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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7  主观简答

1. 考点分布

年份 卷别 选材聚焦

新课标 I
14．王夫之强调李陵“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材料一有哪些事实可以支持

王夫之的观点？请简要概括。

2024

新课标 II
14．王充认为，“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如“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

强秦之兵”，请根据材料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

新课标 I 14．子鲋用以批驳韩非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2023
新课标 II 14．材料二中，李靖认为淝水之战苻坚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新高考 I
14．孟尝君前往赵国、燕国借兵救魏，所采用的游说策略有什么不同？请简

要概括。

2022

新高考 II
14．《后汉书·吴汉传》用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一语来赞誉吴汉，请简要概

述吴汉的刚毅与木讷之处。

新高考 I
14．文末《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价说“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这句话

说的是什么道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2021

新高考 II 14．文中说到“边境之间，稍得休息”，具体原因是什么？请简要说明。

新高考 I 14．孙奇逢等为什么倡议凑集金钱救助左光斗?救助成功没有?请简要说明。
2020

新高考 II 14．海瑞在向明世宗上疏前，为什么要事先“市一棺，诀妻子”？请简要说明。

2.命题规律及备考策略

【命题规律】

①题型上，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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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与断句、文意理解、翻译等题目在“是什么”层面的考查相比，文言文文

本探究简答题侧重从“为什么”等角度进行考查，指向对文本深层次、多角度的

理解、探究能力。这类考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以及合

理的推断，从而把握人或事物的本质。

【备考策略】

1. 归纳整理：整理归纳课内外文言文的重点句子和词汇，掌握其含义和用

法。

2. 专题研究：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专题研究，发现其中蕴

含的语言运用规律。

3. 仿真练习：通过做历年高考真题和模拟试题，熟悉考试题型和答题技巧。

考点精讲 01 概括归纳

方法指导

筛选整合信息时，有时需要从某段、某几段乃至全文中筛选相关的信息，进

行归纳重组，这时就需要掌握归纳分析的方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种方式：

①同质相合。所谓同质，是指本质相同，类别一致。在筛选文中信息时，有

时有用的信息分散在文本各处，就要把符合标准的信息挑选出来，再按照不同的

方面、轻重、缓急、主次等重新分类，整合起来。

②异质相析。所谓异质，是指本质不同，类别不一。在筛选文中信息时，有

时有关的与无关的信息混杂在一段甚至一句中，就要把无关的信息剥离出来，摘

取有关的信息，再与其他相关信息整合。

具体方法：

①摘录法：选摘原文词句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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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取法：需要概括的内容在文章或文段中并无明显的关键句，考生要通过

阅读文章，把握和提炼大意，且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审准题干——明确题干重点，找准答题区间。

第二步，定向精读——理解文句含意，筛选关键信息。

第三步，规范作答——分点整合概括，表达简洁准确。

（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襄子①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

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

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

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

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

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

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

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节选自《韩非子·难一》）

材料二：

陈人有武臣，谓子鲋②曰：“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论者纷如也。予每

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若韩非者，

亦当世之圣人也。”子鲋曰：“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

名。好事而穿凿者，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

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武臣曰：“诺。”子

鲋曰：“乃者赵、韩共并知氏，赵襄子之行赏，先加具臣而后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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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书云夫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何以明其然？

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郑，遇

陈恒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

此先后甚远，而韩非公称之，曾无怍意。是则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

以是默口于小道，塞耳于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测渊，矇大道

而不悟，信诬说以疑圣，殆非所望也。”

（节选自《孔丛子·答问》）

【注】①襄子：赵襄子。春秋末年，知、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政，

称“晋四卿”。晋阳之战，知氏（荀瑶）联合韩、魏攻赵，反被赵襄子联合韩、魏

灭杀。②子鲋：即孔鲋，孔子八世孙。

（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14）子鲋用以批驳韩非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2024·湖北襄阳·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

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

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

材料二：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

简公两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

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又藉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

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魏相田繻不善。

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独不见夫服牛骖骥①乎？不可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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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

