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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1、下列各组字中，全属于形符或声符在一角结构的一组是

A： 勝 雷 慙 B： 弑 者 徙 C： 徒 疆 穎 D： 幕 闢 辮

2、“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解釋的漢字結構類型是

下列各组字中，属于分化字关系的一组是

A： 信-伸 B： 内-納 C： 矜-鳏 D： 罸-罰

3、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字与括号中的字是异体字关系的一句是

A：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 （窺）。 B：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 （詭）矣。

C： 名立而功成，美【章．】 （彰）而惡不生。 D： 黄帝伐涿鹿而【禽．】 （擒）蚩尤。

4、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字与括号中的字是通假字关系的一句是

A： 昔也往【責．】 （債）於東邑，人可問也。 B： 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 （啖）君

C： 文士並【餝．】 （飾），諸侯亂惑 D：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 （須）之。

5、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使用本字本义的一句是

A： 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 B：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

C： 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視而笑。 D： 宋人背北杏之【會．】。

6、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部分是复合词的一句是

A： 善哉！【雖然．．】 ，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B： 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C： 計【猶豫．．】，未有所決。 D： 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

7、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城 ”与“金城湯池 ”中的“城 ”意思相同的一句是

A：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B： 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

C：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 D： 所過【城．】 邑皆畔燕而歸。

8、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古今意义变化属于“色彩褒貶差異 ”的一句是

A：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 B： 亡人無【黨．】，有必有讎

C： 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D：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9、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用引申义的一句是

A：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B：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C：王何不【發．】將而擊之。

D：莊公【寤．】生，驚姜氏。

10、“唯 ”和“諾 ”两词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A： 情感色彩不同 ：“唯 ”比“諾 ”更带有恭敬的色彩。

B： 程度深浅不同 ：“唯 ”程度深，“諾 ”程度浅



C： 语法功能不同 ：“唯 ”可以带宾语，“諾 ”不可以带宾语。

D： 范围广狭不同 ：“唯 ”使用范围宽，“諾 ”使用范围窄。

11、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意义解释正确的一句是

A： 過雍門，鬻歌【假．】食。 （不好的） B： 誅其君而【弔．】其民。 （抚恤，慰问）

C： 【悖．】亂不可以持國。 （昏庸） D：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卷册）

12、下列句子，有形容词使动用法的一句是

A：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

B： 下義其罪，上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C： 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秩之。

D： 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13、下列句子，有双宾语的一句是

A： 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 B： 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C：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 D： 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

14、下列句中，用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一句是

A：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B： 有是哉，子之迂也！

C： 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D： 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

15、下列句中，省略动词宾语的一句是

A：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B： 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C：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D：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16、下列句中，用判断句形式表示比喻关系的一句是

A： 良庖歲更刀，割也。 B： 今之王，古之帝也。

C：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D： 夫戰，勇氣也。

17、下列句中，“然 ”用作连词表转折的一句是

A：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B：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C：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

D： 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 自以爲足。

18、下列句中，“爲 ”是介词的一句是

A： 夫執舆者爲誰？ B： 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C：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D：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

19、下列注释术语中，表示“按照常见的读音来读某字，并按照常见的意思来理解该字 ”的是

A： 讀若 B： 讀與某同 C： 如字 D： 讀如

20、在古书旧注的类别里，宋代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属于

A： 義疏類 B： 補注類 C： 音義類 D： 集解類



二、古文背诵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6 分。

21、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

22、五十而知天命，（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23、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

24、穀與魚鱉不可勝食，（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25、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 ），亦哀之矣。

26、知不足，（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三、释词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一）解释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5分）

27、藕貨．曰盗，匿行詐，易言曰誕。 貨：

28、靡不有初，鲜．克有終。 鲜：

29、至殺不辜．人也，祂其衣裘，取戈劍者… 辜：

30、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 釋：

31、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 恨：

（二）说明下列句中加着重号词的词性和作用。（5分）

32、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焉：

33、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莫：

34、《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之：

35、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 竊：

36、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邪：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0 分。

37、指出下列句中加着重号的词哪些用的是本字，哪些用的是通假字，并说明如何区分本字和通假字。（6

分）

（1）爲叢爵．者，鸇也。

（2）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

（3）選賢舆．能，講信脩睦。

（4）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

38、解释下列句子中“引”字的意义，并归纳“引”的词义引申的脉络。（6分）

（1）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

（2）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3）項羽乃悉引兵渡河。

（4）故知持權引謗，招幸者非己。

39、解释下列句中加着重号名词在句中的意义，并说明其语法特点。（8分）

（1）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2）今欲並天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3）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4）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五、古文翻译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分。

把下段文章中畫線的句子譯成現代漢語。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

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

子懐錢挈壺罋而往酤，而狗迓而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

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

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则比周而蔽惡於君，内間主之情以告外，

外内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披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猛狗而有道之士矣，

左右又爲社鼠而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40、升概甚平，遇客甚謹。

41、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42、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

43、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

44、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

45、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六、古文标点题：本题 12 分。

46、用现代标点符号标点下面的文言短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

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

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七、古文阅读题：本大题共 11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一段古文，解答文后提出的问题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間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

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

“明、叔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问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

忘憂。吾子一食之開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

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

心，屬（屬：恰好）餍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一）解释文中加着重号词语的意义。（6分）

47、梗陽人有獄．。 獄：

48、請納賂．於魏獻子。 賂：

49、比．已食，三歎。 比：

50、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 饋：

51、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 已：

52、屬餍．而已，是以三歎。 餍：

（二）解释下列加着重号词在句中的词义、词性与用法。（4分）

53、既．飽， 獻子問焉。 既：

54、是．以三歎。 是：

（三）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55、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

