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统编高考语文文言文阅读专题练习及答案 

 

一、高中语文文言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治学（节选） 

（魏）徐干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

性，圣人之上务也。民之初载，其曚未知。譬如宝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见，白日照

焉，则群物斯辨矣。 

    学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教以六行；教以六艺；三教

备而人道毕矣。学犹饰也，器不饰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

经人伦；为美观，故可以供神明。 

    夫听黄钟之声，然后知击缶之细；视衮龙之文，然后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后知

不学之困。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而懈之

误且非矣。《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学之谓也。 

    倚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矫首而徇飞，不如修翼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

务学之必达也。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

闻。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

可谓师人矣。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

子。故学者，求习道也，若有似乎画采，玄黄之色既著，而纯皓之体斯亡，敝而不渝，孰

知其素欤？ 

    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于学

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犹日月之行，终身亹亹，没而后已。 

    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

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易》

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

器械，矜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

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故君子必择师焉。 

（1）对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三教备而人道毕矣    备：具备                            B. 视衮龙之文    文：花纹，彩色交错 

C. 故君子心不苟愿    苟：随便                                D. 学者不患才之不赡    赡：供养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下划线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譬如宝在于玄室    乃设九宾礼于廷                     B. 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    于其身也，则

耻师焉 

C. 志者，学之师也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    D. 故君子必择师焉    积土成山，风雨兴

焉 

（3）用斜线（／）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

而懈之／误且非矣 



B. 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

而懈之误／且非矣 

C. 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

而懈之／误且非矣 

D. 故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顾所由来则杳／然其远／以其难

而懈之／误且非矣 

（4）下列选项对加下划线词的文化常识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六德：分别对应六种身份——“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夫德，“信”为妇德，“圣”

为父德，“仁”为子德。 

B.六行：六行是西周大司徒教民的六项行为标准——孝、友、睦、姻、任、恤。 

C.黄钟：亦作“黄鐘”。古之打击乐器，多为庙堂所用。其声音与“缶”“瓦釜”相近，所以有成

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由来。 

D.玄黄：黑色与黄色。《周易·坤》:“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也用玄黄指

天地。《千字文》第一句就写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5）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刚出生是蒙昧无知的，有如珍宝放在暗室里，想寻找却看不出，太阳的光辉照进去，

各种东西就一目了然，而学习就是这太阳。 

B.作者认为资质与志向相比较，志向更重要。从古至今，求学的人不计其数，学有所成的

人寥寥无几。 

C.作者认为，学习是君子能够成德立行的原因。他们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就好像是天空

的运转，好像是日月的运行，终身勤勉不倦。 

D.学习上要以博大要旨为首务，不能斤斤计较于训诂名物，寻章摘句，但如果老师选得

好，即使致力于训诂名物，也会有很大的成就。 

（6）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   

①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 

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 

【答案】 （1）D 

（2）A 

（3）A 

（4）C 

（5）D 

（6）①学习是用来通明精神、畅达思想、和悦情绪、修养品性的手段，是圣人最为看重

的事情。②直到它破烂而黄黑不变，有谁知道它原来的纯白颜色呢?    

【解析】【分析】（1）D 项，“学者不患才之不赡”中“赡：供养”，解释错误，这句话的意

思是“求学的人不担心自己的才学不充足”，在这里“赡” 应该解释为 “丰富，充足”。故选

D。 

 （2）A 项，“譬如宝在于玄室”和“乃设九宾礼于廷”中的“于”都是介词，解释为“在”。B

项，“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中的“则”，连词，就；“于其身也，则耻师焉”中的“则”，连

词 ，却。C项，“志者，学之师也”中“者”，助词， 与“也”构成判读句；“客有吹洞箫者，倚



歌而和之”中“者”，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D 项，“故君子必择师焉”中“焉”，句末语气

词，相当于“啊”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中“焉”，兼词，解释为“在那里”。故选 A。 

 （3）根据句式对称和虚词的用法特点，可知“如登山焉”和“如寤寐焉”、“动而益高”和“久

而愈足”是对称句式，且“焉”字是虚词，放在句末，因此“高”“足”“焉”后应断开。这样可排

除 C、D 两项；而后面“则”要放在句首，“然”字是形容词词尾，“杳然”不能断开，这样就排

除了 B项，故选 A。 

 （4）C 项，“其声音与‘缶’‘瓦釜’相近，所以有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由来”表述错

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自《楚辞·卜居》，意思是黄钟被砸烂并被抛置一边，而把

泥制的锅敲得很响。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黄钟

的声音与缶、瓦釜的声音完全不同，选项曲解成语含义与出处。故选 C。 

 （5）D 项，“但如果老师选得好，即使致力于训诂名物，也会有很大的成就”理解错误，根

据原文“矜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可知，致力于诂训

名物，只会徒而无功，没有成就。此项误解了原文的意思。故选 D。 

 （6）重点注意：①判断句：所以，表凭借，是用来；上务，最为看重的事情。②敝，破

旧；渝，改变；孰，谁；素：素色、白色。  

故答案为：⑴D；⑵A；⑶A；⑷C；⑸D； 

 ⑹①学习是用来通明精神、畅达思想、和悦情绪、修养品性的手段，是圣人最为看重的

事情。②直到它破烂而黄黑不变，有谁知道它原来的纯白颜色呢?  

