱戴。贡师泰喜欢举荐后辈，不论是他熟识还是不熟识的人，

只要贤能，他就积极推荐，因此，士人们一致都归向他。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其于冤狱详谳之明多类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为诸郡第一。

②豪贵以其不利于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伤也。



【答案】 （1）B

（2）A

（ 3 ） B



（4）①他对于冤案大多像这样详细审理得很清楚，因此郡中百姓认为自己没有被冤屈，

师泰治理的政绩是各郡第一。②豪富权贵因为这对自己不利，非常憎恨师泰，然而没有人

能有毁谤伤害他的借口。   

【解析】【分析】（1）句中，“师泰领义兵出战”句意完整不宜断开，排除 AD；“久之”为

时间副词，不能成句，不宜断开，排除 C。故选 B。

（2）A 项，“丁外艰，也称为“丁母忧””张冠李戴，“丁外艰”同“丁父忧”。故选 A。

（3）B 项，“师泰治政有方，一心为民着想。他任吏部侍郎时，从浙右征购粮食供给京

师，驿站人户贫困，他验实人户贫富，平均他们的徭役，百姓生活开始好转”理解错误，他

任兵部侍郎时“驿站人户贫困，他验实人户贫富，平均他们的徭役，百姓生活开始好转”。

故选 B。

（4）①中的“狱”名词，案件；“谳”动词，审判定罪；“类”副词，像；“以”动词，认为；

“为”动词，是。②中的“以”连词，因为；“嫉”动词，憎恨；“莫”否定代词，没有人；“中伤”

动词，毁谤伤害。

故答案为：⑴B；⑵A；⑶B；

⑷①他对于冤案大多像这样详细审理得很清楚，因此郡中百姓认为自己没有被冤屈，师泰

治理的政绩是各郡第一。②豪富权贵因为这对自己不利，非常憎恨师泰，然而没有人能有

毁谤伤害他的借口。

【点评】（1）此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断句、标点也讲求一定的技巧，做题时应把握

准语意，根据语法结构、逻辑规律作出判断。解答本题应首先明白语句大意，只有明白了

大意才能对语句进行断句。

（2）此题考查文化常识的识记能力。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贵在平时的积累，经常翻阅

经典，遇到不明白的就请教和查证。也可以分类整理，便于查询和记忆。

（3）此题考查把握文章内容要点和鉴赏作品的形象的能力。此题要在准确把握文意的基础

上，带着选项回到原文，从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的混和关键词语的误译等角度进行比

较分析，作出判定。

（4）此题考查学生翻译文言文的能力。翻译句子首先理解文句大意，将所要翻译的句子放

入原文中，前贯后连，把握大意；其次确定考查重点，命题者在命题时从文段中选择的句

子往往含有某些文言知识点，如词类活用、特殊句式、重点实虚词等，要通过审题抓住命

题意图，确定考查点；然后连缀词义成句，直译求“字字落实”（留、删、换），意译求“文

从字顺”（调、补、变）；最后认真审读检查，书写规范清楚。在确定文言句子中的语法现

象全部落实到位后，做到书写规范清晰。

【附参考译文】

   



 贡师泰，字泰甫。泰定四年，出仕做官，授从仕郎、太和州判官。父亲去世服丧，改任徽

州路歙县县丞。有大臣将师泰的名字奏闻，提任应奉翰林文字。服母亲丧事，服丧期满，

授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郡中有疑案，师泰一一详细审理判决。山阴白洋港有一艘大船漂流

