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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古代汉语》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郑伯克段于鄢 

1.有关背景材料 

本文选自《左传》。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左传》这部书。 

《左传》又称《春秋左传》或《春秋左氏传》，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一位姓左的人为《春秋》所作的

传。因此，我们首先谈一谈《春秋》。《春秋》本是东周时期各国史书的统称，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专门

的史官记载本国发生的大小事件，他们编写的历史书都叫“春秋”。不过除了鲁国的“春秋”以外，其它各国

的“春秋”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春秋》据说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编写的“春秋”重新加以整

理修订而成的，它记载的历史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 722 年，截止到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 481 年，共

计 242 年。人们就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春秋》记载历史过于简略，而且也不完备，242 年的历史

只有 18000 多字，连这段历史的轮廓都没有很好地描画出来。于是又出现了对《春秋》作补充说明的三部

书，这就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所谓“传”，是儒家用来解释经典的文字。《春秋》是儒家一部重要的经典，因此就把《春秋》称作“春

秋经”，而用来补充说明“春秋经”的三部书则分别称作《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春秋三

传”。这三传实际上是《春秋经》的三种讲解本、传授本。“左”相传是指左丘明，“公羊”是指公羊高，“谷

梁”是指谷梁赤，这是三位解说传授《春秋经》的人。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不编在一起，古人叫做“别

本单行”。到了西晋，杜预着《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把《春秋经》和《左传》按年编插在一起，从此《左

传》与《春秋》就合在一起了。 

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是阐明《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所以历史史实的补

充就很少，作为历史著作的价值远远不如《左传》。《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全书 18 万字，远

比《春秋》的内容丰富，加上文笔简练流畅，为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因此自魏晋以来《左传》

就压倒了《公羊》和《谷梁》二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左传》是春秋晚期鲁国史官

左丘明创作的，不过最后成书大致是在战国的中期，这中间经过了他人的增补。 

关于《左传》的特点和价值，我们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明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它实际记事止于鲁悼公 14 年（公元前 453

年），比《春秋经》多了 28 年。所谓编年体史书，是以国君在位的年份为线索记载历史。因为现存《春

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记载历史就以鲁国国君在位的顺序为线索，春秋时期鲁国共有 12 位君主，即隐

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左传》广泛记叙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斗争

和变革，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是一部重要的、独立的历史著作。《春秋经》虽然也是一部编年体历史

著作，但是因为记事太简略，所以影响远远比不上《左传》。 

（2）《左传》又是一部历史散文巨著，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左传》的作者有很高的语言修养，

文笔简练，善于叙事和刻划人物；在处理复杂的历史材料方面，作者也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特别是描写战

争，作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写得井井有条。作者的许多外交辞令也写得极为出色，使我们切实地感受到古

代汉语丰富的表现力。 

总之，《左传》一书对后代的历史学、文学等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郑伯克段于鄢”原本是〈春秋经〉的一句话。隐公元年即公元前 722 年郑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事件，〈春

秋经〉的作者用一句话作了概括的记载。“郑伯”是指郑庄公，“伯”是郑国国君的爵位名，春秋时期周天子

分封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克”是战胜的意思；“段”是郑庄公的弟弟的名字；“鄢”是地名，

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内。整句话意思是“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战胜了他的弟弟段。”“克”本来是用于敌对双方

的，现在却用于骨肉兄弟之间，这就表明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这种通过特定的词汇来隐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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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意见和评价的表达方式，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而后人通过辨析经文的字句阐明其中隐含的意义，就

是儒家学派津津乐道的〈春秋经〉的微言大义。 

不过，仅仅从这样一句话，我们实在无法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左丘明就对这句话作了

详细的说明，写成了一篇长文，后来人们就把“郑伯克段于鄢”这句经文用作这篇文章的题目。从左丘明的

叙述，我们知道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原来，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偏爱小儿子公叔段，想让公叔段取代哥