 【点评】（1）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的能力。推断文言实词可以运用

语境解词法。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另外，文言实词重点还在于平时的分类积累、记忆，

以上方法只能是同学们在记忆不牢、拿捏不准的时候，尝试运用。这些实词全部出自已学

过的内容，在平时加强记忆即可。  

 （2）此题考查理解文言虚词的基本能力。根据句意和对文言文常用词的掌握来判断字词

义，解释时要注意辨析词义和用法的变化，要根据语境判断在选项中的含义。 

 （3）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句式的辨析能力。解答本题，可结合着常见的文言文句式

（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谓语前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介词结构后置、固定句式

等）分析判断。 

 （4）此题考查文化常识的识记能力。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贵在平时的积累，经常翻

阅经典，遇到不明白的就请教和查证。也可以分类整理，便于查询和记忆。 

 （5）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文本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需

要学生准确翻译理解文言内容，特别是侧重于对文章要点的具体把握，这是解答本段文字

的关键所在，在解答的时候要突出这一点内容。 

 （6）此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的能力。翻译题是区分度较大的题目，一定要注意直译，

注意重点字，还要注意文言句式，如果有考纲规定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

后置句”“介宾短语后置句”“省略句”，在翻译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参考译文】 

    从前的君子，能够成就高尚的道德、建立卓越的品行，身体死亡而名声不朽，是什么原

因呢？那就是学习。学习是用来通明精神、畅达思想、和悦情绪、修养品性的手段，是圣

人最为看重的事情。人刚出生的时候，处于蒙昧的状态，什么也不知道，就好像珍宝放在



暗室里，想寻找却看不见，太阳的光辉一照进来，各种东西都一目了然。 

    学习，就是心灵的太阳。学习就好像是修整装饰，器物不加修饰，就无法获得美丽的外

观；人不学习，也就无法拥有美好的品德。具有了美好的品德，才可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器物做得美观好看，才可以供奉给神祇祖先。 

    聆听过了黄钟的声音，这样以后才知道叩击瓦罐所发出的声音是多么的细小；目睹了帝

王礼服上的绣龙纹饰，这样以后才知道自己所穿的粗布短衣是多么的粗劣；接受过学校的

教育，这样以后才知道不学习的困惑。所以学习这件事，就好像是登山，越走越高；就好

像是睡眠，越久越充足；回顾学习活动的来由，就遥远渺茫了，但因为它难而懈怠，这就

不仅是认识错误，而且是行为完全不正确了。《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说的

是好学啊。 

    倚着器物伫立而想着要到远方去，不如立即行走一定能抵达远方，仰着头想追随鸟儿翱

翔长空，不如自己修治翅膀定能实现梦想，孤身独处希望获取智慧，不如努力学习则一定

能达到目标。所以，君子的内心不随便幻想，而是一定要努力学习，自身不轻举妄动，而

是一定要追随老师；说话不信口开河，而一定要广泛听取。因此君子的性情温文有礼平易

近人，而美名也会不断的流传开来。 因此君子的性情温文有礼平易近人，而美名也会不断

的流传开来。 孔子说：“不学习哪能有所作为呢？不思考怎么会有收获呢？弟子们要以此

勉励自己啊！”能这样就称得上善于从人而学了。马虽跑得快，如不熟习驾车，也不能成为

好马；一个人虽有很好的禀赋，如不学习处世的道理，也不能成为君子。所以为学的目

的，在于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就如绘画时的颜色，把黑色黄色涂上

去后，画布原有的纯白就消失了，一直到画布破烂而黄黑色仍不变，有谁知道它原来是纯

白色的呢？ 

    子夏说：“天天复习，所学的就不会忘记；每日努力，则不会退步；时时听取天下美好的

言论，心志就会更高远。”君子对于学习，其坚持不懈的精神，就好像是天空的运转，就好

像是日月的运行，终身勤勉不倦，死后才停止。 

    因此，虽然有那样的天赋才华，却没有那样的远大志向，也不能够建立那样大的功业。

志向在学习中起的是主导作用，才华在学习中起的是次要作用。求学的人不担心自己的才

学不充足，而担心志向没有确立。所以，自古至今致力学习的人成千上万，不计其数，而

有所成就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君子一定要确立他的志向。《易》说：“君子以自强不

息。” 

    凡是求学的人，以明大义为先，以物名为后，大义取得后物名也会接踵而来。然而那些

儒生广博地学习，致力于物名，在器械方面有详细的了解，遵循训诂，摘录其中的章句，

而不能在大义方面有所成就，最终徒劳无功，不被先王重用。这和女史诵诗没有什么差

别，是宦官传达命令啊。因此使学者空费心思和精力却不懂道义，花费时间而没有成就。

因此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选择老师啊。 

 

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也。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