到岸边，史甲等二十人，正巧在海滨取盐，看到船上没有主人，趁机拿走了大船的篙和

橹，而船中有两个死人。有叫徐乙的人，奇怪船上没有货物而有死人，声称被史甲等人抢

劫杀害。史甲在富民高丙家当雇工，事情又牵连到高丙。史甲无辜服罪之后，高丙也因此

被逮捕。师泰秘密询访此案，原来是同里之中沈丁运载货物到达杭州后返回时，看到渔民

在海中撒下的渔网，趁机偷网中的鱼，而被渔民杀死。史甲其实未曾杀人抢财，高丙也不

知情，他们的冤情都得以昭雪。他对于冤案大多像这样详细审理得很清楚，因此郡中百姓

认为自己没有被冤屈，师泰治理的政绩是各郡第一。历任翰林待制、国子司业，升迁礼部

郎中，再迁吏部，任监察御史。至正十四年，授吏部侍郎。当时江淮地区战事兴起，京师

粮食不足，师泰奉命到浙右以议价征购粮食，得到粮食一百万石，用以供给京师。调任兵

部侍郎。朝廷因为从京师到上都，驿站人户贫困不堪，命令师泰前往巡视整顿。（贡师

泰）到了之后广泛探寻弊病的根源，验实人户的贫富，而平均他们的徭役，数十郡的百姓

（的生活），才依赖（这）而稍稍复苏。豪富权贵因为这对自己不利，非常憎恨师泰，然

而没有人能有毁谤伤害他的借口。正逢朝廷准备再次在浙西以议价征购粮食，于是任命师

泰为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撤销，师泰被任命为江西廉访副使，未赴任，迁任福建

廉访使。任职不久，授礼部尚书。当时平江路缺少镇守官员，师泰又因此入选任平江路总

管。这年冬天，师泰刚到任，张士诚就从高邮率领大军渡过长江，直抵平江城下，围攻甚

为急迫。第二年春季，平江守将不能支撑，杀出城逃走，师泰率领义兵出城迎战，势力不

敌，也怀抱印绶弃城而逃，在海边躲藏了很久。士诚归降之后，江浙行省丞相以便宜行事

授师泰两浙都转运盐使。师泰到任后立即清除积弊，开通谋利的来源，大量赋税因此而聚

集，国家财政得以支撑。丞相又以皇帝的名义授师泰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十年，朝廷授

师泰户部尚书。二十二年，召师泰入朝任秘书卿，赴任行至杭州海宁县，生病去世。师泰

尤其喜欢接见引进后辈，贤能的士人，不论熟识还是不熟识的，都加以推荐，因此士人们

一致都归向他。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上方侧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弥逊于钓筑间①。将大用，会告饥，而庐陵特甚，诏公

作牧，以字罢瘵②。既至，栉垢爬痒③，民获苏，郡以大理。则求所以慰惫懑者，于是

视庐之偏，得古松蔚然，对植以竹，开轩其下，榜曰“二友”，且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铨

志之。

    仆曰：“公山林十有三年，穷崖怪壑，家猿狖而宫鱼龙，宜于林木饱闻而厌观者，岂少此

二物哉？是盖有说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夫能牧养小民，惠于鳏寡，必刚毅不

回之士，盖刚则不夺于欲。故曰：‘枨也欲，焉得刚！’而《书》则曰：‘刚而无虐。’惟无虐

为无欲，惟不欲可以言刚，惟刚故能行仁。公独有取于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于刚邪？

    “方公闲于簿书，日哦其间，见夫檀栾胶葛④，泠风薄人，清阴澡虑，则思所以大庇我

民，以浣以濯。见夫落落高标，陵轹⑤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则思所以上列利病，与当途

要人争可否而不折；见夫幽姿劲质，鸾鹄对峙而不受燕雀，则思所以击奸尚贤，使君子有



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仁周乎骫⑥桑义高乎偃柏

曾不旬岁而民和年丰，是岂巧言令色、四体若无骨者所能乎？

    “至若心远地偏，境与意合，万事不到胸次，听号钟之松风，挹寒塘之竹露，道历物表

⑦，便有濠濮间趣。回视轩冕⑧，所谓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是故可友而不可屈。

    “虽然，公将羽仪天朝，固不能屈之使卑。卓然特立，临大节而不可夺，以措天下于泰山

之安。则岂惟无愧二友，实丘壑夔龙之友。”

（取材于《澹庵文集》卷三）



【注释】①钓筑间：指隐居生活。②罢瘵：困苦穷乏之民；罢，通“疲”。 ③栉垢爬痒：

清除弊政，理顺民心。④檀栾胶葛：林木秀美错杂。⑤陵轹：压倒。⑥骫：盘曲。⑦道

历物表：思想超越客观事物之外。⑧轩冕：指官位爵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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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仁周乎/骫桑义高乎偃柏

B. 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仁周乎骫桑/义高乎偃柏

C. 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仁周乎/骫桑义高乎偃柏

D. 卒之雨旸以时/物物得职威令/神行惠泽以流/仁周乎骫桑/义高乎偃柏

（2）下列各组句中加下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则求所以慰惫懑者                     则思所以大庇我民

B. 得古松蔚然                           虽然,公将羽仪天朝

C. 临大节而不可夺                       是故可友而不可屈

D. 公独有取于松竹焉者                   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3）下列对文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起,有举用征聘之意,也指重新任用己退职或罢免的官员,文中即此意。古代表示征召举荐

