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 个中考必考文言词语 

被(遭受，覆，盖，通“披”)     兵(武器，军事)     除(建筑物台阶，任命官职)  

床(一种坐具)                   存(思念、爱抚)     党(古代居民组织，偏袒)  

豆(古食器)    多(称赞)     伐(功业，自夸)    访(咨询)    坟(土堆，高大，古代名著) 讽(背

诵，委婉劝告)    封(疆界，筑土为坛祭山神，分 封)  国(国都，城邑，封地，地方) 购(悬赏捉拿)   河 

(专指黄河)    恨(遗憾) 集(栖止)   几(希望) 假(借 给，借助，宽容) 江(专指长江)  揭(高举)   就(靠

近， 完成)   窃(表自谦)   穷(困窘，竭尽)   劝(勉励) 却 (退，推辞，回头)    去(离开，相距)     让

(礼让，责备)   稍(渐渐)      少(稍微) 身(自身)   是(这)   适(前往)   树(种植，培养)    速(招来，

邀请)    汤(热水，开水) 涕(眼泪)   偷(得过且过)    臭(气味)      厌(满足，吃饱)      再(两次，

第二次)    造(到……去，成就)    贼(祸害，残害)    遮(拦住)    走(快行)  

双音词  

百姓(百官)     卑鄙(地位低微、见识鄙俗)      处分 (处置，安排)    从容(语言得体) 聪明(听

力好与眼力好)               大块(自然界)               地方(土地的纵横) 独立(单独或孤独站

立，超群不凡)      反复(改变以往局面，书信来往)  

放心(散失了的志意)        非常(意外情况)       风流(有功绩而又有文采，流风余韵) 逢迎(迎

接)     感激(感动奋发)         光景(光阴)         故事(往昔的事，旧例)       横 行(纵横于四

方而无所阻挡)        交通(勾结，彼此相通)         结束(整装，装束) 经济(治理国家)     舅姑

(公公与婆婆)     具体(具备形体)   绝境(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可怜(可爱，可惜)   烈士(有志于建功

立业的人)    美人(妃嫔)     莫非(没有……不是) 南面(登上帝王之位)          便宜(因利乘便)       

其实(它的果实，他[或它]的实际) 妻子(妻子和儿女)    亲戚(父母家人，族内外亲属)    秋天(秋季的

天空)   青春(春天) 人民(百姓)      三尺 (指剑，指法律条文)      山东(崤山以东，太行山以东，

华山以东 ) 身体 (亲自实行 )            首领 (头和脖子 )        书记  (主管文书的官员 )         



 

虽然(虽然这样，即使这样)      提纲 (抓住纲领)        同志(志向情趣相同)         突出(突然出

现)        文法(法令或法令条文)            文章(法律条文，文彩)      无 赖(无所依恃，无聊)    

无论(不要说)    无日(没多少日子)   牺牲(古代祭祀用的家畜) 县官(指天子，指朝廷或官府)      

消息(消失和生长)        行李(外交使者)  

形容 (形体和容貌)      学者(学习的人)     颜色(容貌)    野人 (居住在郊野的种田人) 一贯

(用同一原则、理论贯彻始终)   一再(一次和两次)    以为(把……看作，使……成为) 殷勤(诚挚而恳切)    

因为(因此作……)     影响 (影子和声响)    鱼肉(残害与欺凌) 于是(在这……)     丈夫(成年男子，

泛指男人)     丈人(对男性长者的尊 称)  

爪牙(武臣，泛指辅佐之人)     政治(政事)     指示 (指出来让看)   智力(智慧和力量) 中国(泛

指中原地区)      祖父(祖辈和父辈)    左右(侍从人员) 

就:靠近,接近.  

是:判断副词.  

贤:优,好.  

得:难道.  

过:路过.  

见:料想,预见.  

少:一会儿,稍稍,不久.  

寐:睡.  



 

自:从.  

闻:听到.  

可:有.  

奇:奇异,奇特.  