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

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

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

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何忧乎相害？何

患乎不尽其用也？”

材料三：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

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

灭，亦能相生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以上材料均节选自《正反经·是非》）

【注】①服牛骖骥：指牛和马共同拉一辆车，其中牛居中驾辕，马在车辕

两旁拉车。

摎留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的？请简要概括。

                                                                                             

                                                                                             

                                                                                             

考点精讲 02 探寻原因

分析原因“三注意”

（1）分清因果，理顺逻辑关系。针对此类考题，我们可以先从题干中找出“果”，

由果溯因，找出文中与“果”相关的内容，然后进行分析。形成答案后，可以用

因果法检查原因和结果是否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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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方面、多角度思考原因。原因可以分为主观、客观原因，主要、次

要原因，外因、内因。外因如国家局势、地方势力、当地风俗、地理位置、气候

环境等；内因如人物的天赋特点、性格特征、能力修养、努力程度等。一定要多

维度思考，尽可能找全原因。

（3）组织答案时要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转述。答题时不能只是翻译或复述原

文语句，必须根据找到的原文信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概括转述。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审准题干，明确题干重点，找准答题区间。

第二步，定向精读，理解文句含意，筛选关键信息。

第三步，规范作答，多角度思考，分点整合概括。

（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Ⅱ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二：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注]：“前代战

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

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

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

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

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

是也。”太宗曰：“兵有分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

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

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太宗曰：“然。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节选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注]靖：指李靖，唐代名将，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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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Ⅱ卷·14）材料二中，李靖认为淝水之战苻坚失败的原

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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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湖南·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

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

之，愿以异日。”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

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

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

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

横，以抑强秦。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

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

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

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一》，有删改）

材料二：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



8 / 33

。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

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

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节选自《史记·苏秦列传》）

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司马迁为苏秦作传的原因。

                                                                                             

                                                                                             

                                                                                             

考点精讲 03 分析观点、探究目的

把握作者的观点和写作目的“两方法”

1.从文体特征入手

记叙性的文章，作者的观点态度主要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人物的主次关系，

对事件的叙述、详略的安排流露出来，因此我们在阅读记叙性文章时可以通过分

析这些内容的感情色彩来推测作者的观点态度和写作目的。

议论性的文章，我们可以通过对论点、论据、论证方法和论证思路的分析，

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所处时代，明确作者的观点态度和写作目的；另外，大部分议

论文都会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态度，或开门见山，或卒章显志，因此我们尤其要

注意文本开头、结尾的语句。

2.从语气词入手

文言文中作者常借助文言虚词来表达情感态度，如“耳”“耶”“哉”等语

气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表示情感态度的语气词来分析、推测作者的观点态度和

写作目的。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审准题干，明确题干重点，找准答题区间。

第二步，定向精读，理解文句含意，合理推断观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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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规范作答，由表及里抓本质，精准提炼概括。

（2024 年·新课标Ⅰ）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广有孙陵，为侍中，善骑射。帝以为有广之风，使教射酒泉、张掖以备

胡。及贰师击匈奴[注]，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

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臣愿以少击众，步兵

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

陵搏战攻之，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八万余骑攻陵。

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士卒

多死，不得行。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

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

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身虽

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

罔，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上遣（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

还，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上于是族陵家。既而闻之，

乃汉将降匈奴者李绪，非陵也。陵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

大阏氏死，乃还。单于以女妻陵，立为右校王，与卫律皆贵用事。卫律常在单于

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征和三年）三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

击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

（2024 年·新课标Ⅰ·14）王夫之强调李陵“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材料一

有哪些事实可以支持王夫之的观点？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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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湖南衡阳·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越山西南高而下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仅与新安之平地等。

自浙望之，新安盖出万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乡聚皆依山为坞而山惟

黄山为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

唐广明之乱，都使程沄集众为保，营于其外，子孙遂居之。新安之程，蔓

衍诸邑，皆祖梁忠壮公。而都使实始居汊口。其显者，为宋端明殿学士珌。而若

庸师事饶仲元，其后吴幼清、程钜夫皆出其门，学者称之为徽庵先生。其他名德，

代有其人。

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后也。故为《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与丘陵坟墓。

