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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分析

文言虚词数量虽少，但使用率高，用法灵活，因此必须掌握推断文

言虚词用法的一些技巧。《考试大纲》规定18个常见文言虚词，包括“

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

者、之”。尤其是“以”“为”“之”“其”等试卷中出现的高频词，

翻译时要格外留心，保证翻译到位。



考向(一)　考查设为采分点的高频虚词用法

所谓高频虚词，是指在翻译中被设为得分点、使用频率较高的虚词，

主要有“以”“其”“因”“乃”四个。

高频虚词 常见用法

以
主要考查其介词义，如“用”“把”“根据”“凭借”等；也

考查其连词义，如“因为”

其

考查较多的是其指示代词义“那”“那些”；另一重点是其语

气副词义，如表示推测的“大概”，表示反问的“难道”，表

示期许的“可要”“一定”，表示婉商的“还是”等

因 主要考查的是“于是”“趁机”“通过”“用来”等义项

乃 主要是语境中“于是”“才”“竟然(却)”三个义项的辨析



 典例1



【答案】　示例：(1)(耿弇)就辞别耿况带着奏章去面见更始帝，趁

机进贡财物，来谋求稳固自我。(乃：副词，于是、就。因：副词，趁机。

)

(2)光武帝笑着说：“小孩子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抱负！”于是多次召

见他加以慰劳。(乃：副词，竟然。因：副词，于是、就。)



【参考译文】

当时耿弇二十一岁，就辞别耿况带着奏章去面见更始帝，趁机进贡

财物，来谋求稳固自我。耿弇在路上听说光武帝在卢奴，就快马北上去

拜见他，光武帝留他做了门下的一名小官。耿弇就去劝说护军朱祐，请

求回乡征发士兵，来平定邯郸。光武帝笑着说：“小孩子竟然还有这么

大的抱负！”于是多次召见他加以慰劳。



考向(二)　考查可设为采分点的常见副词的用法

一些常用副词在翻译中出现频率高，设为采分点的不少。常见的副

词主要有：

类别 举例

表程度 少、稍、略，愈、益、弥、更、最、极、甚

表范围 悉、皆、咸、俱、举、毕、凡、唯、特、徒

表共同 共、同、并、相

表时间 既、已、曾、尝、向、初、曩、始

表语气 必、诚、信、固、果

表频率 屡、数、辄、每、频、累、复、更



 典例2



【答案】　示例：(1)将领们也请求把李世民立为继承人，唐高祖将

要立他为太子，因李世民坚决推辞才停止。(将：将要。固：坚决。)

(2)李建成内心感到很不安，于是他和李元吉合谋，共同陷害李世民，

他们各自拉拢、培植党羽。(乃：于是。共：共同。各：各自)



【参考译文】

唐高祖武德五年。当年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李世民的计

谋。高祖曾对李世民说：“如果大事成功，那么天下都是由你得来的，

应当立你为太子。”李世民拜谢并且推辞。等到李渊做了唐王后，将领

们也请求把李世民立为继承人，唐高祖将要立他为太子，因李世民坚决

推辞才停止。太子李建成秉性散漫不拘小节，喜好酒色和游猎玩乐，齐

王李元吉过失较多，因此都得不到高祖李渊的宠爱。李世民的功劳威望

一天比一天大，高祖李渊曾经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内心

感到很不安，于是他和李元吉合谋，共同陷害李世民，他们各自拉拢、

培植党羽。



考向(三)　考查特殊虚词的用法

所谓特殊虚词，一是指固定虚词(复音虚词)，两个字不能拆开硬译，

如“所以”“无乃”“奈何”“有以”“无以”“是以”等；二是兼词，

即一个词当成两个词用，译时可按两个词翻译，如 “焉(于此/于何)”“诸

(之于/之乎)”“盍(何不)”等。



 典例3



【答案】　示例：(1)你刚才许诺给我百两银子，如今却只给十两，

这恐怕不可以吧？(无乃……乎：固定结构，表推测。恐怕……吧。)

(2)有人说：“为什么不救他呢？”渔夫说：“这是那个许诺了金钱

却不兑现的人。”(盍：何不。诸：之乎。)



【参考译文】

济阴有位商人，渡河的时候沉了船，危急中只好伏在河中漂着的枯

草上呼救。有一位渔夫驾着小舟去救他，不等船划到跟前，商人就急忙

大喊：“我是济上的大户，你能救了我，我送给你一百两银子！” 渔夫

用船把他载到岸上去以后，他却只给了渔夫十两银子。渔夫说：“你刚

才许诺给我百两银子，如今却只给十两，这恐怕不可以吧？”商人马上

变了脸说：“你是个打鱼的，一天能有多少收入？现在一下子得了十两

银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很不高兴地走开了。过了些日子，这位商人

坐船沿着吕梁河东下，船撞在礁石上又沉了，而那位渔夫刚好在他沉船

的地方。有人说：“为什么不救他呢？”渔夫说：“这是那个许诺了金

钱却不兑现的人。”于是，渔夫把船停在岸边，看着那位商人在水里挣

扎了一阵，就沉没于河水之中了。



考向(四)　考查结构助词或语气助词的用法
有一部分虚词，兼有结构或语气助词和其他词性，如“之”“焉

”“者”“乎”等，其结构、语气助词一般情况下皆可不译，但不能把
其他词性义当作助词而不译。

重点虚词 常见用法

之

一是作结构助词：①定语或定语后置的标志，用在定语和中心语
之间，可译为“的”，有的可不译；②补语的标志，用在中心语
(动词、形容词)和补语之间，可译为“得”；③宾语前置的标志，

用在被提前的宾语之后，动词谓语或介词之前，译时应省去；④
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译时应省去；⑤凑足
音节，可不译。二是作语气助词：“之”无实义，有舒缓语气的
作用，如“久之”



重点虚词 常见用法

焉
作为句中或句末语气助词时，可不译；但当放在动词后面作

代词或兼词时，有实义，必须译出

者

一是作代词，可译为“……的人(事、地方)”，须译出；二

是作助词，表句中停顿，与“也”构成判断，或作定语后置

的标志，均不译



 典例4



【答案】　示例：(1)裴蕴因此就严法究治，所杀的有几万人，都登

记没收他们的家财。(之：代词，也可不译。者：代词，……的人。)

(2)炀帝不高兴地说：“我去尚未打下来，这些鼠辈怎能成事？”

(乎：疑问语气词，可不译，也可以译为“呢”。)



【参考译文】

杨玄感造反时，炀帝派裴蕴追究他的党羽，对裴蕴说：“杨玄感一

呼，随从他的就有十万之众，不都杀掉，那么以后就无法警戒他人。”

裴蕴因此就严法究治，所杀的有几万人，都登记没收他们的家财。……

炀帝不高兴地说：“我去尚未打下来，这些鼠辈怎能成事？”苏威出去

后，裴蕴揣测皇上的心意，奏告苏威有罪，炀帝把苏威交裴蕴审问，裴

蕴于是判处他有死罪。



 重点突破

理解常见的文言虚词有什么技巧？

 1.语境分析法

对常见文言虚词用法的考查，是指能在阅读材料中根据上下文的语

境加以理解，而不是要求考生凭空地去历数哪个虚词具有哪些用法。文

言虚词的用法比较灵活，要确定一个虚词的用法就要做到“字不离句，

句不离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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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23103121006066

https://d.book118.com/607023103121006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