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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实质就是依据上下文（ 语境）来

判定常见虚词的用法，能力层级为 !，也是历年高考文言文阅读的重点

考查内容。

文言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代词以及兼词等，文言虚词的数量虽

然远不及实词多，但它们大多“身兼数职”，一词多义、多性，表多种关系、多种语气，其

使用频率之高，用法之灵活，语法功能之强，在汉语发展中变化之大，都远胜过实词，

因此理解虚词的意义及用法对于我们理解文意具有重要的作用。

高考中对常见文言虚词用法的考查，是指能在阅读材料中根据上下文语境懂得

并加以解释的能力，而不是要求考生死记硬背哪个虚词具有哪些用法。其中列入《 考

试大纲》的 "# 个常见文言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夫、与、

则、者、之”是我们备考的重点。

高考文言文阅读对常见文言虚词的考查也比较灵活，一般采用选择题的形式在

第!卷中进行考查。近几年来一直采用比较的方式，即挑出字形相同的虚词，比较它

们的意义与用法，其特点是将 # 个句子分为四组，要求考生比较、判断每组两句中虚

词用法的异同，其中每组的第二个语句一般出自教材相关的篇目。这一命题形式，不

仅可以扩大考查的范围和信息量，而且能将课内与课外知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出

高考文言文注重迁移、突出运用这一“能力立意”的考查趋势。

从考核要求与命题特点来看，解答此类试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弄清虚实。由于虚词常常分属于几类词性，时虚时实，故首先要注意分清其词

性，弄清虚实；然后辨别虚词与句中其他成分所构成的语句结构，进而弄清它在句中

的意义和语法作用。

进行对比。将各个选项中的两个虚词分别就其在句中所处位置、所起的作用等

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辨别异同。

代入检验。将分析所得的结果，代入原文之中进行验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所得

结果的正误。

【典例 "】$ 阅读下列文言文，回答文后各题。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
!

言多而不辨，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于
!

晋公子，令晋为
!

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

至晋，晋人爱其妾而
!

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
!

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

者，为木兰之柜，薰以
!

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

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辨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

!



! ! !一人极好静，而所居介于铜、铁匠之间，朝夕聒耳，苦之，常曰：“此两家若有

迁居之日，我愿做东款谢。”一日，二匠忽并至曰：“我等且迁矣，足下素许做东，特

来叩领。”

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辞，到恐人怀其文，忘

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辨。”

（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一》）

"#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其
!

言多而不辨! ! ! ! ! ! ! ! ! 臣从其
!

计，大王亦幸赦臣

%# 昔秦伯嫁其女于
!

晋公子 箕畚运于
!

渤海之尾

&# 晋人爱其妾而
!

贱公女 而
!

未可谓善嫁女也

’# 为木兰之柜，薰以
!

桂椒 以
!

故法为其国与此同

【分析】! $ 项中的两个“ 其”都是第三人称代词，可译为“ 他的”。% 项中两个

“于”都作介词，但意义不同：前者引出动作涉及到的对象，可译为“ 给”；后者引进处

所，应译为“到”。& 项中的两个“而”都作连词，表转折关系，译为“ 却”。’ 项中的两

个“以”都是介词，表动作行为所用或所凭借的工具、方法，可译为“拿”“用”。

【答案】! %
! ! 【方法探究】! 对比辨别法：（"）语意关系对比。这是一种最直观的方式，虚词在

句子中的位置常常能说明它的词性、在句子中的意义等。虚词所处的位置不同，表示

了它不同的语法功能。如虚词“其”在句首一般是语气副词，在句中动词后一般是代

词，在名词或代词后一般是语气副词。（(）词性对比。同一个虚词，在不同的句子中

因所起的作用不同，其词性也会不同，意义和用法当然也会有所区别。（)）在语句中

的作用对比。在不同的语句中，即使同一词性的虚词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依据虚词

在句中的作用，判别虚词用法，注意找出起取独、提宾、提顿、后置等作用的虚词，进而

明确句意。

(# 下列例句中的“为”字的用法与文中“令晋为之饰装”中的“ 为”意义和用法相同的

一项是（ ! ! ）

$# 天下熙熙，皆为
!