汝玉之所存，可谓厚矣。盖君子之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也。噫！今名都大

邑，尚犹恨纪载之轶，汊口一乡，汝玉之能为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则文献之于世，

其可少乎哉？

（归有光《汊口志序》节选，选自《古文辞类纂》）

材料二：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

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

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

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

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

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节选自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两篇文章都是序文，但写作目的却不相同，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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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精讲 04 比较异同

考查比较分析异同是希望考生通过比较阅读的方式提升鉴赏能力。这类题一

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文中不同人物、事物、事件或观点的比较；二是对不同文

本的比较，或比较所给的多则文言材料在观点、行文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或比较

文言材料与课文的异同。

解题思路

①明确比较点。明确比较点是异同比较的前提，所以，在开始比较之前，必

须首先明确比较点。一般来说，比较点会在题干中明确指出。

②确定信息区域。作比较的双方的相关信息，有的在各自独立的文本区域，

有的则混杂一处，在作答前必须确定好相关信息区域。

③两相比较提取信息。提取信息必须两相比较进行，否则可比性就会成问题。

答题时应做到：以比较对象为切分，分别表述；以异同比较点为切分，一点

一点表述。

（2024 年·新课标Ⅱ）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①，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

“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节选自《史记·魏世家》）

材料二：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恐，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强

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

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

也。”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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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

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

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

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起去，罢酒。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

材料三：

论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闾，秦兵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虽全国有益，

非所贵也。”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养三军之士，明赏罚之命，严刑峻法，

富国强兵，此法度也。六国之亡，皆灭于秦兵。六国之兵非不锐，士众之力非不

劲也，然而至于破亡者，强弱不敌，众寡不同，虽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变

孟贲之意②，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

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秦之与魏，孟贲之与童子也。夫力少则修德，

兵强则奋威。秦以兵强，威无不胜。却军还众，不犯魏境者，贤干木之操，高魏

文之礼也。高皇帝议欲废太子，吕后患之，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礼之，太子遂

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也。

（节选自王充《论衡·非韩》）

[注]①段干木：战国初魏国名士。②孟贲：战国时勇士。

（2024 年·新课标Ⅱ·14）王充认为，“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如“魏

文式段干木之闾，却强秦之兵”，请根据材料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

                                                                                             

                                                                                             

（2024·福建泉州·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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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

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

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

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

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

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

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

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①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

“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

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

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

蛇”，盖谓是乎？

（节选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材料二：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

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通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

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

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

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

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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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绵蕞：制订整顿朝仪典章。

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司马迁和司马光对叔孙通的态度为什么不同。

                                                                                             

                                                                                             

                                                                                             

（2024·安徽·二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凡与敌战，傍与邻国，当卑辞厚赂以结之，引为己援。若我攻敌人之前，

彼犄其后，则敌人必败。法曰：“衢地则合交。”

三国，蜀将关羽，围魏曹仁于樊，魏遣左将军于禁等救之。会汉水暴起，

羽以舟兵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

北，以避其锋。司马懿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

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而内

疏，羽今得意，权必不愿也。可谕权，令犄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遣

使结权。权遂遣吕蒙西袭公安、南郡，拔之，羽果弃樊而去。

（节选自《百战奇略》）

材料二：

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河北既定，从围壶关。太祖今曰：“城拔，皆坑

之。”连月不下。仁言于太祖曰：“围城必示之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

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

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降。于是录仁前后功，封都亭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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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

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

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

军。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

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

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

出，羽退走。

（节选自《三国志》

1.两则材料皆提到了关羽和曹仁的樊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曹仁取得了胜利，请

根据材料简要分析其取胜的原因有何不同？

                                                                                             

                                                                                             

                                                                                             

（2024·江苏南通·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材料一：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

