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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讲 读懂文言文-词类活用与“不译”情况 

*一、文言实词与文言虚词 

 1. 观察下列两组词语，体会一下其中的区别。 

 第一组：爱  兵  辞  名  美  书  伐  奇 

 第二组：爱  喜爱 热爱 言辞 士兵 美好 书写 奇特 

 

 文言文中的词语有很多是_______个字组成的，换句话说，在文言文中，单字词要比现

代汉语更常见和普遍。这意味着，分析文言语句时，要时常注意拆解到________________。 

 文言文中也有很多______________的词语，但一般属于________和________的情况。 

 例如： 

 诸葛诞以寿春叛，魏帝出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 

 

 2. 观察下列两组文言词语，说说他们在整体上的区别。 

 第一组：爱  兵  辞  名  美  书  伐  奇 

 第二组：而  之  乎  也  夫  以  矣  者 

 

 文言词语包括______________与______________。 

 （1）实词泛指含有实际意义的词，实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既有_________意义，也

有_________意义的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等。 

 （2）虚词泛指没有完整意义的词汇，但有___________________的词。一般情况下，虚

词必须依附于实词或语句，表示语法意义。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 

 有的学术观点认为，副词也可归入文言实词之中，但这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与备考。虚

词虽少，但意义重大，丝毫不亚于实词。 

 

 3. 高考常见的 120 个实词，18 个虚词 

 想一想下列词语，你所了解的意义或用法。 

 之   故   夫   以   为 

 

 要注意，实词、虚词都是词类/词性上的划分，对于一个具体的文言词语，可能会同时具

备_________的义项和__________的义项。高考要求的 18 个文言虚词也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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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种基本情况和两种特殊情况 

 1. 基本情况：一词多义 

 （1）同一个词语，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其意义可能是不同的。这在文言文中是十分常

见的现象。根据__________以及__________，可帮助我们准确把握其意义。例如： 

 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 

 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北宋]苏洵《六国

论》） 

 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 

 诸葛诞以寿春叛，魏帝出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晋书·鲁芝传》） 

 （2）在实际做题过程中，大多数文言文翻译类问题，都可转化为“有关一词多义的选择

题”。这一点，我们在文言文翻译题的课程中会具体探讨。 

 

 2. 特殊情况：古今异义 

 文言文中的很多词语，其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有一些词语，古今词义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这类词语较容易识别，大家能接触到的数量比较有限，因此相对不算困难。例如：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国]诸葛亮《出师表》） 

 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晋书·鲁芝传》） 

 

 *3. 特殊情况：通假字 

 通假字，指的是借用一个字来代替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例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唐]李白《行路难》） 

 这种现象的产生，源自语言学的基本规律和历史发展过程。 

 

 通假字在文言文的学习中十分重要，但高考中一般不会以此作为考点为难大家。即使偶

有涉及，如 2016年全国卷，也可通过本模块后面的理性思维予以解决。 

 
二、词类活用的核心用法 

 1. “名作动”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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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名词活用作动词。例如： 

 晋军．函陵，秦军．氾南。（《烛之武退秦师》） 

 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元明]刘基《卖柑者言》）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曹刿论战》） 

 我们会发现，在该用法中，动词和名词的核心意思是基本________的，甚至有些名词在

作动词使用后，已接近于惯例或义项。 

 

 2. “使动”用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作“使动”，表示“使……怎么样”的意思。例如： 

 惊．天地，泣．鬼神。 

 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我们会发现，有的使动用法，在用现代汉语翻译时，可替换为现代汉语中的某些词语，

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认识这种活用方式，并且须记住如下两个原则： 

 a. 能加入“使”字，构成使动用法结构的，即可视为使动用法； 

 b. 能通顺、准确地翻译为“使动用法”形式的，就不要轻易用其他词语代替。 

 

 3. “意动”用法 

 _________、_________可有“意动”用法，表示“以……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一般

可翻译为“认为……怎么样”，名词的意动用法一般可翻译为“把……当做什么”。例如： 

 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北宋]王安石《伤仲永》）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北宋]苏轼《前赤壁赋》）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下》）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唐]韩愈《师说》）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邹忌讽齐王纳谏》） 

 我们会发现，意动用法一定出现在_________结构之中。意动用法的翻译，很难直接用

现代汉语中的词语直接替代，一般都要遵从“以……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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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动”用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作“为动”，表示“为了……怎么样”的意思。例如： 

 等死，死．国可乎？ （[汉]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已⾏，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后⼈哀．之⽽不鉴之，亦使后⼈复哀．后⼈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四、文言文中的“不译”与“达意” 

