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文言文的学习方法： 

        1、重视朗读； 

        2、有自己的笔记系统。 



一、语言顺序意识  

        一般来说，在现代汉语中，句子内部各成分间的正

常顺序应是“定语+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

语”，熟知并运用好这一规律可助我们巧妙地解决文言

文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譬如，可辨识特殊文言句式，可

察觉名词活用作状语，还可巧妙地把握虚词用法等。 



例如： 

       1、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赤壁赋》)  

       2、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鸿门宴》)  

       3、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  



        对于例1而言，只要我们能划分好句子结构，就不难发

现其乃一介词结构后置句，实应为“况吾与子于江渚之上

渔樵”。例2中的“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很明显，动词

为“驰”，而其主语为“项伯”，“夜”作为时间名词处

在动词“驰”之前，根据“主语+状语+谓语”的语序常识

来看，其应是状语，即“夜”为名词活用作状语。例3中，

虚词“而”处于“吾尝终日而思”之中，显然，就这一部

分而言，“吾”应是主语，“思”应是谓语，根据“主语

+状语+谓语”的语序常识来看，“而”的运用，其目的就

在于连接状语“尝终日”与状语中心词“思”，换言之，

“而”于此表修饰关系。 



二、动词意识  

        众所周知，对一个句子而言，谓语至为重要，一般由

动词充当，因此，在学习文言文时，若具备了先捕捉动词

再顺藤摸瓜的意识，那么，无论是实虚词的把握，还是句

意的理解，皆可化难为易，一一破解。 

        例如： 

         1、乃赏成，献诸抚军。(《促织》)  

         2、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虎丘记》)  



        例1中，“诸”的理解事关全句，其存在于“献诸抚军”

一句中。显然，“献”乃一动词（而且是及物动词），按照搭

配习惯，其通常表述为“献+宾语+介词+对方”，可现在句中

只有“献”和“对方（即抚军）”，而无“宾语”和“介词”，

此时只要细心思考则不难推知，“诸”即相当于“宾语+介

词”，换言之，“诸”就相当于“之于”，乃一兼词。例2的

选句相对比较陌生，乍一看，给人毫无头绪之感，但如果我们

能有针对性地先去抓动词的话，那么，思路立刻就会变得明晰

起来。显然，于此句中，“祠”之前有助动词“欲”，之后有

名词“韦苏州、白乐天”，毋庸置疑，其必为名词活用作动词，

而结合语境，其“供奉”之意自也不难推出，若沿此顺藤摸瓜，

则其“想在里面供奉韦苏州、白乐天等人”之句意自也可顺势

推出。 



三、单音节意识  

        在古汉语中，实词以单音节为主，即一个字往往就

是一个词；可现代汉语恰与之相反，其以双音节词为主。

一般来说，文言文中的一个双音节实词，就相当于现代

汉语中的两个双音节实词。因此，在学习文言文时，务

必有一种单音节意识，切不可恣意揣度以今释古。 



例如： 

        1、璧有瑕，请指示王。（《廉颇蔺相如列传》）   

         2、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使楚》）  

        对于例1中的“指示”、例2中的“其实”，若以现

代汉语的眼光来看，二者均系双音节实词，可事实上，

于此若以今之双音节词意来理解，则无法解释通，所以

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才好。 



四、疑问句、否定句意识  

        宾语前置句是困扰高中生学习文言文的一大难点。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有两种类型都与疑

问句或否定句有着密切的关系，即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

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或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往往将疑

问代词或代词前置到动词或介词的前面。因此，在阅读

文言文时，只要对这两种句式下意识地去仔细查看一番，

往往就可快速准确地识别出宾语前置句。 



例如： 

        1、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2、项王曰：“沛公安在？”（《鸿门宴》）  

        3、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寡人之于国也》）  

        显然，例1、例2乃疑问句，例3乃否定句，那么，根

据古汉语的表达习惯，只要此二种句式中存在代词（含

疑问代词）作动词或介词宾语的情况，那么，代词（含

疑问代词）则必被前置，据此即可迅速判断，例1中的

“吾谁与归”应为“吾与谁归”，例2中的“沛公安在”

应为“沛公在安”，例3中的“未之有”应为“未有

之”。 



五、句法常识意识  

        汉语中词类虽多，但各词类所处位置都是有着一定

规则的。一般而言，在主语、宾语位置上的多为名词或

代词，在谓语位置上的多为动词；受副词、数词修饰的

多是动词，受形容词修饰的多是名词。明白这一句法常

识，我们就可根据位置来确定词性，进而理解语句。 



例如： 

        1、寡人欲相甘茂，可乎?(《战国策》)  

        2、是故明主贵五谷而贱金玉。(《汉书•食货志》)  

        3、吾射不亦精乎？(《卖油翁》)  

         例1中，因名词“相（即丞相）”受副词“欲”修

饰，故可断定“相”于此乃名词活用作动词。例2中，因

“贵”“贱”处在谓语的位置上，故可断定其于此乃做

动词。例3中，“射”本乃一动词，可因其于此作主语，

故可断定其必为名词。 



六、结构意识  

        在古汉语中，有这样一种行文规则，即结构相似的

上下两句，一般而言，相同位置上的词语其意义（或用

法）要么相同要么相反。利用好这一知识，可助我们有

效地解读文言实虚词。  



例如： 

         1、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

辞》）  

         2、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3、劳苦倦极，未曾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

呼父母也。（《屈原列传》）   



         例1中，论“以”的用法，乍一读，似难确定，可若比

照后一句，就可发现此二句结构相似，那么根据上述之规则

则不难发现，“以”与“而”用法相同，皆表修饰关系。例

2中，此二句结构也极为相似，名词“阡陌”与“鸡犬”相

对，动词“通”与“闻”相对，那么，据上述之规则可断定，

“交”与“相”也必有此种关联，即二者词性、意思相同，

皆为副词且皆作“交相、互相”解。例3中，“极”的理解

是个难点，但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此句中

的两个分句结构相似，那么据上述之规则，“倦极”则与

“惨怛”相对，而“惨怛”乃形容词构成的并列结构，于是

就可推知“倦极”亦乃此种结构，“极”义同“倦”，即

“疲困、疲倦”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