的词语还有征、辟、察、荐、举等。

B.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本义指亲和,指人和人之间互相亲爱。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

没有仁爱之心,即使遵从礼制,也是做表面文章,毫无意义。

C.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

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D. 鸾鹄,凤凰与天鹅。成语鸾停鹄峙,出自明代袁宏道《洪寿太母七十序》,比喻子孙贤俊。

本文中比喻贤臣

（4）下列对文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二友堂主为李弥逊,二友堂中的“二友”指的是松和竹,为二友堂主撰写这篇记的是他的同郡

人胡铨。

B. 文章对刚毅不回的气节之土表达了赞赏和推崇之意,但也指出了他们在进取和隐逸之间取

舍上的矛盾。

C. 文章阐述了无虐、无欲、刚三者与行仁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

必然结果。

D. 作者认为,二友堂主与有风骨精神的松竹为邻是以物寄托志趣,目的在于培养和激励自己

的浩然正气。

（5）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夫能牧养小民,惠于鳏寡,必刚毅不回之士,盖刚则不夺于欲。

②曾不旬岁而民和年丰,是岂巧言令色、四体若无骨者所能乎?

【答案】 （1）B

（2）A

（3）A

（4）B



（5）①要是能做到治理和养育百姓，施恩惠于无依无靠的鳏寡老人，一定是意志坚强、

百折不回的人，大概是因为刚强的人就不会被欲望迷惑。   

②竟然不到一年就使这里政通人和、五谷丰登，这难道是那种花言巧语、面目伪善周身就

像没有骨头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吗？

【解析】【分析】（1） “以时”，是按照时令，适合时令的意思，修饰限制“雨肠”，不应该

断开，排除 A 项、C 项。“物物”“威令”“惠泽”等分别作主语，应该断开，排除 D 项。句意：

最后达到雨水和阳光都适合时令，万物各司其职，政令能够神速地推行，恩泽得以迅速流

布，仁义周遍蟠曲的桑树，德义高出倒偃的柏树。故选 B。

 （2）A 项，连词，就。B 项，形容词词尾，……的样子；代词，这样。C 项，连词，表承

接；连词，表并列。D 项，介词，从；介词，像，和……一样。故选 A。

 （3）A 项，“也指重新任用己退职或罢免的官员，文中即此意”错误。结合“上方侧席高

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弥逊于钓筑间”分析，皇上需要侧身以待的超脱世俗、见识高明的人，

从赋闲隐居中起用左史福唐人李弥逊先生。文中不是“重新任用己退职或罢免的官员”。故

选 A。

 （4）B 项，“但也指出了他们在进取和隐逸之间取舍上的矛盾”错。结合“惟无虐为无欲，

惟不欲可以言刚，惟刚故能行仁。公独有取于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于刚邪”“则思所以大

庇我民，以浣以濯。见夫落落高标，陵轹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则思所以上列利病，与当

途要人争可否而不折；见夫幽姿劲质，鸾鹄对峙而不受燕雀，则思所以击奸尚贤，使君子

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等分析，在进取和隐逸之间没有矛盾。故选 B。

 （5）①“牧养”，治理和养育；“小民”，百姓；“惠”，施恩惠；“于”，介词，引出对象；

“必”，表判断，一定；“刚毅不回”，意志坚强、百折不回；“盖”，大概；“夺”，改变，迷

惑；“于”，介词，表被动。②“曾”，竟然；“不旬岁”，不到一年；“是”，这；“岂”，难道

是……；“若”，介词，像；“能”，能够做到；“是岂巧言令色、四体若无骨者所能乎”（反问

句）。 

故答案为：⑴B；⑵A；⑶A；⑷B；

 ⑸ ①要是能做到治理和养育百姓，施恩惠于无依无靠的鳏寡老人，一定是意志坚强、百

折不回的人，大概是因为刚强的人就不会被欲望迷惑。

 ②竟然不到一年就使这里政通人和、五谷丰登，这难道是那种花言巧语、面目伪善周身

就像没有骨头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吗？

 【点评】⑴此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解答此题要了解断句的一般规律，可以利用其中

的名词、代词、虚词、固定短语、句式，修辞等作为突破口，寻找断句之处。还要读懂文

句的意思，结合上下文进行判断。断完要通读一遍，看是否有不合情理之处。

 ⑵本题考查文言虚词的理解能力，一般以选择题为主，涉及 18 个常见虚词，重在考查虚

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与否。考生要坚持“词不离句，句不离段”的原则，结合具体语

