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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讲 文言文断句类及理解判断类问题 

一、文言文断句类问题解法 

 文言文断句题考察的，是古代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基本识读能力，大约相当于古人所说的

“_________”。除了掌握相关古代汉语知识、理解文意、把握重要的实虚词意义、联系上下

文、注重实际语境等基本路径．．．．以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可关注如下几个要点： 

 

 1. 常见线索 

 （1）前面一般要断开的线索词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句首发语词前面一般可断开； 

 b. ____、____、____、____、____等疑问代词前面一般可断开；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关联词语前面一般可断开。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时间词前面一般可断开。 

 （2）后面一般要断开的线索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句尾语气词后面一般要断开。 

 例如： 

 若夫日出⽽林霏开，云归⽽岩⽳暝，晦明变化者，⼭间之朝暮也。野芳发⽽幽香，佳⽊

秀⽽繁阴……（[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羞，官盛则近谀。”（[唐]韩愈

《师说》） 

 孔⼦曰：“三⼈⾏，则必有我师”。是故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唐]韩愈

《师说》） 

 两⼉齐哭。俄⽽百千⼈⼤呼，百千⼉哭，百千⽝吠。……虽⼈有百⼿，⼿有百指，不能

指其⼀端；⼈有百⼝，⼝有百舌，不能名其⼀处也。于是宾客⽆不变⾊离席，奋袖出臂，两

股战战，⼏欲先⾛。（[清]林嗣环《⼝技》） 

 

 （3）前后都不能断开的两种情况 

 a. 如果“之”字表示“____”的意思（属于________结构），则前后一定不断开。 

 例如： 

 古之学者必有师……（[唐]韩愈《师说》）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厌……（[宋]苏洵《六国论》） 

 夫鲁小国/⽽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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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状语后置和连缀 

 “____”、“____”字组成的介宾短语，一般要紧跟着前面的成分，作后置的状语。所以状

语后置情况中的“____”、“____”字一般前后均不能断开。“于”字的省略情况同样适用。 

 要注意，后置的状语一般不再连其他成分，所以状语的后面一般会断开。 

 例如：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寡⼈之于国也》） 

 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史记·屈原贾⽣列传》） 

 

 （4）古今异义词的快速判断 

 当断句题中出现了涉及古今异义词的不同断法时，要注意摒弃_________的用法，而遵

从_________的用法。古今异义词的考察都不会难，但要注意运用和把握。 

 尝试判断下列语句断法的正误。 

 （     ）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     ）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     ）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2. 相似/对称结构法 

 文言文不仅注重内容，也注重形式。其中对称或相近的句式，可帮助我们快速判断准确

的断句方式。 

 需注意：相似/对称的句式线索不仅可能出现在要断句的句中，也可能出现在附近的

__________中。 

 尝试判断下列语句断法的正误。 

 （     ）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 

 （     ）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 

 （     ）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 

 （     ）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 

 （     ）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 

 （     ）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 

 

 3. 主语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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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选项给的断法进行主语的判断， 如出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情况，则

应考虑排除。 

 尝试选出正确的答案。 

 10. 下列对⽂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项是（     ）（3分） 

 A. 贾⽣名谊/洛阳⼈也/年⼗⼋/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

下/甚幸爱/ 

 B. 贾⽣名谊/洛阳⼈也/年⼗⼋/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

下甚幸爱/ 

 C. 贾⽣名谊/洛阳⼈也/年⼗⼋/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

下/甚幸爱/ 

 D. 贾⽣名谊/洛阳⼈也/年⼗⼋/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

下/甚幸爱/ 

 

 *4. “有断有不断”时的取舍 

 如果在一个短句内，遇到有断有不断的情况，要遵从的原则是： 

 （1）不能造成明显的语法错误，不能造成歧义或者对象关系的混乱； 

 （2）尽量保证语句的连贯、流畅； 

 （3）不违背其他原则。 

 
二、文言文断句类问题真题训练与精研 

 [2020年全国卷 I真题]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嘉佑二年，试

礼部，主司．．欧阳修惊喜，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

地。” 洵卒，赠光禄丞。既除丧，还朝，以判官告院，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新

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

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

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

银绯，迁中书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

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

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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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

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

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轼师父洵

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

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

鲜矣。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辅内侍每

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B.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辅内侍每

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C.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辅内侍/每

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D.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辅内侍/每

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2020年全国卷 II真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

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

“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

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时上方

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

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

“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

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

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

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

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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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

未几卒，年五十九。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

以纪其事。诗成，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 

（节选自《宋史·王安中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

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B.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

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C.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

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D. 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

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2020年全国卷 III真题]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