利来

%# 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
!

汤武笑矣

&# 当横行天下，为
!

汉家除残去秽

’# 为
!

肥甘不足于口与

【分析】! & 句中的“为”同例句中的“为”都是介词，表动作、行为的替代，可译为

“替”、“给”。$ 项中的“为”是介词，表动作、行为的目的；% 项中的“ 为”是介词，表被

动；’ 项中的“为”是连词，引出表原因的分句，可译为“因为”。

【答案】! &
! ! 【技巧点拨】! 正确地判断某个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首先要根据句子的结

构及其所在句子的位置来确定它的类别，然后按照上下文提供的逻辑关系和前后文

的内容来确定它在句子中的含义和用法。本题例句中的“ 为”和后面的“ 之”构成一

个介宾短语，修饰限制动词“ 饰”，我们可以确定此“ 为”为介词，进而根据前后文内

容，推断出它应该表示动作、行为的替代，译为“替”。

!



! ! 酸甜苦辣都当营养，风霜雨雪皆是滋养平凡人的良药。

———福建省福鼎市茂华学校高二 "（文）! #$$%&&! 吴克健

【典例 %】! 阅读下列文言文，回答文后各题。

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
!

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

人，读书辄成诵。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

三，志气自若
!

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
!

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

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运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凡历数

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
!

事不弛废，

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
!

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

简者，不为繁碎耳。”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

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本不为
!

人知，修即游

其声誉，谓必显于
!

世。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

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分别比较下列两组句子中加点字的意思，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 ）

!为政宽简，而
!

事不弛废，何也？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
!

政事弛废

#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
!

也 $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

()“而”和“则”相同，“若”和“如”也相同。

*)“而”和“则”相同，“若”和“如”不同。

+)“而”和“则”不同，“若”和“如”相同。

,)“而”和“则”不同，“若”和“如”也不同。

【分析】! !句中的“而”为连词，表示转折关系；"句中的“则”为连词，表示假设

关系，引出假设情况下的结果；#句中的“若”为动词，“跟⋯⋯一样”，“ 如同⋯⋯”；$
句中“如”为动词，“及”“比得上”。加点的四个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各不相同。

【答案】! ,
! ! 【温馨提示】! 比较虚词用法含义异同的题，有时要注意其区别的大与小的问

题，词性不同是“不同”，词性相同而具体用法不同，算不算“不同”呢？用法相同而翻

译有别，算不算“不同”呢？有时其“ 异同”的标准较模糊，这时就要比较一下四个选

项，从其区别的大与小上比较，选出符合要求的一项。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至以
!

荻画地学书! ! ! ! 且以
!

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

*) 因
!

取旧案反复观之 因
!

拔刀斫前奏案

+) 本不为
!

人知 不者，若属皆且为
!

所虏

,) 谓必显于
!

世 得复见将军于
!

此

【分析】! ( 项中前一个“ 以”为介词，用；后一个“ 以”为介词，表原因，因为。*
项中的两个“因”均为连词，于是。+ 项中的两个“ 为”均为介词，表被动，被。, 项中

的两个“于”均为介词，引出动作的时间、处所等，在。

【答案】! (

!