境，在准确理解句意的基础上判断相应虚词的用法和意义，切不可机械、盲目。当然，最

关键的还是需要考生课下多练习，多积累，多总结以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

 ⑶本题考查文化常识的熟记能力。解答此类题，要求学生平时注意积累、记忆。积累时可

以分类积累，比如古代官职、官职升降词汇、天文、地理等，这样对于记忆更容易一些。



 ⑷本题考查文言文文意的把握，完成这类题，熟读精思是关键，对文本要反复阅读，结合

上下语境仔细推敲。具体到每个选项，考生需要找到原文答案出处和选项进行对比：对比

关键细节（词语）；对比添加的内容，出题人容易添加文中没有的内容迷惑考生；对比人

物、时间、地点。

 ⑸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翻译能力，包括实词理解能力、虚词理解能力、句式理解能力、整体

理解能力。完成这类题型，需要考生课下多读、多记，尤其熟记 120 个实词、18 个虚词，

掌握四类特殊句式：判断句、倒装句、被动句、省略句。总的来说，翻译题需要做到关注

字词句，落实得分点。

【参考译文】

    皇上需要侧身以待的超脱世俗、见识高明的人，从赋闲隐居中起用左史福唐人李弥逊先

生。将要重用他，恰好遇上饥荒，而庐陵又特别严重，于是皇上下诏书让李弥逊去担任这

个地方的治官，来让困苦穷乏的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李弥逊到了以后，清除弊政，

理顺人心，老百姓的生机获得复苏，整个州郡治理得很好。李弥逊先生于是想寻求一处可

以宽慰纾解困顿烦闷的地方，于是观察住处的旁边，发现一棵枝叶茂密的古松，就在古松

的对面种上竹子，（然后）在古松的下面开辟一块土地建起一座书房，在匾额上题写“二

友”两字，并且自视为松竹二友的主人，嘱令同郡人我胡铨写篇记来记载这件事。

    我说：“李弥逊先生隐居山林十三年，在偏僻奇险的崖谷中，与猿猴鱼龙比邻为家，作为

（早就）适宜偏僻山林（生活，对林木）熟悉得都看够了的人，难道还缺少（松竹）这两

样东西吗？这大概是（因为）有说法的啊。孔子说：‘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的人，很少有仁

德之心。’要是能做到治理和养育百姓，施恩惠于无依无靠的鳏寡老人，一定是意志坚强、

百折不回的人，大概是因为刚强的人就不会被欲望迷惑。所以说：“申枨欲望太多，哪里能

够刚毅不屈！”而《尚书》还说：“刚毅而不粗暴。”只有不粗暴的人才不会被欲望迷惑，只

有不被欲望迷惑的人才可以谈得上刚毅，只有刚毅的人才能施行仁德。李先生唯独从（体

现着刚毅高洁的）松竹上有所选取，难道不是从刚毅中成全了仁德吗？

    “每当李公在处理文书之外腾出空闲时间，每天在松竹之间吟哦，看到那秀美的松竹缠绕

错杂，和风袭人，清爽阴凉，洗涤思虑，就会去冥思苦想用来庇佑百姓的方法，就像洗去

衣服污垢那样除去（为政弊端）。看到（松竹）那高耸不凡的风姿，压倒霜雪，有凛然不

可侵犯神色，就会激励自己向朝廷列举直陈时政利弊，去跟朝廷执掌大权的人物争辩是非

而不屈服；看到（松竹）那闲雅沉静的姿态，坚强有力的品质，就与凤凰天鹅那样的贤士

同列而不与燕雀一般的小人为伍，就会想尽办法去抨击奸佞而褒扬贤臣，让君子有所依

靠，使小人有所畏惧。最后达到雨水和阳光都适合时令，万物各司其职，政令能够神速地

推行，恩泽得以迅速流布，仁义周遍蟠曲的桑树，德义高出倒偃的柏树，（李先生来此治

理）竟然不到一年就使这里政通人和、五谷丰登，这难道是那种花言巧语、面目伪善周身

就像没有骨头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吗？”

    至于李公心远地偏，所设环境与自己的心意相合，什么事都不会老挂在心里，倾听如钟

一般号鸣的松风，舀起清凉的池塘竹间的雨露，思想超越客观事物之外，就有了（像庄周

那样不受约束的）高人雅趣。（带着这样的心态）再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的）官位爵禄，

（内心）就有一种仿佛让风吹上九万里高空的逍遥感，因此也就做到与松竹为友而不会屈

从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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