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

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累迁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时永嘉太守．．谢毅，

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

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复。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比

之张释之。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

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永和

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

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

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彪

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咨，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

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

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

行。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拜。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太

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为赠，谥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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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晋书·王彪之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

/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B. 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

/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C. 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

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D. 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

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2020年新高考卷 I真题]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

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出理屯田，因条上三因十四议，

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

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

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

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

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

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

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

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

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

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

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

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

家族尽破。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节选自《明史·左光斗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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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B. 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

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C. 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

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D. 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

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2020年江苏卷真题]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欧阳文忠公撰纪、表、志，宋景文公撰列传。当时以景文所

撰过文，且一书出两手，命文忠看详，改归一体。文忠曰：“人所见不同，且宋公前辈。”遂

已。故 事 修 书 唯 官 高 者 一 人书 职 名 时 景 文 守 郑 州 在 文 忠 下。文忠曰：“宋公用力

久且深，何可掩哉？”逐于所撰各书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无欲上人如此。 

（节选自杨士奇《书<新唐书>后》 

 22. 用斜线“/”给上面文言文中的画线部分断句。（限 4 处）（4 分） 

 故 事 修 书 唯 官 高 者 一 人书 职 名 时 景 文 守 郑 州 在 文 忠 下 

 

 

*三、古代文化常识类问题解法 

 古代文化常识类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常识，第二类是“硬核”知识，第三类是

能通过代入原文帮助判断的。 

 对这三类情况，在高考备考阶段，均不．必．刻意．．额外．．背诵．．清单、列表、大全之类的内容，

只需在高三一年的考试过程中，将习题中遇到过的文化常识稍加留心即可。 

 在实战中，需注意文化常识类题目的如下要点： 

  

 1. 有效地核对原文 

 将相关选项的内容代入回原文，核对在原文中的_________与_________，或观察前后文

中的_______________。如能发现矛盾或者明显的错位，则该项肯定是有问题的。 

 ……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B. 汤武即商汤与孙武的并称，他们⼆⼈均以善于用⼈用计，战功赫赫，留名于青史。 



                                                                 乐学高考 2021 届语文第一阶段课程 

                                                       第 8 页 共 19 页                         

 

 2. 本义/引申义、普遍义/具体义不需面面俱到 

 很多词语既有本义也有引申义，既有普遍的意义也有在文中具体的意义，并不需要所有

意义都完全贴合文本才算正确。只要选项表达的实际意义符合原文即可。 

 ……芝以年及悬车，告老逊位．．，章表十余上，于是征为光禄大夫，位特进，给吏卒，门

施行马。…… 

 D. 逊位，也称为让位、退位，多指君王放弃职务和地位，这里指鲁芝的谦让行为。 

 
四、文言文理解判断类选择题解法 

 1. 文言文快速定位技巧 

 文言文理解判断类问题的做题方式，与论述类文本阅读类似（但更简单）。另外，由于

文言文自身的特征及高考选文的指向，一般还具有如下特点： 

 （1）原文和选项往往都遵从严格的_________顺序； 

 （2）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__的变化往往是重要的线索； 

 （3）_________________的态度较为明确。一方面，史书对于主人公的情感态度会较为

明确，另一方面，主人公对相关事件的情感态度也比较明确。这二者都是要注意的； 

 （4）高考试题上文言文的______________很严谨，不会乱断，所以也可作为参考。 

 

 2. 明显的矛盾 

 （1）文言文的内容判断题基本只考察最明显和核心的矛盾，所以实战过程中，往往只

需核对主要的_________与_________即可，甚至不需做推断或逻辑转换，也很少涉及不同位

置文本的“跨界整合”。 

 ……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参骠骑军事，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

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迁广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

幼赴阙．．献书，乞留芝，魏明帝许焉。…… 

 B. 鲁芝倾心革新，治政卓有成效。任天水太守时，蜀地饱受侵扰，人口减少，他全力守

卫，修建城市，恢复旧境；离任时，天水各族百姓均请求让他留任。 

 

 3. 抓矛盾，看清楚，少纠结 

 从_________到_________，从_________到_________，从_________到_________。 

 
五、文言文理解判断类选择题真题训练与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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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国卷 I真题]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嘉佑二年，试

礼部，主司．．欧阳修惊喜，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

地。” 洵卒，赠光禄丞。既除丧，还朝，以判官告院，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新

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

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

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

银绯，迁中书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

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

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

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

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

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轼师父洵

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

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

鲜矣。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主司既可指主管某项事务的官员，又可特指科举的主试官，文中指后者。 