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

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

贼也。

（《墨子·法仪》）

材料二：

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时，无

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孔子曰：

“汝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谓之夺；以不肖代贤，是谓之伐；缓令急诛，是

谓之暴；取善自与，是谓之盗，盗非窃财之谓也。吾闻之，知为吏者，奉法以利

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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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为小人。

内不相训，而外相谤，非亲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

故君子无所不慎焉。”

（《孔子家语·辩政》）

材料三：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

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

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

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

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

治者强，先战者胜。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夫民之性，恶劳而乐

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

（《韩非子·心度》）

2.三则材料都提到了“法”，请分别概括三者的主要观点。

                                                                                             

                                                                                             

                                                                                             

（2024·云南昆明·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缚于势而不得不事

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体，而人主怠做处其上，此世所以有

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

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

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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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医人咸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

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

（节选自《韩非子·备内》）

材料二：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

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

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

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

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

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干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

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

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

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

秦之霸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知度》）

［注］小臣：指伊尹，他被汤任为小臣（官名）。

1.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及“君臣关系”问题，但二者观点不同，请简要概括。

                                                                                             

                                                                                             

                                                                                             

（2024·山西阳泉·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①，尚方②珍玩，充物其家；又

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总万机，典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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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清河、平原争界，八年不能决。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③所藏烈祖封平

原时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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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决之。爽信清河之诉，云图不可用，礼上疏自辨，辞颇刚切。爽大怒，

劾礼怨望，结刑五岁。久之，复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懿，有忿色而无言。懿曰：

“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

官位往事为意邪？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

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进粥簸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

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

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恭本州，非并

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胜退，告爽曰：“司

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故爽等不复设备。

（选自《资治通鉴》，有删改）

【注】①乘舆：代指皇帝。②尚方：皇室库房。③天府：朝廷藏物之府库

为天府。④烈祖封平原时图：明帝曹数封平原王时的地图。

材料二：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

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仗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

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

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选自《资治通鉴》，有删改）

2.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司马懿的形象特点。

                                                                                             

                                                                                             

                                                                                             

（2022 年·新高考全国Ⅰ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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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为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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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奈何？”孟尝君曰：“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王曰：“寡人愿子

之行也！”重为之约车百乘。孟尝君之赵，谓赵王曰：“文愿借兵以救魏！”赵

王曰：“寡人不能。”孟尝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闻

乎？”孟尝君曰：“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然而赵之

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而魏之地岁危而民岁死者，何也？以其西为赵蔽也，今赵

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赵与强秦为界也地亦且岁危民亦且岁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

大王也”赵王许诺，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又北见燕王曰：“今秦且攻魏，愿

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

何？”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

虽欲行数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

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矣，恐天下之将有大变也。”王曰：“大变可得闻乎？”

曰：“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以国之半与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

韩、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赵之众，以四国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数千里而

助人乎？利出燕南门而望见军乎？则道里近而输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

行矣，寡人听子。”乃为之起兵八万、车二百乘，以从田文，魏王大说曰：“君

得燕、赵之兵甚众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请讲于魏。因归燕、赵之兵，而封

田文。

（节选自《战国策·魏策三》）

（2022 年·新高考全国Ⅰ卷·14）孟尝君前往赵国、燕国借兵救魏，所采用的

游说策略有什么不同？请简要概括。

                                                                                             

                                                                                             

                                                                                             

（2022 年·新高考全国Ⅱ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吴汉，字子颜，南阳人。韩鸿为使者，使持节，徇河北，人为言：“吴子颜，

奇士也，可与计事。”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语自达邓禹及诸将多所荐

举再三召见其后勤勤不离公门上亦以其南阳人渐亲之上既破邯郸，诛王郎，召邓

禹宿，夜语曰：“吾欲北发幽州突骑，诸将谁可使者？”禹曰：“吴汉可。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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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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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于是以汉为大将军。汉遂斩幽州牧苗曾，上以禹为知人。吴汉与苏茂、周