 1. 文言文中的有些内容，一般都不必翻译，也不必强行转述为现代汉语理解。在实战中

阅读和理解文言文时，遇到这些内容应当“如履平地”。具体如下： 

 （1）人名。包括字、号等各种人名类的称呼。 

 （2）地名。包括地点名称、相关方位等。 

 （3）官职名。 

 （4）帝号、年号、庙号等“皇家专属”信息。 

 （5）普通数字。 

 （6）其他特殊的专有名词、专有概念。 

 例如： 

 鲁芝字世英，扶风郿人也。世有名德，为西州豪族。 

 父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离，年十七，乃移居雍。 

 举孝廉，除郎中。后拜骑都尉、参军事、行安南太守，迁尚书郎。曹真出督关右，又参

大司马军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参骠骑军事，转天水太守。 

 羊祜为车骑将军，乃以位让芝，曰：“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 

 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为举哀，谥曰贞，赐茔田百亩。 

  

 2. 文言文中的有些内容，用现代汉语翻译时，未必有唯一准确的词语去对应，因此，只

需要做到“达意”即可。 “达意”须遵循的原则如下： 

 （1）该词语本身难以找到最准确、最直接的翻译方式，或存在多个近似的说法； 

 （2）运用“达意”翻译出的内容，符合原文的意思，符合语法方面的要求。 

 例如： 

 诸葛诞以寿春叛．，魏帝出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2018年全国卷 I真题） 

 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2018年全国卷 I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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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讲 读懂文言文-省略与倒装句式 

一、文言省略 

 文言文中常常省略句子的某些成分。我们须掌握如下文言文省略原则： 

 1. 四种基本省略 

 （1） 承前省略 

 如果前文出现过了相关内容，后文有可能对其予以省略。 

 尝试分析下列语句省略了什么内容。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唐]柳宗元《捕蛇

者说》）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邹忌讽

齐王纳谏》）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 

 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2）蒙后省略 

 如果紧跟着的后文出现了相关内容，前文有可能对其予以省略。 

 尝试分析下列语句省略了什么内容。 

 沛公谓张良曰：“……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史记·项羽本纪》） 

 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王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史记•项羽本记》） 

 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自述省略 

 当作者自己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或叙述相关事情时，可能会把“我”这个主语省掉。 

 例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唐]柳宗元《小石潭记》）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宋]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4）泛指省略和情境省略 

 当主语内容为泛指对象时，可能会将其省略。多用于号召、命令、劝阻等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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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词语成分在情境明确、毫无疑义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省略的。 

 例如：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一作《六幺》）（[唐]白居易《琵琶行》） 

 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2. 介词“于”的省略 

 在语意清晰的情况下，介词“于”（表示_____的意思）也是可以省略的。 

 例如：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南，臣战河北。（《鸿门宴》）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二、文言文中的四种倒装句式 

 1. 主谓倒装 

 将谓语置放于主语的前面。文言文中的主谓倒装，主要是为了表达________，所以大都

出现在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中。 

 这也是非常容易辨别和理解的倒装句式， 

 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北宋]苏轼《前赤壁赋》）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2. 宾语前置 

 将宾语放于述语（一般为________或________）之前，这是古代汉语中最重要的倒装。 

 （1）文言文中的宾语前置，只会出现在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中。而前置的宾语

必须是_________（常见的：____、____、____、____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句子不是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一定不存在宾语

前置；如果宾语不是_________，一定不存在宾语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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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微斯人，吾谁与归？（[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卿欲何言？（[宋]司马光《赤壁之战》） 

 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扁鹊见蔡桓公》） 

 客何为者？（[汉]司马迁《史记·鸿门宴》） 

 古之人不余欺也！ （[北宋]苏轼《石钟山记》） 

 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 

 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南朝宋]范晔《张衡传》） 

 

 （2）“_____”字可作助词，成为宾语前置的标志。但要注意，“之”字本身也可以作为代

词，成为前置的宾语，要做好区分。 

 例如： 

 孔子云：“何陋之有？”（[唐]刘禹锡《陋室铭》） 

 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庄子·天地》） 

 

 （3）个别特殊情况： 

 a.  “惟/唯……是……”的固定结构。 

 例如： 

 唯命是从  （惟余）马首是瞻 

 b. 极个别方位词/时间词。 

 例如：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南向坐……（《史记·项⽻本纪》） 

  

 3. 定语后置 

 将定语放于中心语之后，即为定语后置。 

 文言文中的定语后置不难识别，大家需掌握的基本只有“中心语+_____+后置定语

+_____”结构（其中，_____或_____至少任有其一）或者“中心语+__________”两种情况。 

 例如：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唐]韩愈《马说》）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北宋]苏轼《石钟山记》） 

 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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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荀子·劝学》）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明]张岱《湖

心亭看雪》） 

 帝以芝清忠履正，素无居宅，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2018年全国卷 I真题） 

  

 4. 状语后置 

 将状语放于中心语之后，即视为状语后置。 

 文言文中的状语后置，基本只有“________短语后置”这一种情况。而其中，后置状语最

常见的是_____字、_____字所组成的介宾短语。 

 例如： 

 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屠惧，投以骨。（[清]蒲松龄《狼》）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诸葛亮《出师表》） 

 默而知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唐]韩愈《师说》） 

  

 可以发现，文言文的倒装句中，有不少句子本来就会被我们“无意”地归为正序。而只要

我们将上述简单的原理进行“有意”地掌握，就会发现，文言文倒装句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