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五　文言文阅读
分点突破一　巩固文言基础
第1课时　理解文言实词



【链接教材】教材中的文言文存在大量文言词语和特殊句式等语法

现象，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提升文言文阅读能力。如王羲之《兰亭集

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观”与“察”，“谏”与

“追”，“大”与“盛”，两两相对，意思相近，借助这一特点，可以

由已知推未知，如由“追”推知“谏”的可能含义，再借助上下文，大

致确定某个词语的准确含义。再如贾谊《过秦论》中“天下云集响应，

赢粮而景从”，“云”“响”“景”均为名词作状语，意为“像云一样

(集合)”“像回声一样(回应)”“像影子一样(跟随)”。借助这些教材

例子，可以帮助学生们理解古汉语中名词作状语现象。



逐点突破 • 建知识之架构



 考向分析

文言实词涉及通假字、古今异义、一词多义、偏义复词、词类活用

等知识。

考向(一)　考查通假字

通假是古汉语中特有的现象。本该使用甲字，却借用与其意义不相

干只是读音相同或相近，或者字形相同或相近的乙字去代替它，那么乙

字就是甲字的通假字。翻译句子时，对文言文中某个实词无法理解时，

不妨从通假角度考虑，从声旁或形旁角度出发，以另一个可能与之相通

的字代入试解，往往会有“柳暗花明”之感。



通假字分三种情况：

类型 释义 示例

通用字
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也相通
的字，在古代可以写这个，也可以
写那个

失其所与，不知
(“知”通“智”)

假借字
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毫不相
干的字，在古代有时也可以借代

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蚤”通“早”)

古今字

一个汉字(古字)原有几个意义，后
为区分，另造一个新字(今字)来表

示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意义

澭水暴益(“益”通“溢”)

但在教学和考试中，一般不要求对这三种情况进行区分，因此都称
作“通假字”。



找出下列句中的通假字并解释。

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

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

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

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

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节选自《史记》)

 典例1



(1)越王勾践反国

(2)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

(3)女忘会稽之耻邪

(4)厚遇宾客，振贫吊死

(5)填抚国家，亲附百姓

【答案】　示例：(1)“反”通“返”，返回。

(2)“坐”通“座”，座位。　(3)“女”通“汝”，你。

(4)“振”通“赈”，赈救。　(5)“填”通“镇”，安定。



【参考译文】
吴王赦免了越王以后，越王勾践返回越国，(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复国

)于是就每天让自己的身体劳累，让自己焦虑地思索，还把一个苦胆挂在

座位上面，每天坐下休息、躺下睡觉之前都要仰头看看苦胆，吃饭喝水

之前也要先尝尝苦胆。他常常对自己说：“你难道已经忘记了在会稽山

上所受的耻辱了吗？”他亲身耕作，夫人亲手织布；吃饭从未有荤菜，

从不穿有两种颜色以上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对待宾

客热情诚恳；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越王想让范蠡

管理国家政务，范蠡回答说：“用兵打仗之事，文种不如我；镇定安抚

国家，让百姓亲近归附，我不如文种。”于是把国家政务委托给大夫文

种，让范蠡和大夫柘稽求和，到吴国做人质。两年后吴国才让范蠡回国。



找出下列句中的通假字并解释。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

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

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

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

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谓上客耶？”主

人乃寤而请之。

(节选自《汉书》)

 典例2



(1)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

(2)不者，且有火患

(3)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4)乡使听客之言

(5)曲突徙薪亡恩泽

(6)主人乃寤而请之

【答案】　示例：(1)“傍”通“旁”，旁边。

(2)“不”通“否”，不这样。　(3)“息”通“熄”，熄灭。

(4)“乡”通“向”，当初，先前。　(5)“亡”通“无”，没有。(6)“

寤”通“悟”，醒悟。



【参考译文】

有一个造访主人的客人，看到主人的炉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堆积

着柴草，便对主人说：“改造为弯曲的烟囱，将柴草移到远处。不然的

话，会有发生火灾的忧患。”主人沉默不理睬。不久，家里果然失火，

邻居们一同来救火，幸好把火扑灭了。于是，主人杀牛摆酒来感谢他的

邻人。烧伤的人在上位，其他的按功劳大小依次排座，但是没有请说改

“曲突”的人。有人对主人说：“当初如果听了那位客人的话，不用破

费摆设酒席，始终不会有火灾的忧患。现在论功劳邀请宾客，为什么建

议‘曲突徙薪’的人没有受到恩惠，而被烧伤的人却被奉为上宾呢？”