哥嫡长子的位置而继承君位，由于丈夫郑武公的反对，姜氏没能达到目的。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继位，将

弟弟封在京邑。公叔段在京邑不断扩充势力，在姜氏的支持下形成对郑庄公的巨大威胁。郑庄公老谋深算，

表明上对姜氏很尊重，对公叔段采取纵容的态度，一旦时机成熟，马上派兵伐段，夺了他的封地，迫使他

流亡异国。 

这是《左传》的名篇之一。 

 

2.课文第一自然段串讲 

（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初：当初。《左传》在追述以前的事情时，习惯上都用“初”。本文讲的是隐公元年（BC722）发生的

事情，作者为了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就用“初”字把时间向前推移了 39 年，追述到郑庄公的母亲出嫁到

郑国的那一年，即 BC761 年。 

这一句中“郑武公”是谥号，下一句“庄公”也是谥号。所谓谥号，是在一国的君主或大臣去世以后，根

据他的生平事迹，他一生的所做所为所封的号，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因为“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是在

郑武公和庄公去世后整理出来的，所以叙述他们生前的活动都要用他们死后的谥号，这是古代史书叙事的

习惯。 

申：申国。申国的国姓是姜姓，而郑国的国姓与周天子相同，是姬姓，按照当时的风俗，同姓不婚，

所以郑国的国君一定要娶异姓国的女子为妻。曰武姜：娶的妻子叫武姜。“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姜”是她

娘家的姓，合在一起作她的名。 

〈译〉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叫武姜。 

（2）【生庄公及公叔段。】 

“生”的主语承上省略，应该是“姜氏生”。庄公是郑国国君，所以用谥号称述他。公叔段：“段”是名，“叔”

是弟弟的意思，“共”是段后来失败流亡的诸侯国名。及：连词，与，和。 

〈译〉姜氏生了庄公和公叔段。 

（3）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寤：本指睡醒，这里是通假字，通“牾”，倒着。“寤生”就是倒生，胎儿出生的时候脚先出来，也就是

难产。《史记•郑世家》里记载这件事情说：“生之难。”可以与此处相互印证。惊：吃惊，受惊，是个不及

物动词，这里用作使动用法，“惊姜氏”意思是使姜氏受惊。 

〈译〉庄公出生的时候难产，使姜氏受惊，所以取名叫寤生，姜氏于是不喜欢他。 

（4）【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译〉姜氏喜欢公叔段，想要立他作太子。 

（5）【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亟：音 qi4,副词，屡次。这个字读 ji2，意思是“急”。弗：否定副词，一般否定及物动词，而且及物动

词的宾语不出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弗”是“不＋之”的合音形式。许：答应，同意。 

〈译〉屡次向郑武公请求，武公不答应她。 

以上叙述“郑伯克段于鄢”的背景，着重写姜氏对两个儿子的爱恶之偏。正是母亲的偏宠偏爱，导致了

后来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悲剧。“遂恶之”的“遂”，把姜氏的任性偏执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3.课文第二自然段串讲 

（1）【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及：等到。即位：就位，指开始做国君。为（wei4）：介词，替，给。之：指代公叔段。制：地名，

在今河南省汜（si4）水县西，又名虎牢，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东虢国被郑桓公所灭，制因而成为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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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 

〈译〉等到郑庄公就位的时候，姜氏替公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 

 

（2）【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公：郑庄公。这里“公”是诸侯的一种统称，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公爵不是一回事。此处“公”字

的使用体现了母子地位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家庭内部的母子关系转变为政治上的君臣关系。 

岩：险峻，险要。邑：人群聚居的地方，大小不定。“制，岩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判断句。 

虢叔：是东虢国的国君，东虢封国始于虢仲，虢仲死后虢叔继位，《国语•郑语》：“虢叔恃势。”韦昭

注：“势，地势。”《史记》里也记载说虢叔依仗制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傲威不驯，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就