建战，汉躬被甲持戟，告令诸部将曰：“闻鼓声皆大呼俱进，后至者斩。”遂鼓

而进，贼兵大破。北击清河长垣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

吴汉伐蜀，分营于水南水北，北营战不利，乃衔枚引兵往合水南营，大破公

孙述。吴汉兵守成都，公孙述将延岑遗奇兵出吴汉兵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

马尾得出。吴汉性忠厚，笃于事上，自初从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则侧足屏

息，上安然后退舍。兵有不利，军营不完，汉常独缮檠其弓戟，阅其兵马，激扬

吏士。上时令人视吴公何为，还言方作战攻具，上常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

一敌国矣。”封汉广平侯。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

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吴汉爵位奉赐最尊

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恭俭如此。疾笃，

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识知，唯愿慎无赦而已。”病甍，奏谥

曰：“有司议宜以为武。”诏特赐曰忠侯。

（节选自《东观汉记》卷十）

（2022 年·新高考全国Ⅱ卷·14）《后汉书·吴汉传》用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一

语来赞誉吴汉，请简要概述吴汉的刚毅与木讷之处。

                                                                                             

                                                                                             

                                                                      

考点 27  主观简答

1. 考点分布

年份 卷别 选材聚焦

2024 新课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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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夫之强调李陵“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材料一有哪些事实可以支持

王夫之的观点？请简要概括。

新课标 II
14．王充认为，“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议”犹如“魏文式段干木之闾，却

强秦之兵”，请根据材料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

新课标 I 14．子鲋用以批驳韩非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2023
新课标 II 14．材料二中，李靖认为淝水之战苻坚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新高考 I
14．孟尝君前往赵国、燕国借兵救魏，所采用的游说策略有什么不同？请简

要概括。

2022

新高考 II
14．《后汉书·吴汉传》用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一语来赞誉吴汉，请简要概

述吴汉的刚毅与木讷之处。

新高考 I
14．文末《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价说“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这句话

说的是什么道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2021

新高考 II 14．文中说到“边境之间，稍得休息”，具体原因是什么？请简要说明。

新高考 I 14．孙奇逢等为什么倡议凑集金钱救助左光斗?救助成功没有?请简要说明。
2020

新高考 II 14．海瑞在向明世宗上疏前，为什么要事先“市一棺，诀妻子”？请简要说明。

2.命题规律及备考策略

【命题规律】

①题型上，主观题。

②与断句、文意理解、翻译等题目在“是什么”层面的考查相比，文言文文

本探究简答题侧重从“为什么”等角度进行考查，指向对文本深层次、多角度的

理解、探究能力。这类考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概括以及合

理的推断，从而把握人或事物的本质。

【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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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归纳整理：整理归纳课内外文言文的重点句子和词汇，掌握其含义和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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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题研究：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专题研究，发现其中蕴

含的语言运用规律。

3. 仿真练习：通过做历年高考真题和模拟试题，熟悉考试题型和答题技巧。

考点精讲 01 概括归纳

方法指导

筛选整合信息时，有时需要从某段、某几段乃至全文中筛选相关的信息，进

行归纳重组，这时就需要掌握归纳分析的方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种方式：

①同质相合。所谓同质，是指本质相同，类别一致。在筛选文中信息时，有

时有用的信息分散在文本各处，就要把符合标准的信息挑选出来，再按照不同的

方面、轻重、缓急、主次等重新分类，整合起来。

②异质相析。所谓异质，是指本质不同，类别不一。在筛选文中信息时，有

时有关的与无关的信息混杂在一段甚至一句中，就要把无关的信息剥离出来，摘

取有关的信息，再与其他相关信息整合。

具体方法：

①摘录法：选摘原文词句来作答。

②提取法：需要概括的内容在文章或文段中并无明显的关键句，考生要通过

阅读文章，把握和提炼大意，且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审准题干——明确题干重点，找准答题区间。

第二步，定向精读——理解文句含意，筛选关键信息。

第三步，规范作答——分点整合概括，表达简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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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襄子①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

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

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唯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