【之】  

一、代词  

1、人称代词，译作“他”、“她”、“他们”  

①公与人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  

②陈胜佐之，并杀两尉。（《陈涉世家》）  

③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论语>十则》）  

④醒侯故使之问之。（《扁鹊见蔡醒公》）  

2、指示代词，指代事物，译作“它”、“它们”或直译事物名称。  

①学而时之，不亦说乎？（《<论语>十则》）  

②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狼》）  

③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十则》）  



 

④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宋定伯捉鬼》）  

⑤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狼》）  

二、助词：  

1、结构助词，译作“的”  

①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扁鹊见蔡桓公》）  

②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愚公移山》）  

③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岳阳楼记》）  

④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读孟尝君传》）  

⑤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  

2、结构语气助词，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①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见蔡桓公》）  

②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扁鹊见蔡桓公》）  

③虽我之死，有子存焉。（《愚公移山》）  

④日月之行，若出其中。（《观沧海》）  

⑤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  



 

3、语气助词，凑足音节。  

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  

②久之，目似暝，意暇甚。（《狼》）  

③怅恨久之。（《陈涉世家》）  

④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大铁椎传》）  

4、结构助词，提前宾语的标志。  

①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爱莲说》）  

②何陋之有？（《陋室铭》）  

③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而  

一、连词  

1、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可译为“又”“而且”“也”等，有时也可不译。  

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十则》）  

②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  

③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  



 

2、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译作“然后”“就”  

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十则》）  

②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  

③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涉世家》）  

3、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译作“但是”“然而”“却”“可是”。  

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十则》）  

②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爱莲说》）  

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  

4、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译作“而且”“并且”或不译。  

①以三保勇而多艺，推为长。（《冯婉贞》）  

②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记》）  

③敏而好学。（《<论语>十则》）  

5、表示修饰关系，可译为“地”“着”或不译。  

①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愚公移山》）  

②吾恂恂而起，视其缶。（《捕蛇者说》）  



 

③睨之，久而不去。（《卖油翁》）  

6、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译作“因此”“所以”“因而”。  

①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醉翁亭记》）  

②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他。（《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③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黄生借书说》）  

以  

一、介词  

1、介绍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可译为“在”“从”等。  

①介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登泰山记》）  

2、介绍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译为“因为……”“由于……”。  

①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岳阳楼记》）  

②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土，士以故归之。（《读孟尝君传》）  

③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  

④而吾以捕蛇独存。（《捕蛇者说》）  

3、介绍动作行为所凭借的条件，可译为“凭、用、按照”等。  



 

①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马说》）  

②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马说》）  

③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二章）  

④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愚公移山》）  

二、连词  

1、表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来”。  

①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狼》）  

②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出师表》）  

③故为之说，以俟夫人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  

④诚直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出师表》）  

2、表结果，可译作“以至”“因而”。  

①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出师表》）  

3、表并列或承接，因果关系。  

①属予作文以记之。  

三、动词：译为“认为”。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出师表》）  

文言文实词用法  

1、人不知而不愠（怨恨）《论语十则》  

2、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迷惑）（疑惑）（同上）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导）（同上）  

4、择其善者而从之（长处；优点）（同上）  

5、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渐渐地）《扁鹊见蔡桓公》  

6、醒侯故使人问之（特意）（同上）  

7、使人索扁鹊（寻找）（同上）  

8、桓侯遂死（于是就）（同上）  

9、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胁迫，攻击）《狼》  

10、顾野有麦场（回头看，看见）《同上》  

11、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放松，这里指卸下）（同上）  

12、蜀之鄙有二僧（边境）《为学》  

13、吾欲之南海，何如（往，到）（同上）  



 

14、富者曰：“子何持而往？”（凭借，依靠）（同上）  

15、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得（还，尚且）（同上）  

16、西蜀之去南海（距离）（同上）  

17、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难道）（同上）  

18、旦辞爷娘去（早晨）《木兰诗》  

19、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只）（水流的声音）（同上）  

20、屋舍俨然（整齐的样子）《桃花源记》  

21、阡陌交通（交错相通）（同上）  

22、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与世隔绝的地方）（同上）  

23、后遂无问津者（探访）（同上）  

24、芳草鲜美（鲜嫩美丽）（同上）  

25、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值得）（同上）  

26、会宾客大宴（适逢）《口技》  

27、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但）（同上）  

28、妇抚儿乳（喂奶）（同上）  



 

29、一时齐发（同一时候）（同上）  

30、中间力拉崩倒之声（夹杂）（同上）  

31、宾客意少舒（稍稍）（同上）  

32、虽人有百手（即使）（同上）  

33、方七百里（面积）（愚公移山）  

34、年且九十（将近）（同上）  

35、杂然相许（赞成）（同上）  

36、寒暑易节（交换）（同上）  

37、虽我之死（即使）（同上）  

38、惧其不已也（停止）（同上）  

39、斯是陋室（这）《短文两篇.陋室铭》  

40、惟吾德馨（指品德高尚）  

41、可爱者甚蕃（多）《短文篇.爱莲说》  

42、亭亭净植（树立）（同上）  

43、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应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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