科。事亲以孝闻。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无

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玄宗大喜。清河



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

城。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

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公因而抚之，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

耳。唯公所意，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代宗嗣位，时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

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上疏曰：“臣闻此语

已来，朝野嚣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则？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 郎官御

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

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聪明，则天下何述。”其激切如此。卢杞专权，忌之，会李希

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上从之，初见希烈，希

烈养子千余人露刃争前迫真卿，将食其肉。诸将丛绕谩骂，举刃以拟之，真卿不动。希烈

遽以身蔽之，而麾其众，众退，乃揖真卿就馆舍。希烈既陷汴州，僭伪号，使人问仪于真

卿，真卿日：“老夫耄耋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兴元元年乃杀真卿,年七十

七,德宗诏曰：“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节选自《旧唐书·颜真卿传》 

（1）下列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

以明四目/达四聪也。 

B. 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

以明四目/达四聪也。 

C. 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

以明四目/达四聪也。 

D. 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

以明四目/达四聪也。 

（2）下列对文中划线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甲科:科举考试用语。唐宋进士分甲乙科,唐代王建《送薛蔓应举》诗云：“一士登甲科，

九族光彩新。”明、清通称进士为甲科，举人为乙科。 

B. 辅车:颊辅与牙床。一说车夹木与车舆。此处比喻事物处于次要的位置关系。《左传》：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C. 郎官:郎官是古代官名，盖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员的统称。战国始有，隋唐以

后，郎官多指六部的侍郎、郎中、员外郎。 

D. 耄耋:指八九十岁，年纪很大的人。古时男女称呼高寿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男性称

“寿”，而女性是不称寿的，一般称“福”。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颜真卿预料安禄山要反叛，提前以久雨毁坏城墙为借口，修缮城墙，疏浚加深护城河，

最终在安禄山反叛时，保住了平原城。 

B. 清河人李萼和郡人到平原城向颜真卿学习，并尊颜真卿为长者，并说清河县积蓄多，积

蓄够颜真卿用三次。 

C. 元载任用私党，害怕被别人说坏话，就提出有事先向长官报告，再由长官报告宰相，最

后宰相报告皇帝。此事遭到颜真卿激烈反对。 



D. 李希烈反叛，卢杞向皇帝建议派颜真卿出使晓谕李希烈，最终颜真卿被李希烈所杀，德

宗下诏对他的忠诚给予很高的评价。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闻公义烈，首唱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 

②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    

【答案】 （1）C 

（2）B 

（3）B 

（4）①听说您忠义节烈，首先倡导大义，河朔各郡都依仗您为屏障。②颜真卿是全国信

服的人，派他晓谕他们，可以不使军队劳苦。    

【解析】【分析】（1）本题注意抓住“者……也”这一判断句式，“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

腹和耳目，故“者”“也”都要断句，故排除 AD；抓住动词“出使”“访察”“奏闻”，分析“出使”的

地方是“天下”，故应在“天下”后断句，故排除 B。故选 C。 

 （2）B 项，“此处比喻事物处于次要的位置关系”错误，依据“公因而抚之，腹心辅车之

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耳”可知，对比“其他小城”，“辅车”指处于主要的位置关系。

故选 B。 

 （3）B 项，“清河人李萼和郡人到平原城向颜真卿学习”错误，依据原文“与郡人来乞

师”“真卿借兵千人”可知，李萼和郡人是来向颜真卿借兵的。故选 B。 

 （4）①闻：听说；唱：通“倡”，倡导；大顺：大义；诸：各个；恃：依仗、凭借；长

城：比喻屏障。②所信：所信服的人；使：派遣；谕：晓瑜；劳：使……劳苦；师旅：军

队。  

故答案为：⑴C；⑵B；⑶B 

 ⑷ ①听说您忠义节烈，首先倡导大义，河朔各郡都依仗您为屏障。②颜真卿是全国信服

的人，派他晓谕他们，可以不使军队劳苦。 

【点评】⑴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能力。解答时抓住句子中的重要名词和虚词，根据其在句

子文中充当的成分和在句子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判断出断句的正确划分；同时注意句子

中对仗的地方，根据句式特点断句是最简洁的方法。 

 ⑵本题考查了解常见的古代文化知识的能力。解答本题时考生应先明确题目要求，然后根

据已学知识，联系文本内容，对选项中的文史典籍、古代职官、科举制度等方面做出判

断。 

 ⑶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正确解答这类题，需将选项跟原文中的

有关内容仔细进行对照，一看人，二看事，三看时和地。主要注意人物概括不准、事实陈

述混乱、技巧断定不当、评价理解失当、文本评述失据等问题。 

 ⑷本题考查理解和翻译文中句子的能力。翻译句子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字字落实，

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同时要注意实词：一词多义、词类活用、古今异义、通假字的

翻译；注意一些虚词也有意义；注意一些特殊句式的翻译也要到位。 

【附参考译文】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郡临沂县人。颜真卿年少时学习勤奋，有文才，尤其擅长书法。开

元年间，被选送应试，考中甲科。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安禄山反意较明显了，颜真卿以久