B. 殿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殿廷举行，由丞相主持。 

C. 司农是官名，又称为大司农，主要掌管农桑、仓储、租税等相关事务。 

D. 当轴，指做官处在重要的位置，当轴者则指身居显赫职位的当权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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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苏轼自幼聪颖，深受时贤赏识。母亲亲自为他授课，他往往能说出要点。欧阳修十分

看重他，曾对梅圣俞表示，应当避开此人让他出人头地。 

B. 苏轼因势利导，利用新法便民。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他上书论其不便；新政下达，

他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于百姓，百姓生活得以安宁。 

C. 苏轼直面饥疫，解救受灾百姓。他在任职杭州时遭遇旱灾病疫，减免上供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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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缓灾情；同时又集贮钱粮、建造治病场所以防备疫病。 

D. 苏轼天赋异禀，为文得心应手。他从父习文，又极具才华，作文如行云流水，行止有

度，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最终成为一代文宗。 

 

[2020年全国卷 II真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

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

“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

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时上方

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

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

“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

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

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

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

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

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

未几卒，年五十九。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

以纪其事。诗成，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 

（节选自《宋史·王安中传》）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方士，又称方术士，指中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从事巫祝术数活动的人。 

B. 保任，意思是担保或担保者，文中特指因向朝廷推荐人才而负担保责任。 

C. 禁中，又称禁内，指皇室宗族所居之处，因所居宫室严禁随便进出得名。 

D. 四六之制，即骈文，因在发展中逐渐成为相对整齐的四六句式而由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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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王安中进士出身，具有敏捷才思。他随众向朝廷表贺瑞应，徽宗称他为奇才，又出题

专门考查，随即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又擢升为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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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王安中弹劾蔡京，得到皇上采纳。蔡京投皇上所好，引荐道术之士，扰乱朝廷，他陈

奏蔡京之罪，要求惩治，蔡京恐惧，其子蔡攸也哭请皇上宽恕。 

C. 王安中外放任职，仕途屡遭坎坷。金人前来归顺，他自请燕山府任职，与辽降将郭药

师共事；靖康初，因此前的行事备受指责，仕途随之沉浮不定。 

D. 王安中诗文兼擅。受到皇上器重。他极有文采，为文厚实脱俗，曾受命赋诗百韵以纪

盛宴，徽宗高度赞扬，下令书于大殿屏风，将副本赐给侍臣。 

 

[2020年全国卷 III真题]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

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

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累迁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时永嘉太守．．谢毅，

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

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复。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比

之张释之。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

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永和

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

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

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彪

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咨，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

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

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

行。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拜。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太

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为赠，谥曰简。 

（节选自《晋书·王彪之传》）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太守是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主要掌管民政、司法、军事、科举等事务。 

B. 立嗣可指无子而以同宗之子承继，又可指确立王位继承人，文中则指后者。 

C.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曾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最终获取天下。 

D. 居摄是指古代帝王因年幼不能亲政，大臣代居其位来处理政务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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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彪之出仕之始，不愿超迁任职。他的堂伯父王导对他说，选官要任他为尚书郎，他却

认为地位高低不值得计较，越级提拔是自己不愿意的事。 

B. 彪之坚持己见，不肯接受人犯。殷浩将谢毅交付廷尉候审，他以此非廷尉职责为由，

虽有皇上命令，依然据理拒收，时人将他比作张释之。 

C. 彪之讲究实效，维护朝廷秩序。永和末年流行传染病，他见各类官员借口家中有人患

病，不愿到任办公，指出这样做的危害，朝政因此恢复。 

D. 彪之言辞机敏，反对权臣听政。简文帝去世，讨论身后事时有人提出等候大司马处置，

他抢先表示由太子代立，若先面咨大司马将被他斥责。 

 

 [2020年新高考卷 I真题]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

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出理屯田，因条上三因十四议，

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

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

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

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

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

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

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

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

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

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

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

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

家族尽破。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节选自《明史·左光斗传》）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辇下，又称为辇毂下，意思是在皇帝的车驾之下，常常用作京都的代称。 

B. 东宫是古代皇家宫殿的称呼，由于是太子所居之宫，文中用来借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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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殿下是古代对太子、诸王、丞相的敬称，礼尊意味次于敬称皇帝的陛下。 

D. 追比指旧时地方官吏严逼限期办事，逾期以杖责等表示警惩，继续追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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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左光斗为人刚直，大力整肃吏治。他的字为遗直，正与他的性格相符；他担任御史时，