率领军队将他消灭了。死焉：死在那里。 

佗：旧读 tuo1，其它，别的。又写作“他”。“他”在上古汉语中只表示“其它的”、“别的”，作第三人称

代词是到唐朝初年的事情。“唯命”是“唯命是听”的省略，这种省略形式在《左传》里很常见，大概是当时

的习语。 

〈译〉郑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如提出别的地方我唯命是听。” 

制既然是一个十分险要的地方，姜氏要求把制封给公叔段，显然是有所企图。郑庄公的回答表面上看

很尊重姜氏，实际上暗含锋芒，非常严厉。 

（3）【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这三句话换了三个主语，并且都省略了。“请京”的主语是姜氏；“使居之”的主语是郑庄公；“谓之”一

句的逻辑主语社会上的人们。《左传》中“谓之”是一个常见的句式，指当时社会上人们普遍这样称说，这

样认为。“谓之”的主语通常不出现。唐•孔颖达注为：“以宠禄过度，时呼为大叔。”其中用“时”称说“谓之”

的主语。 

京：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下文“京城”所指相同。京是郑国最的城邑，所以姜氏请求封给公

叔段。当时郑国国都是新郑。 

使居之：使公叔段居住在京这个地方。 

大：即“太”，上古无“太”字，只有“大”字，如《周易》有“大极”，《春秋》有“大子”，《尚书》有“大

誓”等。“太”是个后起字。“大”有极、最、过分等意思，“叔”通常是指小的，排行在后的，把这两个字放在

一起称呼“大叔”，显而易见不只是一种尊称，所以孔颖达注云：“以宠禄过度，时呼为大叔。”由此我们知

道郑庄公对公叔段采取了骄宠纵容的态度。 

〈译〉姜氏又请求京邑，庄公同意了，让公叔段居住在这个地方，人们称他为京城大叔。 

（4）【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祭仲：郑国大夫。春秋时代大夫的地位在卿之下，士之上，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都：都邑，大

城邑。《谷梁传•僖 16》：“民所居曰都。”从字形上分析，“都”从邑，者声。后来引申指国都。城：城墙，

这是“城”的本义，后来引申出“城市”的意思。“都城”即大城市的城墙。雉：古代丈量城墙的单位，古代城

墙长一丈高一丈是一堵，三堵是一雉。百雉：三百平方丈。国：指诸侯的封地，与今天“国家”的概念有区

别。 

〈译〉祭仲说：“都邑的城墙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害。” 

（5）【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先王：指周代开国君主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所立下的制度被奉为标准。国：指国都，具体地说应是

国都的城墙或国都的规模。叁：同“三”，数词，这里用作动词，“三国”意思是将国都的城墙三等分，“三国

之一”是说将国都城墙三等分取其中的一份，也就是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是省略的形式，应是

“中都不过五国之一”，同样，“小九之一”即“小国不过九国之一”，“五”和“九”都是数词用作动词。 

〈译〉按照先王立下的制度，大城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

的五分之一，小城邑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 

（6）【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度：法度，标准。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合乎法度，合乎标准。“不度”是说不合乎法度。非制也：不

是先王的制度，即违反了先王制定的制度。实际上，祭仲的意思是说，公叔段不按照先王规定的标准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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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擅自扩建京邑的城墙。作者没有直接写公叔段在京邑的所作所为，而是通过祭仲指口说明公叔段在京

邑扩充实力，已经对庄公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祭仲说：“君将不堪。”您将经受不了，意思是您将经受不

住这种违法行为的冲击。 

〈译〉如今京邑的城墙不合乎法度，违反了先王制定的制度。您将经受不住这种行为的冲击。 

（7）【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郑庄公在此称自己的母亲为“姜氏”，是否是因为跟姜氏有严重的利害冲突，所以对姜氏不敬才如此称

呼呢？不是。这只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称法。欲之：姜氏想要这样做，“之”指代上述公叔段的违法乱纪行为。