雨为托词，修城墙加深护城河，秘密统计健壮男子，储备粮食；表面却召集文人，在城外

水中乘船游玩、喝酒吟诗。有人向安禄山告发，安禄山也秘密侦察他，认为文人不值得担

心。不久，安禄山果然反叛，河朔都被攻陷；只有平原郡城郭守卫都完备，于是派司兵参

军李平飞马奏报。唐玄宗听说后很高兴！清河人李萼，二十多岁，和同郡人来借兵，对颜

真卿说：“听说您明义忠烈，领头效忠皇帝，河朔各郡以您做靠山。清河郡是您的西邻，我

在那儿居住，了解它的情况，知道它可以成仁德者的根基。现算它的积蓄，足有平原郡三

倍富足，兵力可有平原郡两倍强大。您借兵安抚它，可成为您的亲信辅助，其余小城，指

挥它们像手臂带动手指，您想怎样，谁敢不听。”颜真卿借给他一千士兵。唐代宗登基，元

载引荐任用私人党羽，怕朝中大臣奏本揭他的底，于是请求：百官凡要议论政事，都要先

报告各自长官，各级长官报告宰相，此后再向皇帝奏报。颜真卿呈奏疏说：“我从听说这话

以后，觉得朝廷内外哗然、人们灰心丧气。为什么？各部长官都是朝官，可直接向皇帝进

言。他们属下的郎官、御史，是皇帝亲信和了解下情的臣子。因此派他们出使各地，不论

政事大小对错，都命令调查了解，归来就奏报，用来了解各种情况。现皇帝想自己遮住耳

朵眼睛，使自己听不见、看不着，那么天下人向谁诉说呢？”他的话像这样激烈急切。卢杞

独揽大权，畏忌他，碰到李希烈叛变攻占汝州，卢杞就提议说：“颜真卿是全国信服的人，

派他招降他们，可以不动用军队。”皇上同意，颜真卿刚见到李希烈，想宣讲诏书旨意，李

希烈的干儿子一千多人抽出刀抢着上前逼迫他，要吃他的肉。许多将领层层围住，随口辱

骂，往他的身上挥刀比划，颜真卿毫不畏惧。李希烈急忙用身体护住他，驱散了那些人，

众人退去，才施礼请颜真卿到住处休息。李希烈攻占了汴州，称帝建国，派人问颜真卿仪

式，颜真卿说：“我年纪大了，虽曾经执掌国家礼仪，记得的只有诸侯朝拜的礼仪。”兴元

元年就杀死颜真卿，享年七十七岁。唐德宗下诏书说：“鲁郡公颜真卿，天生才能品质出

众，为国忠心尤为杰出，侍奉四代皇帝，不改一贯节操。” 

 

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崔神庆传 

    •崔神庆，贝州武城人也。明经举，则天①时，累迁莱州刺史。因入朝，待制于亿岁殿，

奏事称旨。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甚赏慰之，擢拜并州长史。

因谓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

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为按行图，择日而遣之。   

    ②神庆到州，有豪富伪作改钱文敕，文书下州，谷麦踊贵，百姓惊扰。神庆执奏，以为

不便，则天下制褒赏之。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

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 

    ③寻而兄神基下狱当死，神庆驰赴都告事，得召见。则天出神基推状以示之，神庆据状

申理，神基竟得减死。神庆亦缘坐贬授歙州司马。   

    ④长安中，累转礼部侍郎，数上疏陈时政利害，则天每嘉纳之。转太子右庶子。 

    ⑤时有突厥使入朝。准仪注②：太子合预朝参，先降敕书。神庆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

所以佩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

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合预朝参，直有

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



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预报来日，非朔望朝参，

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则天甚然之。寻令神庆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于东宫侍读。 

    ⑥俄历司刑、司礼二卿。神庆尝受诏推张昌宗，而竟宽其罪。神龙初，昌宗等伏诛，神

庆坐流于钦州。寻卒，年七十余。明年，敬晖等得罪，缘昌宗被流贬者例皆雪免，赠神庆

幽州都督。 

    ⑦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群从数十人，趋奏省闼。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

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开元、天宝间，中外族属无缌麻之丧，其福履昌盛如此。东都私

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时号“三戟崔家”。琳位终太子少保。 

（选自《旧唐书·崔神庆传》，有删改。） 

【注释】①则天：即武则天，并州人。  ②仪注：制度，仪节。 

（1）对下列句中加下划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待制于亿岁殿，奏事称旨                                  称：符合 

B.寻而兄神基下狱当死                                      当：判处、判罪 

C.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                                  诚：确实 

D.神庆尝受诏推张昌宗                                      推：推荐 

（2）下列对原文的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崔神庆出身宦门，入仕后，政绩卓著，深得武则天器重，虽然没有担任过尚书，却被破