主人这才醒悟去邀请那人。



考向(二)　考查古今异义

一个词经过历史演变，词义往往发生变化。古今词义的变化通常有

六种情况：

 1.词义扩大。如“江”“河”，古代只限指长江、黄河；现在则泛

指所有比较大的水流。“诗”“书”，古代只指《诗经》和《尚书》；

现在则指所有的诗歌和书籍。

 2.词义缩小。如“金”，“金就砺则利”，古代泛指金属；现在专

指黄金。“谷”古代泛指庄稼粮食，“始播百谷”；今北方指谷子(小米

)，南方指水稻。



 3.词义转移。如“劝”，古代指鼓励，“劝学”“劝农”；今指规

劝。“穷”古指政治上不得志，没有出路，“穷则独善其身”；今指贫

穷。

 4.色彩变化。如“卑鄙”，古代是中性词，指地位低下、见识浅陋，

“先帝不以臣卑鄙”；今是贬义词，指品行恶劣。“爪牙”，古代是褒

义词，指有勇力的人，“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今天是贬义词，

指坏人的党羽。



 5.程度变化。词义的弱化，如“怨”古义表示仇恨、怀恨；现在则

表示埋怨、责备。词义的强化，如“恨”古代多表示遗憾，如“先帝在

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现在则表示仇恨、

怨恨。

 6.说法改变。文言文中某些事物的称呼，在现代汉语中已换成另一

种说法，只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固定短语中还保留着，如成语“目不识

丁”中的“目”现已改用“眼睛”，“寡不敌众”的“寡”现已改用“

少”。



文言文中使用古今异义词，翻译的时候就要按照古义进行翻译。特

别注意单音节词和复音节词的不同。同一个词，古今意义不同，最容易

出现望文生义、曲解文意的错误。尤其需要注意不要把古代的两个词当

成现代的一个词，如“妻子”“指示”“地方”“至于”等。当然，也

不要把古代的一个词当成两个词拆开来理解，如“布衣”“社稷”“左

右”“足下”等。



【答案】　示例：(1)明年：第二年。(2)左右：左右大臣。(3)幸：

皇帝幸临某地。

 典例3



【参考译文】

第二年，左右大臣中有人称南海为胜景之地，皇帝打算前往。王治

率领同僚劝阻，皇帝全都不听。到了目的地眼见一片低湿荒凉苍莽之地，

皇帝非常懊悔。



解释下列加点词语的含义。

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

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

宣王悦之。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岂不悲哉？

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说其名而丧其实。

(节选自《吕氏春秋》)

 典例4



【答案】　示例：(1)其实：他实际上。(2)左右：左右的人。(3)不

过：不超过。



【参考译文】

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夸耀他能够拉开强弓。但他实际上使的

弓只用三石的力气就能够拉开了。他把这张弓交给左右的人传看。身边

的人都试着拉，但只把弓拉到一半，就装着拉不动的样子。都恭维说：

“这张弓没有九石的力气拉不开，除了大王以外，谁还能够使用这张弓

呢？”齐宣王听了非常高兴。齐宣王使用的弓实际情况不过三石，可是

他却一辈子以为自己能拉九石的弓。这难道不悲哀吗？三石是真实的，

九石是徒有其名。齐宣王喜欢的是徒有虚名，却失去了真实的水平。



考向(三)　考查多义词语

文言实词尽管义项丰富，但一旦进入具体语境，它的意义则变为单

一义项。因此，判别其义项，要遵循“字不离句，句不离篇”的解题原

则，依据其上下文作出选择。如“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

可乎”中的“亡”与“举大计”并举，而其结果都是“死”，可见它绝

不会是“死亡”的意思，而只能是“逃亡”的意思。句中的“等”字，

也不是“等待”的意思，它是承上句的两个“亦死”而来，意思是“同

样”。



把握一词多义，要了解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

1.本义

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意义，即词产生时最初的根本的意义。如

“本”的本义是“草木的茎或根”，“道”的本义是“路，道路”。



2.引申义

引申义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和基本意义有相类似、相对立或

者相关联的关系。如：



3.比喻义

词的比喻义是在比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意义，它使用比喻的手法，

使语言风格特殊，色彩鲜明。如：



解释下列加点词语的含义。

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

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

 典例5



【答案】　示例：(1)终：死。(2)奉：遵守、奉行。(3)枉：不遵守、

曲解和破坏。



【参考译文】

这时赵王刘良生病将死，皇上亲自看望赵王，问他想说什么。赵王

说：“我一向和李子春交情深厚，如今他犯罪，怀县县令赵憙要杀他，

我希望饶他一命。”皇上说：“官吏守法，法律不可不遵。再说说别的

要求吧。”赵王没有说其他的。



 典例5





【答案】　示例：(1)明：圣明。(2)暗：昏庸。

(3)理：治理。(4)徒：一类人。(5)疏：疏远。(6)剽：攻掠。(7)纳：

采纳。(8)善：以……为善，认为……正确。



【参考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是明君和昏君？”魏征回答说：

“君主圣明的原因，是能够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君主昏庸的原因，是因

为偏听偏信。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泛
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圣明的君主无所不知

(没有不知晓的)，所以共工、鲧这一类的人，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却深

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叛离时，

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

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叛贼攻掠城邑时，他也不知道。因

此君主如果能够多方面听取和采纳下属的建议，那么显贵大臣也不能蒙
蔽他，这样下面的真实情况(民情)就一定能上达。”唐太宗认为他的话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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