! ! 我本布衣，初从文，三年不中；遂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后学医，

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 ! 【知识拓展】! 常见特殊虚词

第一类是兼词。兼词是兼有两个词的意义和作用的单音节词，它所兼的两个词

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词类。如“诸”（之于、之乎），“ 焉”（ 于之），“ 盍”“ 曷”（ 何不），

“耳”“尔”（而已）等。

第二类是复音虚词。常见的复音虚词有“ 所以”、“ 然则”、“ 是以”、“ 然后”、“ 无

乃”、“何其”等，其意义一般比较固定，但有时也有几个意义，像“ 所以”就有三种情

况，要注意区别，不可望文生义。

第三类是习惯用法。在文言文中，有不少虚词常常组合起来，形成某种固定格

式，如“不亦⋯⋯乎”、“ 何⋯⋯之有”、“ 无乃⋯⋯乎”、“ 得无⋯⋯乎”“ 孰与（ 孰若）

⋯⋯”、“唯⋯⋯是⋯⋯”、“ 为⋯⋯所⋯⋯”、“ 以⋯⋯为⋯⋯”、“ 与其⋯⋯孰若⋯⋯”

等。

"# 下列句子中的“则”意义和用法不同于其他三项的是（ ! ! ）

$#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 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

&#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 临视，则虫集冠上

(# 与“死生，昼夜事也”一句中的“也”字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

$# 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

$#!余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
!

遭 "嬴闻如姬父为人所
!

杀

%#!豫州今欲何
!

至？ "徐公何
!

能及君也？

&#!用叶者
!

取叶初长足时 "将藏之于家，使来者
!

读之，悲予志焉

’#!若
!

为佣耕，何富贵也？ "若
!

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

*# 下列各句中的“且”，与例句中的“且”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

例：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

$# 存者且
!

偷生，死者长已矣

%# 不出，火且
!

尽

&# 又有若老人咳且
!

笑于山谷中者

’# 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
!

速

+# 下列各句中的“者”，与例句中的“者”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

例：此四君者
!

，皆明智而忠信

$# 割地而朝者
!

，三十有六国

%# 而七十二烈士者
!

，又或有记载而语焉不详

&# 言之，貌若甚戚者
!

!



! ! !问其期日，曰：“只在明日。”其人大喜，遂盛款之，酒后问曰：“ 汝二家迁往

何处？”二匠曰：“我迁他处，他迁我处。”

"# 今者
!

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

$# 从下列句子中找出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中“以”字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 ! ）

%# 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

&# 余船以次俱进

’# 哙侧其盾以撞

"# 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 分别比较下列两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 ）

"冰，水为之，而寒于
!

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
!

吾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
!

有二十八骑! $徐而察之，则
!

山下皆石穴罅

%#"!不同，#$相同 &#"!不同，#$也不同

’#"!相同，#$也相同 "#"!相同，#$不同

)# 对下面两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的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木欣欣以
!

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请以
!

赵十五城为秦王寿

#当立者乃
!

公子扶苏 $而陋者乃
!

以斧斤考击而求之

%#"!不同，#$不同 &#"!相同，#$不同

’#"!相同，#$相同 "#"!不同，#$相同

*# 比较下列各句中的“于”字，对其意义和用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 ）

"臣诚恐见欺于
!

王而负赵 !今吾于
!

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逢蒙学射于
!

羿 $千秋万岁后，传于
!

王

%然而兵破于
!

陈涉，地夺于刘氏 &于
!

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

’且今时赵之于
!

秦，犹郡县也 (荆国有余于
!

地而不足于民

)于
!

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 *每自比于
!

管仲、乐毅

%#"与&相同，#与(不同 &#!与$不同，)与*相同

’#&与’相同，$与*相同 "#!与#不同，&与’不同

+,#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

于堂左洁一室，为书斋。明窗素壁，泊如也。设几二，一陈笔墨，一置香炉、茗

碗之属。竹床一，坐以
!

之；木榻一，卧以之。书架书筒各四，古今籍在焉
!

。琴、磬、

麈尾诸什物，亦杂置左右。

甫晨起，即科头拂案上尘，注水砚中，研墨及丹铅，饱饮笔以俟。随意抽书一

帙，据坐批阅之。顷至会心处，则朱墨淋漓渍纸上，字大半为之隐。有时或歌或

叹，或笑或泣，或怒骂，或问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而思，起而狂走。

家人 见者，悉骇愕，罔测所指，乃窃相议，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来，都不

省取。或误触之，倾湿书册，辄怒而责，后乃不复持至。逾时或犹未食，无敢前请

者。惟内子时映帘窥余，得间始进，曰：“ 日午矣，可以饭乎？”余应诺。内子出，复

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温以俟者数四。及就食，仍夹一册与俱，且
!