例授予并州长史一职。 

B.并州谷麦价钱飞涨，惊扰了百姓，崔神庆把这一情况上报给皇上，得到了武则天的表彰

和赏赐。 

C.崔神庆受张昌宗案牵累，被流放到钦州。然而不久以后，又得到朝廷的昭雪赦免，并被

派往幽州担任都督。 

D.崔神庆荫泽绵长，三个儿子都身居高官，门庭显赫，当时号称“三戟崔家”。其他的亲属

后代为官者也很多。 

（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 

②数上疏陈时政利害，则天每嘉纳之。 

（4）根据第⑤段，崔神庆对“征召太子上朝”提出了哪些具体建议？请简要概括。     

【答案】 （1）D 

（2）C 

（3）①并州是朕的故乡，又盛产战马，连日挑选（这州的长史），无人比你（更胜

任）。    

②屡次进呈奏章陈述当时政治措施的弊端，武则天常常赞许并接受（他的意见）。 

 

（4）①事先要有预报。②降亲笔敕书及玉契    

【解析】【分析】（1）D 项，“推”，结合“而竟宽其罪”分析，译为审讯。句意：崔神庆曾

受诏审讯张昌宗。故选 D。 

 （2）C 项，“并被派往幽州担任都督”错。结合“神龙初，昌宗等伏诛，神庆坐流于钦州。

寻卒，年七十余。明年，敬晖等得罪，缘昌宗被流贬者例皆雪免，赠神庆幽州都督”分析，



第二年，敬晖等获罪，因受张昌宗牵累被流放贬官的都依例昭雪获免，追赠崔神庆幽州都

督。故选 C。 

 （3）①“并州，朕之枌榆”（判断句）；“之”，助词，的；“枌榆”，泛指故乡；“简择”，选

择、挑选；“如”，比得上。②“数”，多次、屡次；“陈”，陈述；“利害”，弊端（偏意复

词）；“嘉”，赞许；“纳”，采纳、接受；“之”，代词，指建议。 

 （4）结合“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预报来日”分析，期望每次召见太子，事

先要有预报；结合“非朔望朝参，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分析，如果不是朔望朝会

（礼节性的朝会），应该另有通知，希望降亲笔敕书及玉契。  

故答案为：⑴D；⑵C； 

 ⑶①并州是朕的故乡，又盛产战马，连日挑选（这州的长史），无人比你（更胜任）。 

②屡次进呈奏章陈述当时政治措施的弊端，武则天常常赞许并接受（他的意见）。 

 ⑷①事先要有预报。②降亲笔敕书及玉契 。 

 【点评】（1）此题考查文言实词含义的理解和识记能力。文言实词的理解，重在平时积

累，但也不能死记硬背，记忆时要结合句意，注意归纳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

类活用等，对课文注释中有明确注明的字词要加强记忆。答题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语法

分析法”“形旁辨义法”“套用成语法”“套用课本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一定的文言功底，最

好方法是把所给的词义代到原文中去，看语意是否通顺来确定答案的正确与否。 

 （2）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文本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需

要学生准确翻译理解文言内容，特别是侧重于对文章要点的具体把握，这是解答本段文字

的关键所在，在解答的时候要突出这一点内容。 

 （3）此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的能力。翻译题是区分度较大的题目，一定要注意直译，

注意重点字，还要注意文言句式，如果有考纲规定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

后置句”“介宾短语后置句”“省略句”，在翻译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4）此题考查把握文章要点，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解答这类题目一要注意从原文

中寻找对应信息，二要认真比较，不漏过任何字眼。命题者往往在转述中变换一些信息对

答题者进行干扰，故解答这类题重在细心。  

【参考译文】 

    崔神庆，是贝州武城人。考中明经科，则天时期，几经升迁至莱州刺史。于是入朝，在

亿岁殿等待诏命，奏事符合皇上旨意。则天认为崔神庆在历次任职中都有好的政绩，又因

他父亲曾有辅佐的功劳，对他大加奖赏抚慰，提拔授为并州长史。于是对他说：“并州是朕

的故乡，又盛产战马，连日挑选（并州的长史），无人比你（更胜任）。前后任长史的，

都是由尚书担任，因为职位重要，所以委任于你。”因而亲自为他选定行走路线，选择日子

遣发。 

    崔神庆到了并州，有个富豪伪造了皇上有关钱币的诏令，文书下到州里，谷麦价钱飞

涨，百姓恐慌担忧。崔神庆上奏皇上，认为不妥，则天下诏表彰赏赐他。在这之前，并州

有东西两个城，中问隔有汾水，崔神庆开始筑城相接，每年可节省防御兵几千人，边州人

认为很便利。 

    不久他哥哥崔神基被投进监狱论处死罪，崔神庆飞速到京都求情，得到召见。则天拿出

崔神基的审问状子给他看，崔神庆根据状子申辩，崔神基最终得以减免死罪，崔神庆也为



此受牵连获罪贬授歙州司马。 

    长安年间，多次转任礼部侍郎，屡次进呈奏章陈述当时政治措施的弊端，武则天常常赞

许并接受（他的意见）。调任太子右庶子。 

    当时有突厥使臣入朝，按礼仪制度，太子应当参预朝见，先颁下诏书。崔神庆上疏说：

“我认为五品以上官员之所以佩戴玉龟，是由于皇上另外下达诏令，害怕有欺诈，拿出的玉

龟相合，然后才会接受命令。况且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被天下所敬慕，古来征召都用玉

