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词类活用的规律



 

2012年高考重庆卷： 

       公忿忿面数之曰：“汝食朝廷禄，所主何
事，忍委赤子饿虎口耶？”

　　王公生气地当面斥责他说：“你吃着朝
廷的俸禄，管的什么事，忍心将百姓丢弃到
饿虎的口里吗？” （名词活用为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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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翻译下面的句子。（2008年广东高考题）
•    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
女妻侃子瞻。

•  译文：当时陶侃担任闲散官员，周访举荐他做
主簿的官职，与他结为好友，周访把女儿嫁给
陶侃的儿子陶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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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指某些实词在特定的语言环
境中，改变原来的词性和意义的现象（临时
具有的某种新的语法功能）。

特点：
一是要有具体语境，没有语境就不能谈活用。

二是语义语法的临时性，此处活用彼处未必。

三是“以今律古”，就是现代人以现在的语法
习惯去看待文言文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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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活用

名词用作动词

名词用作状语

动词用作名词

形容词用作名词

形容词用作动词

使动用法

意动用法

数词活用

为动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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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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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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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名词相连，既不是并列关系，又不是修饰关系，
便是动宾关系或主谓关系，其中一个必然活用为动词
了。（名+名）

      如：杖汉节牧羊。（拄着，拿着） 

     名词后面紧跟代词，该名词便活用为动词。
•      （名+代）如：驴不胜怒，蹄之。（用脚踢）
     名词用在“所字结构”中，便活用为动词。
     （所+名）如：寻向所志。（做标记）
     名词放在副词后面，便活用为动词。
     （副+名）如：二月草已芽。（发芽）
 

名词作动词 活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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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放在“能”“可”“欲”等能愿动词后面，
便活用为动词。（能愿动词+名）

• 如：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吃饭）
    名词后面带了介词结构，便活用为动词。（名+

介词结构）
    如：一狼洞其中。（打洞）
      名词用“而、以、且”等与动词或动宾词组连
接时，便活用为动词。  （名+连词+动词）

    如：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修建坟墓）

名词作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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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活用作动词规律小结：

• 能愿动词后的名词
•代词前的名词
•名词后的名词
•副词后的名词

往往活
用为动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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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作状语 

• 在古代汉语里，名词(包括普通名词、时
间名词和方位名词)作状语却是常见的现
象。名词作状语有的很富有修辞色彩，了
解这种语法现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文的
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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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活用为状语

 古代汉语:时间名词、
方位名词、普通名词
等名词常常作状语。

主语 + 【名词】 + 谓语

活用为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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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活用为状语（例句）

相如〖廷〗叱之

吾得〖兄〗事之

其一〖犬〗坐于前

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

名词活用为状语

主语 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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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活用为状语的类型有：
一、表示时间
1、时汉连伐胡  。
2、日侍坐备顾问。
   怨酷日深，艰辛历尽。
 “日、月、岁”在动词前作状语，含有
“每日、每月、每年”之意。用在形
容词前，含有“一天天”意思。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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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示动作、行为的特征、状态

1、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

 （像狗那样）

2、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像北斗星那样）（像蛇那样）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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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示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器具

1、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用箕畚）

2、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用船）

3、惠等哭，舆归营。

   （用车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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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

1、童子隅坐而执烛。

  （在墙角）

2、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

  （在朝廷上）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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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

1、面署第一

 （当面）

2、刘备周瑜水陆并进

 （从水路、从陆路）
“当……” “
用……”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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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    

1、西望夏口，东望武昌。

  （向西）（向东）

2、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向南）

3、孔子东游。

  （向东）

  向……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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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名词用作动词和名词用作状语的区别。

※名词用作动词，其后面没有其他谓语动词。

※名词用作状语则其后面还有其他谓语动词。

例如：左右欲刃相如。

例如：又郊败之。

练习：比较分析下列句中加横线词的用法。

①合流屈曲而南 。

②斜削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

（名词用作动词）

（名词用作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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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列成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1、有口皆碑                  

2、草木皆兵

3、无所事事

4、南征北战

5、蚕食鲸吞

6、不胫而走

7、风餐露宿

8、星罗棋布

9、日理万机

名作动   成为记功碑

名作动   成为敌兵

名作动   长腿

名作动   做

名作状   向南、向北

名作状   在风里、在露天

名作状   像蚕那样、像鲸那样

名作状   像星星那样、像棋子那样

名作状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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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可理喻

11、未雨绸缪

12、先礼后兵

13、春华秋实

14、风雨同舟

15、耳闻目睹

16、乌合之众

17、蜂拥而至

18、衣冠禽兽

19、道听途说

名作状   用道理

名作动   下雨

  名作动   以礼相待、动用武力

名作动   开花、结果

名作状    在道路上，在途中

 

 名作状   用眼睛、用耳朵

名作动   乘船

名作动   穿衣戴帽

名作状   像乌鸦一样

名作状   像蜜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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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形容词处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具备了名词的语法功能。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将军身披坚执锐

以小易大

作宾语

作宾语

作主语
聪明的人
愚蠢的人

坚硬的铠甲
锐利的兵器

小的东西
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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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例句）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形容词位于谓语位
置，且带了宾语。

宾语

交好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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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容词活用为及物动词，其后带有宾语。
如：尔安敢轻吾射？ （轻视） 

2、形容词放在“之”“我”等代词前面，便活
用为动词。
如:敌人远我。（远离）
  稍出近之。（靠近）
3、形容词用在名词或副词后面，活用为不及       

   物动词。
如：似与游者相乐。（逗乐）
    与先君子善。（交好）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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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动词→名词 
•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 答案：动词“奔”用作名词，意即“奔马”，
作句子的宾语。 

• （二） ◆ 动词→为动用法 
     死国可乎。

• 答案：“死”是为动用法，“死国”即“为国
而死”。

• （三） ◆动词→使动用法 
君将哀而生之乎？

• 答案：“生之”即“使之生、“使我活”的意
思。

动词的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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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词活用为名词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追亡逐北 

主语位置

宾语位置 宾语位置

到这里的人

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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