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古代文言词语的常用构造与意
义



目录
• 文言词语的起源与演变

• 文言词语的常用构造

• 文言词语的意义与用法

• 文言词语的文化内涵

• 如何学习文言词语



01

文言词语的起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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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言词语最早起源于甲骨文和金文，这些文
字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祭祀、战争和统治活动。

甲骨文、金文

随着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文言词语逐渐丰富，
出现了大量与政治、哲学、军事相关的词汇。

春秋战国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标准文字，促进了文言
词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

秦汉统一

古代文言词语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

随着佛教的传播，大量佛教词汇

融入文言词语中，丰富了其内涵。

唐宋元明清

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对文言词语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更

加丰富多样。

近现代

随着白话文的兴起，文言词语逐

渐被现代汉语所取代，但仍保留

在古典文献和学术研究中。

文言词语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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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差异

文言词语与现代汉语在词汇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之
乎者也”等常用虚词在口语中较少使用。

语法差异

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如倒装句、
省略句等现象更为常见。

表达方式差异

文言文表达方式较为简洁、含蓄，而现代汉语则更加
直白、通俗。

文言词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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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词汇的基本要素，通常表示词汇的核心意义。

在文言文中，词根通常是单音节词，如“马”、“

人”等。

附加在词根上的语素，通常不改变词根的基本意义，

而是起到语法或修辞的作用。常见的文言文词缀有

“之”、“者”等。

词根 词缀

词根与词缀



复合词与派生词

复合词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组合而成的

词，如“江山”、“人民”等。在文

言文中，复合词通常是由两个单音节

词组合而成。

派生词

通过添加词缀来改变词的意义或功能，

如“子”、“头”等。在文言文中，

派生词通常用于表达更复杂的概念或

情感。



敬语
表示尊敬对方或对方的观点、行为的词语，如“贵”、“高”等。在文言文中，使用敬语是表达尊敬

和谦虚的重要方式。

谦辞
表示自谦的词语，如“愚”、“薄”等。在文言文中，使用谦辞是表达谦虚和尊重对方的重要方式。

敬语与谦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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