契，这的确是慎重之极，是从防范来考虑的。昨天因为有突厥使臣朝见，太子一起参加朝

见，只有文书下达东宫，不曾颁布诏书。然而古人（总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考虑事

情，（这是）时常没有令人后悔过错的原因。况且太子至关重要，不能不深加慎重。以臣

愚见，太子既然和陛下不在同一个宫殿，期望每次召见太子，事先要有预报，如果不是朔

望朝会（礼节性的朝会），应该另有通知，希望降亲笔敕书及玉契。”则天很赞同。不久令

崔神庆和詹事祝钦明每天轮换到东宫侍读。 

    不久历任司刑、司礼二职。崔神庆曾受诏审讯张昌宗，而竟然宽免了他的罪，神龙初

年，张昌宗等被杀，崔神庆为此获罪流放到钦州。不久去世，终年七十多岁。第二年，敬

晖等获罪，因受张昌宗牵累被流放贬官的都依例昭雪获免，追赠崔神庆幽州都督。 

    开元年间，崔神庆的儿子崔琳等都当了大官，堂兄弟辈有数十人，在朝廷任职。每年的

家宴，组带及玉佩（古代官员的习用服饰）相互辉映，用一榻放置笏板，重叠在上面。开

元、天宝年间，内外亲属都不用细麻布制作孝服，其福禄昌盛到了这般地步。东都私宅门

前，崔琳和弟弟太子詹事崔珪、光禄卿崔瑶都做了大官，当时号称“三戟崔家”，崔琳官位

终于太子少保。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报孙会宗书① 

（汉）杨恽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厎②  ， 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

任，卒与祸会。 

    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

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

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

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

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ロ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

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

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

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

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



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

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

称誉之有？董生③：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④  ， 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⑤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

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

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无多谈。 

【注释】①报孙会宗书：杨恽的友人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曾写信劝告他。②厎（zhǐ）：

至。③董生：指董仲舒。④西河魏土：西河是战国时魏所置郡。孙会宗为西河人。⑤段

木干：魏文侯时人，守道不仕，文侯尊其为师。田子方：亦魏文侯师。 

（1）对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质无所厎        文质：文采                               B. 不足以塞责        塞：弥补 

C. 有时而既        既：尽，终                                   D. 明明求仁义        明明：勉力，努力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赐书教督以所不及            莫知计所出 

B.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 

C.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D. 于今乃睹子之志矣            今君乃亡赵走燕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杨恽在这封书信的开首即言明致书孙会宗的缘由，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表示要向孙会

宗说明自己的心意。 

B. 作者陈述自己沐浴皇恩，不能有所建明，后遭遇变故，只好退而以小人自况。他经营产

业，又因此遭世人讥议，令他深感不解和愤懑。 

C. 文章结尾用段干木、田子方的典故，意在表明自己要向他们学习，保持高洁的品性。 

D. 通读全文，作者不顾封建礼法、与世俗抗争、傲然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4）用“/”给文中画线的部分断句。   

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恐违孔

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5）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 

②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 

【答案】 （1）A 

（2）A 

（3）C 

（4）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

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5）①君子研习大道，快乐得忘记忧愁；小人保全性命，快活得忘掉了自身的罪过。    

②即使素来了解我的人，尚且随风而倒（讥刺我），还哪里会有什么称赞呢？ 

【解析】【分析】（1）A 项，“文质”，文采和本质，指外在表现和内在品质。句意：外部



表现和内在品质都未修养到家。故选 A。 

 （2）A 项，放在动词或动短语前，组成名词性短语，所字结构。B 项，代词，……的事

情；结构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C 项，介词，用；介词，因。D 项，连词，才；连词，

却，竟然。故选 A。 

 （3）C 项，“意在表明自己要向他们学习，保持高洁的品性”错误。结合“漂然皆有节概，

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

移人哉”分析，可遗憾得很，不久之前，您忽而离开了这个美好的故乡，调到那块荒僻的异

地去做郡守。“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子弟贪鄙”，高尚人物未有所闻呢。这次您的“赐

书”居然象上述那样“教督以所不及”，这就不能不令人奇怪，“岂习俗之移人哉”，凛然节概

消失了，“移”为贪鄙意念滋生了？用典是讽刺孙会宗为习俗所移。故选 C。 

 （4） “深惟”的宾语为“其终始”，及事情的本末，不应该断开，连词“而”前面需要断开；

“鄙陋”，浅薄粗陋；“愚心”，愚昧的见解，作为“言”的宾语，应该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则”