捕治吏部恶吏，起获假印，揭露假官，引起极大震惊。 

B. 左光斗勤于政事，反对无理要求，他的建议得以施行，水利大兴，百姓得利，刘朝以

东宫名义索取戚畹废庄，他将信件原封返还，坚决拒绝。 

C. 左光斗揭露赃私，受到小人陷害，他与人弹劾魏忠贤，揭发崔呈秀，引起魏忠贤及其

党羽的愤恨，魏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绕过法司，害死光斗。 

D. 左光斗饱受迫害，死后得以平反。他家中受到株连，母亲、兄长以及同宗群从十余人

被迫害致死。直到魏忠贤被诛，他才受到追赠，谥为忠毅。 

 

在新高考的试题中，文言文部分出现了阅读理解简答题，你怎样看待这种“新”题型？你

能否尝试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解决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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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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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讲 文言文翻译题 

一、文言文翻译七步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核心三步为__________） 

 1. 第一步：____ 

 将句子拆分到________。 

  

 2. 第二步：____ 

 找出题目本身的已知条件，具体包括： 

 （1）句子中______________的内容； 

 （2）你本身________的内容； 

 （3）前后文相关信息也要看一看。 

 

 3. 第三步：____ 

 分离出________和________的部分； 

  

 4. 第四步：____ 

 （1）根据个人情况，排列未知部分的大致_________次序； 

 （2）优先解决_________的部分。 

  

 5. 第五步：____ 

 对未知字词，在心中或草稿纸上尽可能多地列出知道的意思，一般可用如下三种方式： 

 （1）列_______； 

 （2）尝试________； 

 （3）尝试________熟悉的语句。 

  

 6. 第六步：____ 

 结合已知条件，选出未知字词恰当的意思。 

 （1）可以从_________、_________两个主要方面来利用已知条件选择； 

 （2）如果不确定，可核对有无___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___。如果仍然无法确

定，则_______________；如果确定，则该字词转化为新的_________________； 

 （3）列-选两步需反复进行，直至解决出所有问题。句子可能会有 1 个字词非常难解，

一般都放在最后进行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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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七步：____ 

 将所有内容连缀成现代汉语语句，并进行检查。 

 （1）确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直译的直译，不能直译的可“达意”，要保证每个字词都考虑到，但________不一定

执着于翻译。 

 “达意”的界限和标准：①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两个“禁止”： 

 ①禁止加戏：在翻译过程中，禁止擅自添加________及表示________________的虚词； 

 ②禁止装瞎：在翻译过程中，禁止对句子中的字词选择性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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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文翻译题真题训练与精研 

 [2020年全国卷 I真题]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嘉佑二年，试

礼部，主司．．欧阳修惊喜，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

地。” 洵卒，赠光禄丞。既除丧，还朝，以判官告院，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新

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

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

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

银绯，迁中书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

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

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

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

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

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轼师父洵

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

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

鲜矣。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13.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5 分） 

 

 

 

 

（2）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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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卷 II真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进士及第，历秘书省著作郎。政和间，天下争言瑞应，廷

臣辄笺表贺，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他日，特出制诏三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

“可中书舍人。”未几，自秘书少监除中书舍人，擢御史中丞。开封逻卒夜迹盗盗脱去民有惊

出与卒遇缚以为盗民讼诸府不胜考掠之惨遂诬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冤状即出民抵吏罪  时上方

乡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术见，朝臣戚里寅缘关通。安中疏请自今招延山林道术

之士，当责所属保任．．；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

“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宁节，俟过此，当为卿罢京。”京伺知之，大惧，其子攸日夕侍禁中．．，

泣拜恳祈。上为迁安中翰林学士，又迁承旨。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

来归燕，谋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

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

师愈骄。靖康初，言者论其缔合王黼、童贯及不几察郭药师叛命，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嵩山崇福宫；又责授朝议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又贬单州团练副使，象州

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寻放自便。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

未几卒，年五十九。安中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

以纪其事。诗成，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赐之。其见重如此。 

（节选自《宋史·王安中传》） 

 13.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并言京欺君僣上、蠹国害民数事。上悚然纳之。（5 分） 

 

 

 

 

（2）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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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卷 III真题]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东海王文学。从伯

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

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累迁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时永嘉太守．．谢毅，

赦后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

身无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复。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比

之张释之。时当南郊，简文帝为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

愚意尝谓非宜何者黎庶不达其意将谓郊祀必赦至此时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永和

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

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

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及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处分。彪

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咨，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

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

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

行。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未拜。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太

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为赠，谥曰简。 

（节选自《晋书·王彪之传》） 

 13.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5 分） 

 

 

 

 

（2）疾笃，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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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高考卷 I真题]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

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出理屯田，因条上三因十四议，

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

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

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

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

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 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

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

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

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

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

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

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

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

家族尽破。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节选自《明史·左光斗传》） 

 13.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4 分） 

 

 

 

 

（2）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家族尽破。（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