焉：表反问的疑问副词，哪里，怎么。这跟“虢叔死焉”的“焉”是两个词，只是都使用了“焉”这个字形。“焉

辟害”就是怎么能避开祸害呢？ 

〈译〉郑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做，怎么能避开祸害呢？” 

（8）【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

乎？”】 

何厌之有：有何厌，有什么满足呢？即没有满足的时候。为了表示强调，把宾语“何厌”提到动词“有”

的前面来，然后用代词“之”来复指前置的宾语“何厌”。 

为之所：双宾语结构，近宾语或间接宾语“之”指代公叔段，远宾语或直接宾语“所”是名词，处所，地

方。动词“为”意思比较虚，需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加以分析和翻译，在这里“为”可以翻译作“安排”。这种

双宾语在现代汉语里不再使用了，“安排他一个地方”改成现代汉语相应的表达方式是“给他安排一个地方。”

也有的学者把这类句式叫做为动结构，为之所＝为之为所，前一个“为”是介词，替，给；后一个“为”是动

词，需要根据它所带的宾语具体理解，由于这里动词恰好也是“为”，所以容易误解，我们再看一个例句：

《左传•襄 14》：“天生民而立之君。”立之君＝为之立君，给百姓立一位君主。回到“不如早为之所”，这

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如早点给公叔段安排个地方”，即给予他必要的处置。 

无：通“毋”，是一个否定副词，不要。无使滋蔓：不要让他的势力再发展了。下面“蔓，难图也”是解

释上一句的，因为势力发展了，就难以对付了，“蔓，难图也”是一个判断句的形式，不过很明显并不表示

判断，而是表示解释。“蔓”与“难图”之间是假设关系，如果势力发展了，那么就难以对付了。 

“犹…况…”是一个表示让步关系的句式，相当于“尚且…何况…”。蔓延开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何况

是您的尊贵的弟弟呢？句中“乎”是疑问语气词，在这里表示反问，并不要求回答。 

〈译〉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不如早点给公叔段安排个地方，不要让他势力再发展了，如

果势力发展，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何况是您的尊贵的弟弟呢？” 

（9）【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不义：指不义的事情。毙：倒下去。古代汉语中“毙”不是死亡的意思。这个字本写作“ ”，姑：副词，

姑且。之：指代公叔段自毙的事情。 

〈译〉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必将自己摔跟头，您姑且等着瞧吧。” 

通过姜氏为段请制、请京，到祭仲与郑庄公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矛盾的发展，矛盾的主线显示出来

了，而且已经彻底由家庭内部的矛盾变成外部的政治上的对立，所以外部人物也开始卷入了，祭仲一再催

促郑庄公迅速采取措施，说明形势已经严重化，也明朗化了。 

 

4.课文第三自然段串讲 

（1）【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既而：不久。“既”表示时间过去，与“而”连用表示时间刚过不久，这里是指祭仲与郑庄公的谈话刚过

去不久。 

鄙：边邑，边远的地方。贰：两属，臣属于二主，与“专属”相对，凡是本属于某，后来又另属于某，

就叫做“贰”。具体到这一句，西鄙和北鄙本来都专属于郑庄公，现在公叔段命令这些地方臣属于自己，这

样一地有二主，就要同时向两方缴纳贡赋。因此所谓“贰”，总是对新臣属的一方而言。“贰于己”可以翻译

为“同时臣属于自己。” 

〈译〉不久公叔段就使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属于自己。 

（2）【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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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纲要》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语言的功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信息传递功能 

考点：人际互动功能 

考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考点：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考点：语言习得 