前面可以断开；结合虚词“也”，连词“则”“故”及句意等分析断句。句意：但我私下却怪你没

有深入思考事情的本末，而轻率地表达了一般世俗眼光的偏见。直说我浅陋的看法吧，那

好象与你来信的宗旨唱反调，在掩饰自己的过错；沉默而不说吧，又恐怕违背了孔子提倡

每人应当直说自己志向的原则。因此我才敢简略地谈谈我的愚见，希望你能细看一下。 

 （5）①“游道”，游于大道，即学习道义之事，浸身道义之中；“以”，连词，而；“全”，

保全；“说”，通“悦”，高兴；“罪”，罪过。②“虽”，即使，即便；“雅”，向来；“犹”，尚

且；“靡”，倒下；“尚”，还；“何称誉之有”，有何称誉（宾语前置句）。  

故答案为：⑴ A；⑵A；⑶C； 

 ⑷ 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

/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⑸ ①君子研习大道，快乐得忘记忧愁；小人保全性命，快活得忘掉了自身的罪过。②即

使素来了解我的人，尚且随风而倒（讥刺我），还哪里会有什么称赞呢？ 

 【点评】（1）此题考查文言实词含义的理解和识记能力。文言实词的理解，重在平时积

累，但也不能死记硬背，记忆时要结合句意，注意归纳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

类活用等，对课文注释中有明确注明的字词要加强记忆。答题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语法

分析法”“形旁辨义法”“套用成语法”“套用课本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一定的文言功底，最

好方法是把所给的词义代到原文中去，看语意是否通顺来确定答案的正确与否。 

 （2）此题考查文言虚词的理解与辨析能力。这类题，要求学生平时注重识记，积累，掌

握文言 18个虚词的常规用法；当然也可以借助语境或利用教材所学作迁移联想等来推断词

义。 

 （3）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文本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需

要学生准确翻译理解文言内容，特别是侧重于对文章要点的具体把握，这是解答本段文字

的关键所在，在解答的时候要突出这一点内容。 

 （4）此题考查文言文的断句能力。文段休问长与短，熟读精思是关键。内容大意全理

解，始可动手把句断。联系全文前后看，先易后难细分辨。紧紧抓住“曰”“云”“言”，对话最

易被发现。常用虚词是标志。 

 （5）此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的能力。翻译题是区分度较大的题目，一定要注意直译，



注意重点字，还要注意文言句式，如果有考纲规定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句”“定语

后置句”“介宾短语后置句”“省略句”，在翻译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参考译文】 

    我才能低下，行为卑污，外部表现和内在品质都未修养到家，幸而靠着先辈留下的功

绩，才得以充任宫中侍从官。又遭遇到非常事变，因而被封为侯爵，但终究未能称职，结

果遭了灾祸。 

    您哀怜我的愚昧，特地来信教导我做得不够检点的地方，恳切的情意甚为深厚。但我私

下却怪您没有深入思考事情的本末，而随便地跟随世俗眼光来加以批评。直说我浅陋的内

心想法吧，那好像违背了您的心意而在掩饰自己的过错；沉默而自坚其操守吧，又恐怕违

背了孔子提倡各人自言其志的原则。因此我才冒昧简略地谈谈我愚蠢的见解，希望您能体

察。 

    我家正当兴盛的时候，做大官乘坐朱轮车的有十人，我也备位在九卿之列，爵封通侯，

总管宫内的侍从官，参与国家大政。我却不能在这样的时候提出（有用的）建议主张，来

宣扬皇帝的德政，又不能与同僚齐心协力，辅佐朝廷，补救缺失，已经担负着窃踞高位白

食俸禄的罪责很久了。我贪恋禄位和权势，不能自动退职，终于遭到意外的变故，意外遭

遇口舌之祸（指被人告发），本人被囚禁在宫殿北面的楼观内，妻子儿女全关押在监狱

里。在这个时候，自己觉得合族抄斩也不足以弥补罪责，哪里想得到竟能保住脑袋，再去

奉祀祖先的坟墓呢？我俯伏在地，想着圣主的恩德真是无法计量。君子研习大道（君子沉

浸在道义中），快乐得忘记忧愁；小人保全性命，快活得忘掉了自身的罪过。我私下想自

己罪过已大，行为已有亏损，打算长期做农民来度过一生。因此亲自率领妻子儿女，竭尽

全力耕田种粮，植桑养蚕，灌溉果园，经营产业，用来向官府交纳赋税，想不到又因为这

样做而被人指责和非议。 

    人的感情所不能限制的事情，圣人也不加以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贵的君王和最亲近的

父亲，（臣子）为他们送终服丧，（至多三年）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得罪以来，已经三年

了。种田人家劳作辛苦，一年中遇上伏日、腊日的祭祀，就烧煮羊肉烤炙羊羔，斟上一壶

酒自我慰劳一番。我的老家本在秦地，因此我善于演奏秦地的乐器。妻子是赵地的女子，

平素擅长弹瑟。奴婢中也有几个会唱歌的，喝酒以后耳根发热，昂首向天，信手敲击瓦

缶，按着节拍呜呜呼唱。歌词是：“在南山上种田，杂草多得没法除清。种下了一顷地的豆

子，只收到一片无用的豆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谁知要到什么时辰！”碰上这

样的日子，我挥动衣袖十分高兴，两只袖子挥动得高高低低，两脚蹬地任意起舞，的确是

纵情玩乐而不加节制，但我不懂这有什么不对。我幸而还有积余的俸禄，正经营着贱买贵

卖的生意，追求那十分之一的利润。这是只有低贱的商人才干的事情，这备受轻视耻辱的

职业，我却亲自去做了。地位卑贱的人，是众人诽谤的对象，我常因此不寒而栗。即使是

素来了解我的人，尚且随风而倒（讥刺我），还哪里还会有什么称赞呢？董仲舒不是说过

吗：“努力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感化百姓的，这是卿大夫的心意；努力追求财利，常担心