啖且阅，羹炙虽

寒，或且味变，亦不觉也。至或以双著乱点所阅书，良久始悟非笔，而内子及婢辈

!



! ! !父喜之，乃谢去。一日，父欲招万姓者饮，命子晨起治状，至午不见写成。

父往询之，子怨曰：“姓亦多矣，如何偏姓万，自早至今，才得五百画哩。”

罔不窃笑者。夜坐漏常午，顾童侍，无人在侧，俄而鼾震左右，起视之，皆烂漫睡地

上矣。

客或访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书，不遽见。客伺久，辄大怒诟，或索取原刺，

余亦不知也。盖余性既严急，家中人启事不以时，即叱出，而事之紧缓不更问，以

故仓卒不得白。而家中盐米诸琐务，皆内子主之，颇有序，余是以无所顾虑，而嗜

益僻。

他日忽自悔，谋立誓戒之，商于内子。内子笑曰：“君无效刘伶断饮法，只赚余

酒脯，补五脏劳耶？吾亦惟坐视君沉湎耳，不能赞成君谋。”余惝然久之
!

，因思余于

书，诚不异伶于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为文字饮，不犹愈于红裙耶？遂笑应之曰：

“如卿言，亦复佳，但为李白妇、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复立戒，而采其语意，以名吾

斋曰“醉书”。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和用法全都相同的一项是（ ! ! ）

"#"竹床一，坐以
!

之! ! ! ! ! ! !挟泰山以
!

超北海

$#"书架书筒各四，古今籍在焉
!

!万钟于我何加焉
!

%#"仍夹一册与俱，且
!

啖且阅 !若属皆且
!

为所虏

&#"余惝然久之
!

!顷之
!

，烟炎张天

’’#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

周美字之纯，灵州回乐人。少隶朔方军，以才武称。赵保吉陷灵州，美弃其

族，间走归京师。天子召见，隶禁军。契丹犯边，真宗幸澶州，御敌城北门，美慷慨

自陈，愿假数骑缚契丹将至阙下，帝壮之
!

，常令宿卫。天圣初，德明部落寇平凉方

渠，美以
!

军侯戍边，与州将追战，破之
!

于九井原、乌仑河，斩首甚众。累迁天武都虞

侯。元昊反，陕西用兵，经略使夏竦荐其材，擢供备库使、延州兵马都监。夏人既
!

破金明诸寨，美请于经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

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
!

。”仲淹因
!

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

金明，阵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抵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

疑兵。夏人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复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斗不解。

美率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益张旗帜，四面大噪，贼惧走。获牛羊、骆驼、铠甲

数千计，遂募兵筑万安城而
!

还。敌复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并北山而下，敌即引

却。迁文思使，徙知保定军。元昊大入，据承平寨。诸将会兵议攻讨，洛苑副使种

世衡请赍三日粮直捣敌穴。美曰：“彼知吾来，必设伏待我。不如间道掩其不意。”

世衡不听。美独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敌。世衡等果无功。自陕西用兵，诸将多

不利，美前后十余战，平族帐二百，焚二十一，招种落内附者十一族，复城堡甚多。

在军中所得禄赐，多分其戏下，有余，悉飨劳之
!

。及死，家无余资。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夏人既
!

破金明诸寨! ! ! ! ! ! 既
!

来之，则安之

$# 遂募兵筑万安城而
!

还 觉今是而
!

昨非

!



! ! !富翁子不识字，人劝以延师训之，先学“ 一”字是一画，次“ 二”字二画，次

“三”字三画。其子便欣然投笔，告父曰：“儿都晓字义，何用师为？”

"# 仲淹因
!

属美复城如故 项王即日因
!

留沛公与饮

$# 美以
!