考点：儿童语言习得的大致过程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语言的社会功能 

1.信息传递功能 

（1）信息的传递是社会中人与人交流的基本方式。 

从古至今，人类知识的积累，社会文明的进步，首先得益于信息的传递性。 

人类社会能够建立起如此辉煌的文明，是以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为基础的。 

（2）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 

①语言比文字重要 

a.语言是第一性的 

b.语言历史更悠久（5万/6千） 

c.语言使用更便捷 

d.语言运用更广泛 

②语言比体态语重要 

a.第一性/第二性 

b.确定性/不确定性 

③语言比旗语等其他交际工具重要 

a.第一性 

b.适用性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其他手段是建立在

语言文字基础上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2.人际互动功能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便在认

知和改造现实的过程中协调相互的行为，取得最佳效果。 

（1）语言的本质：社会属性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既不属于经济

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这两者的变化都不能从本质上影响语言。 

（2）语言具有全民性 

①语言的创造者是全体社会成员 

②语言的服务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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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全体社会成员，没有阶级性。从本质上讲，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是人类共同的交际工具，不分阶级，一视同仁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具有全民性。 

【核心笔记】语言的思维功能 

1.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分析、比较、综合以认识现实世界的能力。 

（1）联系 

①思维离不开语言 

a.思维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内部言语/外部言语 

b.语言是思维结果的储存所 

②语言离不开思维 

a.词语的产生依赖于思维（词和句子的意义、内容） 

b.语法规则的概括依赖于思维（层级关系、组合关系、聚合关系） 

（2）区别 

①思维具有全人类性 

a.大脑构造具有一致性 

b.思维活动具有一致性 

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论证 

②语言具有民族性 

a.语言的多样性 

b.对外部世界反映的多样性（思维方式具有民族性） 

词汇——不同言语社团对现实世界的概念分类有很大不同（eg：亲属称谓） 

语法——普通名词是否是有定的；前面是否加数量词。 

（eg：我去买书；我去见朋友；一本书/一支笔） 

 

2.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都是大脑的机能，大脑是语言和思维的生理基础。 

大脑由左右两个大致对称的半球构成.大脑左右两个半球负责不同的身体器官，左半球掌管右半身的

器官，右半球掌管左半身的器官。大脑左右两半球功能的不同，叫作“单侧化”。 

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性语言中枢、听觉性语言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集中在大脑左半球，左半球以语言、

理解、逻辑思维、计算等机能占优势； 

右半球以形象感知、形象记忆、时间概念、空间感知、音乐、想象、情绪、情感等机能占优势。 

【核心笔记】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 

1.语言习得 

（1）语言习得 

语言的学习和获得。 

语言习得是儿童最早的智力活动。 

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世界的过程。 

（2）语言能力 

灵活发音的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3）语言习得是潜在的语言能力转化为实际的语言能力的过程 

潜在的语言能力转化为何种实际的语言能力，取决于具体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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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语言习得的大致过程 

刚出生……一周岁左右…………两三岁左右…………五六岁 

发音      独词句（实词句）  双词句            自由造句 

条件反射  词与事物的联系    实词与实词的联系  虚词语序把握运用 

（造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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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语言和说话 

考点：语言与符号 

考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 

考点：语言的层级体系 

考点：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考点：人类语言和所谓动物语言的根本区别 

考点：语言是其他动物和人类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语言的符号性质 

1.语言和说话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提出了应该区分两个不同

的概念： 

“言语（说话）”（parole） 

“语言”（langue） 

（1）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说话？ 

①说话：运用语言的行为（说）和结果（话），具有一定的个人因素，因人而异。 

②语言：是说话所使用的一套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由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等系统构成。 

（2）语言与说话是不是一回事儿？（区别） 

（3）语言与说话的关系。 

每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这就像每个人都用两条腿走路一样，极其平常。正因为它太平常了，一般人

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其实，平常的事情往往隐含着极不平常的奥妙。谁能够看到并且揭示这个

奥妙，谁就能够推动科学的发展。牛顿看到成熟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研究它的原因，发现了万有引力的