贫困匮乏的，这是平民百姓的事情。”所以理想观念不同的人，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好商量

的。现在你还怎能用卿大夫的规格来要求我呢！ 

    西河魏地，是魏文侯兴起的地方，那里有段干木、田子方留下来的风尚，（他们二位）

都具有高尚的节操，懂得进退取舍的区别。近来你离开了故乡，到了安定郡。安定郡位于



山谷中间，是昆夷的故乡，那里的人多是贪婪卑鄙，难道是当地的风俗习惯改变了你的品

性吗？到今天我才看清了你的志节！如今正当兴旺的汉朝处于鼎盛的时期，望你努力，不

要多谈了。 

 

5．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也。父仲礼，为梁将，败归周，复家本土。彧少好学，颇涉经

史。高祖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为屯田侍郎，固让弗许。时制

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

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

伏。后迁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上嘉其婞直，谓彧曰：“大丈夫当立

名于世，无容容而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

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

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

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

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寝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

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士，

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

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

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尝得博陵李

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

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征还。至晋阳，

值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将与计事。彧为使所逼，初不知谅反，将入城而谅反形已

露。彧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

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杨素卒后，有诏征还京师，卒于道。 

（《隋书•列传第二十七》） 

（1）下列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

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 

B. 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

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 

C. 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

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 

D. 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

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 

（2）下列对文中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母忧，母亲的丧事，也称丁忧。古时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必须辞官回到祖

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 

B. 申牒，“牒”是造纸术发明以前的竹书或木书，后指文书、凭证，是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



书的文种名称之一。文中指用公文向上呈报。 

C. 上柱国，春秋时代起为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战国时楚、赵设置，直至隋朝职权相当于

丞相、宰相，唐宋以上柱国为武官的功勋爵位。 

D. 笏，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项脊轩志》

中祖母“持一象笏至”中的“象笏”与文中同义。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柳彧处事分寸得当。左仆射高颎的儿子申请戟门，柳彧认为：父子并没有分家，儿子不

能安装戟门，高颎知道后很佩服。 

B. 柳彧的忠诚耿直，为百官所敬畏。隋高祖非常赏识柳彧的忠诚耿直，称他是“国之宝”，

多次表彰他，不断升迁他的职位。 

C. 柳彧不畏强权。杨素是当时声势显赫的权臣，群臣都畏惧他，不敢违拗他，唯有柳彧敢

于和他对抗，秉公执法，压制他的嚣张气焰。 

D. 柳彧遭杨素忌恨，多次被陷害。由于赠送《治道集》给蜀王，被杨素诬陷行贿；汉王谅

作乱，他假装病重被囚，事情平息后仍被诬陷谋反。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 

②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 

【答案】 （1）A 

（2）C 

（3）D 

（4）①因为他家里贫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住宅，并说：“柳彧是一个正直的

人，是国家的宝贝。”他就是这样被皇上看重。    

②柳彧靠着案桌坐下，让杨素站在堂上，查问详情。杨素因此嫉恨柳彧。 

【解析】【分析】（1）本题“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

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这句话意思是“柳彧在批文

上写道：‘仆射（yè 官职）之子还没有分家，他父亲的戟槊已列在门外。尊有压卑的道义，

儿子有回避父亲的礼数，哪里容得下外门已经设了戟门，内门还要安装戟门呢！’这件事情

最终没有办成，高颎知道后很佩服柳彧的处理办法”。 “异居”不可拆开，意思是“不同居

所，分居”，此处指“分家”，故排除 B、D；尊有压卑之义”和“子有避父之礼”句式结构对

称，“外门既设”对应“内閤又施”，且“竟不行”前面需有主语“事”，故排除 C项。故选 A。 

 （2）C 项，“战国时楚、赵设置，直至隋朝职权相当于丞相、宰相”解释有误，“上柱国”位

在丞相、宰相下，甚尊。原为保卫国都之官。故选 C。 

 （3）D 项，“由于赠送《治道集》给蜀王，被杨素诬陷行贿”理解错误。原文依据“及秀得

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杨素用朝廷内臣勾结诸侯的罪名上奏陷害柳彧，而非行

贿。故选 D。 

 （4）本题特别注意：①“以”即“因为”；“敕”，在古代，就是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敕令”即“皇帝下的命令“等；“筑宅”，“修建住宅”； “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判断句式；

“见”表被动。②“据案”译为“靠着桌子”；“立”使动用法，“使……站立”；“立素于庭”状语后

置句，应为“于庭立素”，此外本句也是被动句；“事状”即“事实情况”；“ 衔”，“嫉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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