56、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

（四）57、请用自己的话简要说明“一食三叹”的具体原因，并说明阎没、叔宽借此使魏献子明白了什么道

理。（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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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答案：C

2、答案：B

解析：“内”字与“枘”字在记录词项{枘}时，两者应是源本字与新造分化字的关系。“枘”字在记录词项

{枘}时，往往以双音节或者四音节的结构出现。因此，可以得出“内”与“枘”在某些情况下属于分化字关

系。

3、答案：A

解析：闚：“窺”的異體字，暗中察看。

4、答案：D

5、答案：C

6、答案：B

7、答案：A

8、答案：B

解析：色彩褒貶的差異即詞義的感情色彩發生了變化。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左傳•僖公九

年》）中的“黨”均指爲私利而結成的集團。現代漢語中的“黨”指一種組織。在“利益集團”的義項上，

古代漢語中是貶義詞，現代漢語中是中性詞。

9、答案：C

10、答案：A

解析：唯、諾二者同爲應答之聲。但“唯”常用於答應地位或輩分高的人；“諾”用於答應地位、輩分與自

己相同或更低一些的人。所以“唯”更帶有恭敬從命的感情色彩。

11、答案：B

12、答案：D

解析：全：形容詞使動用法，使……完整。這裏指使敵人整個國家降服。

13、答案：A

解析：“生之財”，“之”是間接賓語，代指文章中的“明君”，“財”爲直接賓語，整個短語的意思是

“爲明君生長財物”。

14、答案：C

解析：“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中的“此若言之謂也”是用代词“此”复指前置宾语“若言”

的句子。在这个句子中，“若言”是前置宾语，而“此”是用来复指“若言”的代词。这种结构在古汉语中

比较常见，用于强调前置宾语的内容。同时，代词“此”还可以起到连接前后文的作用，使句子更加流畅自

然。

15、答案：A



解析：動詞賓語的省略一般都是賓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在上文已經出現過，因此承上省略。

16、答案：C

解析：表示比喻關係，即用謂語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比喻主語。可譯爲“好比是……

17、答案：D

18、答案：D

解析：介紹動作行爲原因的爲可譯為“因爲”。

19、答案：C

解析：如字：是指按常见的读音来读某字，并按常见的意思来理解该字。（表示多音字，要按照本来的通常

的读音来读。）

20、答案：B

解析：传注类最早是指对儒家经书中的文字作的古注。章句类是指用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释古书的一种古注

类型。音义类就是指对古书中文字进行拼音释义的注释类型。义疏类是指既解释经文又给前人的注作解释的

一种古注类型。补注类是指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的一种古注类型。

21、不若人有其寶 22、六十而耳順

23、不患貧而患不安 24、材木不可勝用

25、念悲其遠也 26、然後能自反也

27、货：财物 28、鮮：少

29、辜：罪 30、釋：放弃 31、恨：后悔

32、焉：兼词，相当于“于是”。

33、莫：否定性无定代词，作主谓结构的主语。没有哪一种。

34、之：指示代词，作宾语。指美德。

35、竊：谦敬副词，作状语。私下。

36、邪：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语气。

37、说明：本题共 6分。指出本字、通假字，每处 0.5分；说明辨别本字与通假字的理由，每项 2分。

解析：（2）和（4）用的是本字；（1）和（3）用的是通假字。本字是根据词义而造的，是形义统一的。

（2）中的“贼”是“杀”义，与“戈”相关；（4）中的“道”是“规律”义，可以追溯到其本义“道路”，

与辶（辵）”相关，词义与字形统一，用的是本字。通假字是用来记录同音词的字。（1）中的“爵”是

“雀”的意思，“爵”和“雀”同音，而用一个“爵”记录；（3）中的“與”是“推举”义，“與”和

“举”同音，而用一个“與”记录。“爵”“與”用的是通假字。

38、解析：（1）引：延请 （2）引：开弓 （3）引：导引、率领 （4）引：招致 引申脉络：

开弓→导引（率领）→延请→招致

39、解析：（1）膏，滋养。名词活用作动词。（2）臣，使…成为臣下。名词使动用法。

（3）刑，把…当作法则。名词意动用法。（4）水，在水面上。名词作状语。

40、(打出的酒)分量很足，接待顾客非常恭谨。



41、这就是君主被蒙蔽胁迫，有知识学问的人士不被重用的原因。

42、竖立木头涂抹上泥土(成为神主)，老鼠在泥木间穿行，挖掘洞穴寄居在洞中。

43、在朝廷内互相勾结对君主掩盖自己的恶行。

44、主管官吏不诛罚他们法制就被扰乱，诛罚他们君主就不安适。

45、像这样的话，君主怎么能不受蒙蔽?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

46、

47、獄：诉讼，打官司

48、賂：财物

49、比：及，到

50、饋：给予的食物

51、已：停止

52、餍：饱足

53、既：已经，副词。

54、是：此，代词。

55、咱们的主人因不接受贿赂而闻名于诸侯。

56、(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小人，贪心。”

57、阎没、叔宽最初因担心食物不够吃而叹息继而自我责备：主人赏赐的食物怎么会不足?因此再次叹息;魏

献子停止进食后，他们想到自己应该同主人一样，适可而止，因此第三次叹息。阎没、叔宽借此使魏献子明

白，人不要贪心，适可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