秘密，开创了物理学的一个新时代。瓦特从水开时蒸汽顶起壶盖的现象中受到启发，发明了蒸汽机。马克

思从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亿万次的商品交换中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广阔的道路。语言中也隐藏着很深奥的秘密。人类有语言，会说话。实在是一件了不

起的大事。它是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自古以来，历代都有人探索语言中的奥妙，

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由于语言这种现象牵涉的方面多，本身太复杂，至今还只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人们最平常的说话谈起。 

人们都会说话。话是一句一句说的。话的长短差别很大。短可以只有一个词，长可以长到无止境。例

如，在一定的环境中，“看”就可以是一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但这种现象不典型。说话通常是把

几个词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来，造出一句句的话。这种话的长度在理论上说是无限的。 

例如： 

①看。 

②看书。 

③看一本书。 

④看一本有趣的书。 

⑤看昨天买来的一本有趣的书。 

⑥看图书馆昨天买来的一本有趣的书。 

⑦李晓明看图书馆昨天买来的一本有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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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古代汉语》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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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古代汉语》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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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9 语言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古代汉语》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隸古定： 

【答案】隶古定，又叫“隶古”“隶定”。是用隶书把古文字确定下来。如把“ ”隶定为“系”。

先秦古籍都是经过隶定后流传下来的。后来，把出土的古文字，根据其结构用楷书写下来，也叫“隶古定”。 

 

2． 衍脱 

【答案】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古籍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 

 

3． 浑言、析言 

【答案】浑言，笼统地说；析言，分析地说。这是一种指出近义词的共同义和区别义时使用的一种术

语。 

 

4． 疏 

【答案】古人给古书作注解时，除了解释古书原文（经）之外，还给前人的注作注解，这种经注兼释

的注释就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 

读为：古人注解古书常用的以本字说明假借字的训诂术语。其特点是，既注音又释义。 

读若：古人注释字、词的术语，主要作用是注音，有时也用来说明假借字。 

衍文：校勘学术语，也叫“衍字”，简称“衍”，是指占籍因传抄、刻印等误加的文字。 

句读：古人读书，常在句末一个字的旁边加个点或圆圈，叫做“句”：在句中停顿处字的下面加一个

点，叫做“读”。两者合称“句读”。 

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种经注兼释的注释。义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的注疏

唐人称之为“正义”。 

十三经注疏：宋代学者为了便于查阅，把儒家十三部经书的注和疏加上庸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

音合刊成一部书，即《十三经注疏》。这十三部经书的注疏包括：《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

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

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论

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 疏）、《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昂疏）、《尔雅注疏》（晋•郭

璞注，宋•邢 疏）、《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一部古文选集，选录战国令清代的古文辞赋等，依据文体分为十三类：

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出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赞颂类、辞赋

类、哀祭类。所选古文大部分诗应用文，而且多数选文社会意义不大。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特点及

其义例，书中并有评点，宣扬桐城派的文学观点。 

 

5． 四体二用说 

【答案】 “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转注、假借是二种用字法。 

 

6． 句读 

【答案】古书一般是没有断句的，古人在读书的过程中也常在一些语气停顿或语义结束的地方加上一

些符号。通常这些符号有两种，即“、”和“。”。“、”，《说文解字》云：“、，有所绝止，、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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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句读”的“读”字。在一句话意思表达完整的时候，人们通常画上一个圈，这

就是“句”。直到近代以来，现代标点法才逐渐取代了“句读”。 

 

7． 知府 

【答案】官名。宋代命朝臣出守列郡为府的行政长官，称为权知（意思是“临时主持”）某府事，简

称知府。明代始以知府为正式名称，管辖州县。为府一级行政长官。清代相沿不改。 

 

8． 动词的使动用法 

【答案】名词使动用法是使宾语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代表的人或事物。 

 

9． 四六 

【答案】文体名，也称“四六文”，就是骈体文。形成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成为文章格式的正宗，

