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五　文言文阅读
分点突破一　巩固文言基础
第4课时　明悉文言句式



逐点突破 • 建知识之架构



考向分析

文言句式是指文言文中不同于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的某些特殊的句式。

这种句式在古代汉语中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句式，随着语言的发展，到

了今天，就称其为特殊句式了。

高考中对常见文言句式的考查，是指在阅读与翻译中加以运用，因

而高考考查的重点就放在理解与运用的层次上。除个别省市卷外，对与

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的考查不单独设选择题，一般在句子翻译题中加以

体现。



考向(一)　考查判断句式

判断句一般是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为谓语而表示判断的句子。 





要准确识别和正确翻译判断句，就要掌握它们的标志及特点，在翻

译时，判断句必须按现代汉语习惯把“是”补充出来，省略的主语成分

也要补足。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

翻译。

(1)(宋)庆礼在人苦节，为国劳臣，一行边陲，三十年所。户庭可乐，

彼独安于传递；稼穑为艰，又能实于军廪。莫不服劳辱之事而匪懈其心，

守贞坚之规而自尽其力。

(选自《旧唐书》)

【答案】　宋庆礼做人坚守节操，是国家的功臣，一去边境任职，

就是三十来年。

 典例1



【参考译文】

宋庆礼做人坚守节操，是国家的功臣，一去边境任职，就是三十来

年。在家本可欢乐，他独独甘心于来往奔波；农作本来艰辛，但又能使

军粮充实。庆礼无不是从事劳辱之事而兢兢业业，恪守坚贞之规而竭尽

全力。



(2)宋陈谏议家有劣马，性暴，不可驭，蹄啮伤人多矣。一日，谏议

入厩，不见是马，因诘仆：“彼马何以不见？”①仆言为陈尧咨售之贾

人矣。尧咨者，陈谏议之子也。谏议遽召子，曰：“②汝为贵臣，家中

左右尚不能制，贾人安能蓄之？是移祸于人也！”急命人追贾人取马，

而偿其直。戒仆养之终老。时人称陈谏议有古仁之风。

(节选自《陈谏议教子》)

【答案】　①仆人说马被陈尧咨卖给商人了。陈尧咨是陈谏议的儿

子。②你是朝中重臣，家里的下属都不能制服这匹马，商人又怎么能养

它呢？



【参考译文】

宋人陈谏议家里有一匹劣马，性情暴躁，不能驾驭，踢伤咬伤了很

多人。一天，他走进马棚，没看到这匹马，于是责问仆人：“那匹马怎

么不见了？”仆人说马被陈尧咨卖给商人了。陈尧咨是陈谏议的儿子。

陈谏议马上召来儿子，说：“你是朝中重臣，家里的下属都不能制服这

匹马，商人又怎么能养它呢？你这是把祸害转嫁给别人啊！”(陈谏议)

赶紧命人去追商人牵回马，并把买马的钱退给商人。他告诫仆人把那匹

马养到老死。(因此)当时的人们称赞陈谏议有一种古代贤仁之风。



考向(二)　考查被动句式 

被动句就是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即主语是谓语

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被动者、受事者，而不是主动者、施事者。





要弄清楚句子的主语，因为只有主语是处于受动地位时，句子才是

被动句。被动句必须按现代汉语习惯把“被”补充出来。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

翻译。

(1)(贺)仁杰从世祖，南征云南，北征乃颜，皆助劳绩。帝深爱之。

上都留守阙，宰相拟廷臣以十数，皆不纳，帝顾仁杰曰：“无以易卿者。

”

(选自《元史》)

【答案】　宰相打算任用的朝廷大臣有十多个，都不被皇上采纳。

 典例2



【参考译文】

贺仁杰跟随世祖，向南征讨云南，向北征讨乃颜，都有功劳。皇帝

很喜爱敬重他。上都留守空缺，宰相打算任用的朝廷大臣有十多个，都

不被皇上采纳，皇上回头看着贺仁杰说：“没有人能代替你。”



(2)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

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

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

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

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节选自《资治通鉴》)

【答案】　当时张九龄因为有文学才能，正被皇上器重，李林甫虽

然怨恨他，但(表面上)还是不得不奉承他。



【参考译文】

先前，玄宗想要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张

九龄回答说：“宰相身系国家安危，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我恐

怕他以后会成为国家的祸患。”皇上不听。当时张九龄因为有文学才能，

正被皇上器重，李林甫虽然怨恨他，但(表面上)还是不得不奉承他。侍

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所以李林甫一并嫉恨他们。这时玄宗在位

已有多年，逐渐放纵奢侈的欲望，懒于处理政事。而张九龄遇到事情，

无论大小，(只要觉得有不对之处)，都要与玄宗尽力争论。李林甫却善

于窥伺皇上的意图，日夜想着如何陷害中伤张九龄。



考向(三)　考查宾语前置 

在古汉语里，宾语的位置也和现代汉语一样，一般都在动词(或介词

)的后面，但为了强调宾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把它放在动词(或介词)