军侯戍边 然秦以
!

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

（%）对下列各句中“之”字称代内容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 ! ）

&# 帝壮之
!

! ! ! ! ! ! ! ! ! 称代前文的“禁军”

’# 破之
!

于九井原、乌仑河 称代前文的“德明部落”

"# 今不亟完，将遂失之
!

称代前文的“金明诸寨”

$# 有余，悉飨劳之
!

称代前文的“其戏下”

(%#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

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开宝中拜参知政事。时赵普在中书，尝曰：“ 吾观

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太宗欲相

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意以属端。端为相

持重，识大体，以清简为务。虑与寇准同列，先居相位，恐准不平，乃
!

请参知政事，

与
!

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从之。时同列奏对，多有异议，惟端罕所

建明。一日，内出手扎，戒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闻奏。端益谦让不自

当。初，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
!

母，至是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副使，

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端疑谋大事，曰：“边鄙常事，端不必与
!

知。若
!

军国大计，

端备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准遂告其故。端曰：“ 何以处之？”准曰：“ 欲斩于
!

保安

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愿少缓之，端将复奏。”入曰：

“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 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

悖逆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得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

太宗曰：“然则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以
!

亲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

矣。”太宗抚髀称善，曰：“ 微卿，几误我事。”即用其
!

策。至继迁之子竟纳款请命，

端之力也。

（(）分别比较下列两组句中加点的词的意思，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 ）

!与
!

宰相分日押班知印! "端不必与
!

知! #保安军奏获其
!

母! $即用其
!

策

&# 两个“与”字相同，两个“其”字也相同

’# 两个“与”字不同，两个“其”字相同

"# 两个“与”字相同，两个“其”字不同

$# 两个“与”字不同，两个“其”字也不同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乃
!

请参知政事! ! ! ! ! ! ! ! ! ! ! ! 陈涉乃
!

自立为王

’# 若
!

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不知也 若
!

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

"# 欲斩于
!

保安军北门外 战于
!

长勺

$# 宜置于延州以
!

亲其心 皆以
!

美于徐公

()# 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文后的问题。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

!



! ! 张三集市粜米，有欲买者问其粘否。张三问曰：“ 家人几口？”答：“ 五口。”张

三忙曰：“可买可买，米粘甚，入锅舀之，非数人余方可拉勺出。”

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
!

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 有一男子披

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 ，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

褥。太官朝夕进膳。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 公闻先生

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

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

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

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 昔

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

！”帝曰：“ 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

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 朕何如昔

时？”对曰：“陛下差增（差增：稍微胖了一点）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

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 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除为谏议大夫，

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
!

。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

八十，终于
!

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

！! ! ! ! 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
!

？

%$ 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
!

。 问君何能尔
!

？心远地自偏。

&$ 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
!

。 淆有二陵焉
!

。

’$ 年八十，终于
!

家。 郑人御师必于
!

。

（(）下列各句中加点的“乃”，与“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句中的“ 乃”的意义

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

#$ 嬴乃
!

夷门抱关者也

%$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
!

入见

&$ 而陋者乃
!

以斧斤考击而求之

’$ 家祭无忘告乃
!

翁

")$ 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文后的问题。

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

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 吾

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

！”

植既
!

以才见异，而丁仪、丁訥、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

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
!

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
!

说，故遂定为嗣。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

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
!

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

也，于是
!!

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
!

围。太祖以

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
!!

悔而罢

之。

（"）下面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

!



! ! 一村翁赴城探子，至子处，众人满堂。众见友父来，皆弃座让之，翁实不知

“沙发”何物，久立不敢前。众再让之，终不知所坐。无奈良久，观其中“茶几”略

似椅状，乃坐其上。

"# 可不勉与
!

! ! ! ! ! ! ! ! ! ! ! ! ! ! ! ! 与
!

嬴而不助五国

$# 植既
!

以才见异，而丁仪、丁訥、杨修等为之羽翼! 既
!