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赏

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

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

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

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节选自《韩非子·难一》）

材料二：

陈人有武臣，谓子鲋②曰：“韩子立法，其所以异夫子之论者纷如也。予每

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若韩非者，

亦当世之圣人也。”子鲋曰：“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极天为称，言下者必以深渊为

名。好事而穿凿者，必言经以自辅，援圣以自贤，欲以取信于群愚而度其说也。

若诸子之书，其义皆然。请略说一隅，而君子审其信否焉。”武臣曰：“诺。”子

鲋曰：“乃者赵、韩共并知氏，赵襄子之行赏，先加具臣而后有功。韩非书云夫

子善之引以张本然后难之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

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郑，遇陈恒而还，是时

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后甚远，

而韩非公称之，曾无怍意。是则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于小

道，塞耳于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测渊，矇大道而不悟，信诬

说以疑圣，殆非所望也。”

（节选自《孔丛子·答问》）

【注】①襄子：赵襄子。春秋末年，知、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政，

称“晋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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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之战，知氏（荀瑶）联合韩、魏攻赵，反被赵襄子联合韩、魏灭杀。

②子鲋：即孔鲋，孔子八世孙。

（2023 年·新课标全国Ⅰ卷·14）子鲋用以批驳韩非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答案】

赵襄子奖赏群臣时，孔子已经去世许多年，不可能对此表达意见。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根据材料二中的“韩非书云……岂有不似哉？然实诈也”可知，子鲋批驳韩非书云

“夫子善之”是欺诈之言，由“何以明其然？”引出子鲋批驳韩非“实诈”的事实依据。

根据“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与韩、赵﹑魏伐

郑，遇陈恒而还，是时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晋四卿皆在也。后悼公十四年，知

氏乃亡”这一时间上的梳理，以及“此先后甚远”的总结可知，赵襄子奖赏群臣时，

孔子已经去世许多年，不可能对此表达意见，子鲋便是用这一事实依据来批驳韩

非的。

（2024·湖北襄阳·三模）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

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

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

材料二：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

简公两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



25 / 33

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又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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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

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魏相田繻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独不

见夫服牛骖骥①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

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

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

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

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何忧乎相害？何

患乎不尽其用也？”

材料三：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

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

灭，亦能相生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以上材料均节选自《正反经·是非》）

【注】①服牛骖骥：指牛和马共同拉一辆车，其中牛居中驾辕，马在车辕

两旁拉车。

摎留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的？请简要概括。

【答案】

①首先，运用举例论证，列举了齐简公和魏王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最终失败的史

实，论证国君不能任用两个大臣；

②然后，运用假设论证，假设国君同时任用两人会使国家危险，说明同时任用

两个大臣的危害；③最后，运用比喻论证，把同时任用公孙衍和田繻比作同时

用牛驾辕用马拉车，论证同时任用两个大臣会使国家遭到损失。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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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运用举例论证。原文“简公两用田成、阙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

而西河之外亡”，据此看出掺留先举例子，说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和阙止，结果

自己被杀；魏王同时重用犀首和张仪，西河外的领土全都丧失，来回答国君不能

任用两个大臣。

②然后，运用假设论证。原文“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

又藉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

矣”，是假设任用两人，那么势力大的必然会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定要借助于

外权。群臣当中，有的会在国内树立党羽，以便独揽君主的号令；有的则会与别

的国家私下结交，以便分裂国土，这样国家就危险了。

③最后，运用比喻论证。原文“今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

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意思是把同时任用公孙

衍和田繻比作同时用牛驾辕用马拉车，认为是一个道理。会累死牛和马，事情也

办不成，还会使国家遭到损失。

参考译文：

材料一：

（正方）管子说：“如果对现实生活感到疑惑，就应该看看古人；如果想

预知未来，就应该看看以往。”古话讲：“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病的人，不可能活

命；与灭亡的国家走同样的路的国家，不可能长存。”

（反方）《吕氏春秋》中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想禁止全天下的

人吃东西，荒谬啊；见有人因乘船淹死了，就想禁止全天下的人乘船，荒谬啊有

因使用武力而使国家灭亡的人，就想取消全天下的军队，荒谬啊。”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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