的前面，这就是宾语前置。







宾语前置主要有三种形式，要熟记这三种句式的特点，并能够准确

识别和正确翻译。在翻译时，必须按现代汉语习惯把前置的宾语移至动

词谓语或介词后面。



 典例3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翻

译。

(1)管仲束缚，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绮乌封人

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管仲曰：“①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

以报我？”曰：“②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

报子？”封人怨之。

(选自《韩非子》)

【答案】　①如果你有幸到了齐国而没被处死，还被齐国重用的话，

你要怎么报答我呢？②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将重用贤明的人，

任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我用什么报答你呢？



【参考译文】

管仲因罪被捕，从鲁国押往齐国。饥渴地在大道上走着，路过绮乌

郡时向一个守边疆的官吏乞求一点食物，绮乌那个守边疆的官吏跪在地

上请他吃食物，非常恭敬。这个守边疆的官吏趁机悄悄地问管仲：“如

果你有幸到了齐国而没被处死，还被齐国重用的话，你要怎么报答我呢

？”管仲回答说：“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将重用贤明的人，任

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我用什么报答你呢？”守边疆的官吏

怨恨他。



(2)刘秀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诸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秀

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

之有！”秀与诸营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王

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

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

(选自《资治通鉴》)

【答案】　如果被敌人打败，头都被杀掉了，还有什么财物！



【参考译文】

刘秀到了郾、定陵等地，调发各营的全部军队。将领们贪惜财物，

想要分出一部分兵士留守。刘秀说：“现在如果打垮敌人，有万倍的珍

宝，大功可成；如果被敌人打败，头都被杀掉了，还有什么财物！”刘

秀和各营部队一同出发，亲自带领步兵和骑兵一千多人为先头部队，在

距离王莽大军四五里远的地方摆开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几千人来交战，

刘秀带兵冲了过去，斩了几十人首级。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

看到弱小的敌军都胆怯，现在见到强敌反而英勇，太奇怪了！还是我们

在前面吧，请让我们协助将军！”



考向(四)　考查主谓倒装 

主谓倒装指在感叹句中，为了表达强烈的感叹语气，常把谓语放在

主语的前边。在疑问句中，为了突出谓语，把谓语放在主语前，强调疑

问的重点。 

主谓倒装是谓语放在主语的前边，在翻译时，必须按现代汉语习惯

把倒装的主语和谓语对调位置。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

翻译。

(1)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

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工之侨以归，

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

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

希世奇珍也！”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

(选自《工之侨献琴》)

【答案】　这个世道太可悲啦！难道只是一张琴如此吗？

 典例4



【参考译文】

工之侨得到了非常好的桐木，经过砍削做成琴。上弦一弹奏，发出

金钟般的声响和玉磬般的共鸣声。自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琴，就献给太

常乐官。(太常)叫全国知名的乐工鉴定它，(乐工)说：“不是古琴。”

(于是就)退还给他。工之侨把它拿回来，和油漆工商议，(求他在琴上)漆

上裂纹。又和能刻写篆字的技工商议，刻上古代的篆字。装在木匣里，

把它埋在土里。过了一年把它挖出来，抱到市上去(卖)。有个高贵的人

路过时看到了它，用百金买去，献给朝廷。乐官们互相传看，都说：

“(这是)人间稀有珍品。”工之侨听说后，感叹地说：“这个世道太可

悲啦！难道只是一张琴如此吗？”



(2)昔者文王侵孟、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

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

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

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答案】　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

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参考译文】

从前周文王侵占孟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

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

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

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

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考向(五)　考查定语后置 

定语是修饰或限制名词的，一般放在中心词之前，这种语序古今一

致。在文言文中，除了此种情况外，定语也可以放在中心词之后，我们

称为“定语后置”。



定语后置是起修饰或限制作用的定语放在了中心词之后，最重要的

是识记定语后置的标志形式，并能够做到准确识别。在翻译时，必须按

现代汉语习惯把后置的定语移至中心词之前。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

翻译。

(1)其学专读《五经》《四书》、小学，期于反身实践，主敬以收放

心。有来学者，辄辞之曰：“己尚未治，何以治人？”既而从游者甚众，

磨砻淬砺，成其器业。如是者十余年，虽不出户庭，而达官贵人闻风仰

德者，莫不躬拜床下。

(选自《镇海县志》)