来之，则安之

%# 曹仁为关羽所
!

围! ! ! ! 贾家庄几为巡徼所
!

陵迫死

&# 以
!

杨修颇有才策 诸侯以
!

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分别比较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字的意思，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 ）

!于是
!!

以罪诛修! "于是
!!

悔而罢之! #文帝御之
!

以术! $宫人左右，并为之
!

说

"# 两个“于是”意思相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相同

$# 两个“于是”意思不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不同

%# 两个“于是”意思不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相同

&# 两个“于是”意思相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不同

(# %（表示转折，用在后一分句，译为“ 可是”“ 却”。其他三项表示承接关系，译为

“就”“便”，或译为“原来是”“已经是”）

’# &（表示判断语气。" 表示肯定语气；$ 表示感叹语气；% 用在句中，表示停顿，以舒

缓语气）

)# %（附在别的词或短语之后，组成名词性短语）

*# &（& 项与例句中的“且”都可解作“而且”，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 项“ 暂且”，副

词；$ 项“将要”，副词；% 项“边⋯⋯边⋯⋯”，连词）

+# $（例句中的“者”附在名词性词组之后，有提顿作用。" 项中的“ 者”与前面的动词

组合成一个名词性短语，表示“⋯⋯的国家”；$ 项中的“ 者”用法与例句相同；% 项

中的“者”和前面的“若”结合，译为“像⋯⋯的样子”；& 项中的“ 者”用在表时间的

词之后，起语助作用，可不译）

,# &（" 项动词，认为；$ 项介词，按照；% 项连词，相当于“ 而”，可不译；& 项介词，拿、

用）

-# &（!"均作介词，表比较；#副词，相当于“仅仅”；$副词，相当于“原来是”）

.# "（!连词，连接状语和中心语，表修饰；"介词，用；#动词，表判断，是；$副词，竟

然）

/# %（!%被；"&’对于；#向；(在⋯⋯方面；)根据；$*引进对象）

(0# &（& 项两个“之”都是用在表示时间的词的后面，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不译。"
!介词，用；"连词，相当于“ 而”。$!代词，“ 此”；"语气词，相当于“ 呢”。%!
且⋯⋯且，一边⋯⋯一边；"将要）

((#（(）$（" 既：已经。$ 而!：表承接；而"：表并列。% 因：于是。& 以：凭着）

（’）"（应为称代“周美”）

!



! ! 张三集市粜米，有欲买者问其粘否。张三问曰：“ 家人几口？”答：“ 五口。”张

三忙曰：“可买可买，米粘甚，入锅舀之，非数人余方可拉勺出。”

"#$（"）%（与：!和，"参与，两义不同；其：他的，意义相同）

（#）&（’ 乃：于是，就；% 若：如果；( 于：在；& 以：前者为表示目的关系的连词，用

来，后者为动词，认为）

")$（"）%（’ 的“乎”是语气助词，“ 呢”；% 的前一个“ 尔”是语气助词，可不译或译为

“罢了”，后一个“尔”是代词，“这样”；( 的“焉”是语气助词，可不译；& 的“ 于”是

介词，引进行为动作的处所，“在”）

（#）%（’ 在判断句中，起确认作用；% 与例句可译为“ 于是”“ 就”；( 可译为“ 竟

然”；& 用作第二人称代词，常作定语，译为“你的”）

"*$（"）’（’ 与：前者是助词，通“欤”，相当于“吗”；后者是动词，结交、交好。% 既：都

作连词，连接词与词、分句与分句，表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或者由前一分句的事

实引出下一分句的推论，常和“ 且”、“ 则”、“ 又”等词前后呼应。( 所：都作助词，

和前面的“为”构成“为⋯⋯所⋯⋯”的固定结构，表被动。& 以：都作连词，表因

果关系，因为）

（#）&（!"“于是”意义和用法相同，都作承接关系的连词，与现代汉语“于是”相

同。#之，代词，指代曹植。$之，代词，指代曹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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