【答案】　像这样过了十多年，虽然他足不出户，但是听说过他、

仰慕他的高风亮节的达官贵人，没有不亲自来到他家里拜见他的。

 典例5



【参考译文】

他学习专门研究《五经》《四书》、小学，期望投身实践，以恭敬

来约束狂放之心。有来向他求学的人，他就推辞说：“我自己尚且还没

管好，怎么去教育别人呢？”不久，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他就磨炼激

励，成就他们的才能学识。像这样过了十多年，虽然他足不出户，但是

听说过他、仰慕他的高风亮节的达官贵人，没有不亲自来到他家里拜见

他的。



(2)(羊)祜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尽为晋有。

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

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

醇酒，使不得言。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

敛。

(选自《晋书》)

【答案】　有想进献诡诈计谋的将帅，(羊祜)就拿出美酒让他喝，

使他醉得都不能说话。



【参考译文】

羊祜进占险要之地，开建五个城，收取肥沃的土地，石城以西，全

归晋所有。从此前后投降的人不断，又宣扬德行信誉，以此安抚初来依

附的人，慨然有吞并吴国的志向。每次与吴人打仗，约定好日期才出兵，

不采用偷袭的办法，将帅中有想要出诡计的，(羊祐)就拿醇酒给他们喝，

使他们醉得无法说出自己的计策。吴将陈尚、潘景来犯，羊祜追杀了他

们，因赞美他们死得有节操而厚加殡殓。



考向(六)　考查介宾后置 

介词加上宾语，组成介宾短语，在古代汉语中一般放在动词或形容

词的后面，即介宾后置。





介宾后置是介宾短语放在了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在翻译时，必须

按现代汉语习惯把后置的介宾成分移至谓语之前。有些介宾后置句中的

介词省略了，也要补充出来。



把文言句段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注意特殊句式的

翻译。

(1)朱修之，曾祖焘，晋平西将军。修之自州主簿迁司徒从事中郎，

文帝谓曰：“卿曾祖昔为王导丞相中郎，卿今又为王弘中郎，可谓不忝

尔祖矣。”后随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台，为虏所围，

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拓跋焘嘉其守节，以为侍中，妻

以宗室女。

(选自《宋书》)

【答案】　拓跋焘赞赏他能坚守节操，让他担任侍中，并将宗室的

女儿嫁给他。

 典例6



【参考译文】

朱修之，曾祖父朱焘，是晋朝的平西将军。朱修之从州主簿升职为

司徒从事中郎，宋文帝对他说：“你的曾祖父以前是丞相王导的中郎官，

你现在又是王弘的中郎官，可以说没有辱没你的祖先了。”后来跟随到

彦之北伐。到彦之从黄河以南回去了，留下朱修之戍守滑台，被敌人包

围，几个月粮食吃完了，将士们只好烤老鼠吃，于是(城池)被敌人攻陷。

拓跋焘赞赏他能坚守节操，让他担任侍中，并将宗室的女儿嫁给他。



(2)太建五年，(谢)贞乃还朝。及始兴王叔陵为扬州刺史，引祠部侍

郎阮卓为记室，辟贞为主簿。贞度叔陵将有异志，因与卓自疏于叔陵。

每有宴游，辄辞以疾，未尝参预。叔陵雅钦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

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连逮，唯贞与卓独不坐。后主乃诏贞入掌中宫

管记，迁南平王友。

(节选自《陈书》)

【答案】　谢贞猜度叔陵会有叛逆之心，就和阮卓自行疏远叔陵，

每当有宴饮游乐，总是称病推辞，不曾参与。



【参考译文】

太建五年，谢贞才回朝。等到始兴王陈叔陵担任扬州刺史时，任命

祠部侍郎阮卓做记室，征召谢贞做主簿。谢贞猜度叔陵会有叛逆之心，

就和阮卓自行疏远叔陵，每当有宴饮游乐，总是称病推辞，不曾参与。

叔陵向来(或非常)推重他，不怪罪他。不久高宗驾崩，叔陵叛逆作乱，

叔陵府中的属官先后受到牵连而被拘捕，唯独谢贞与阮卓没有受株连获

罪。陈后主于是下诏让谢贞入宫担任中宫管记，又升任南平王的近臣。



考向(七)　考查省略句式 

句子成分的省略是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语言习惯或修辞的需要，

在不影响语言表达的前提下，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这是古今汉语所共

有的现象，但古代汉语的省略更为常见，而且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

能省略的句子成分，古文中也经常省略。



形式 例句

省略

主语

承前省
天下云集响应，(天下)赢粮而景从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秦)复攻赵

蒙后省
(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秦时(项伯)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

对话省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曰：“不若与人”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日之事)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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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0320332240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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