唐代称为“时文”，晚唐至明称“四六”或“四六文”，清代始称骈体文。 

其语言特点是：全篇多以四字、六字的句子，世称“骈四俪六”。文句讲求音韵上的平仄、意义上的

对偶。重视用典和藻饰。 

 

10．伪变 

【答案】伪变——伪变是指汉字形体在演变过程中，由于误解字形或为着书写的方便而破坏原本表义

结构的变形。伪变造成了字形与字义的乖戾，使汉字丧失了构形的理据。 

 

11．出韵 

【答案】近体诗用韵，要求必须用“平水韵”中同一韵部的字，否则就叫“出韵”。 

 

12．序跋 

【答案】序跋类是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的序言或后序。序（叙）是一般的序言，放在书的前面；跋

则放在书的后面，即后序。上古时代的序都是放在后面的。 

 

13．入派三声 

【答案】指古代的入声字，到元代《中原音韵》中，派人阳平、上声和去声。这种分派具有很强的规

律性:全浊声母字变阳平，次浊声母字变去声，清声母字变上声。如白（並母）、狄（定母）、直（澄母）、

舌（船母）、贼（从母）、涉（禅母）、闹（祟母）、活（匣母）、杰（群母）、俗（邪母）等全浊声母

字变读阳平;纳（泥母）、禄（来母）、蜜（明母）、热（日母）、虐（疑母）、药（喻三母）、悦（喻

四母）等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笔（帮母）、法（非母）、劈（滂母）、德（端母）、秃（透母）、质（章

母）、出（昌母）；足（精母）、促（清母）、郭（见母）、恰（溪母）、室（书母）、速（心母）、乙

（影母）等清声母字读上声。 

 

14．九族 

【答案】指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这是同族的姓。后世所谓诛九族，就

是从高祖到玄孙的直系亲属，以及旁氏亲属中的兄弟、堂兄弟等。 

 

15．绝句 

【答案】近体诗的一种，全诗共四句，是律诗的一半，故称“绝句”。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两种，

分别简称“五绝”、“七绝”。 

 

16．《四书集注》 

【答案】南宋朱熹著，包括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四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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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讹变 

【答案】 “讹变”二字在文字学中有其特定的解释，是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由于字体的变迁、传

抄的错误等原因产生了一些错别字，后人继续袭用这些错别字，以讹传讹、习非成是，由此错别字就逐渐

取代了原来的字体的一种现象。 

 

18．疏 

【答案】古人给古书作注解时，除了解释古书原文（经）之外，还给前人的注作注解，这种经注兼释

的注释就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 

 

19．一字豆 

【答案】词当中特有的用在句首起领起作用的单字，又称作“一字逗”。一字豆在语气上有短暂停顿，

通常是动词或虚词，大多是去声字，不出现在一首词首句和末句。常见于《沁园春》、《望海潮》、《六

州歌头》、《扬州慢》、《寿楼春》、《忆旧游》等双调词中。 

 

20．联绵字 

【答案】也叫连绵字、连语等，是一种复音节的单纯词。一般由两个音节联缀在一起，构成一个词，

表达一个整体意义，不能拆分。 

 

21．偏义复词 

【答案】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词构成，只有一个词起表义作用，另一个词不表义，只是一种陪衬,

这种复合词叫做偏义复词。 

 

22．七音 

【答案】古代汉语七类声母的总称。①宋代郑樵《七音略》认为传统的五音未能涵盖来母和日母，遂

增加半舌音和半齿音，成为七音。②元代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把七音分为:角音（见溪群疑鱼）、徵音

（端透定泥）、宫音（帮滂並明），次宫音（非敷奉微）、商音（精清心从邪）、次商音（知彻审澄娘禅）、

羽音（影晓么匣喻合），另外还有半徵音（来），半商音（日），基本上反映了近代音的面貌。 

 

23．反切 

【答案】我国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例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

被切字的声母跟反切上字相同（“塑”字声母跟‘桑’字声母相同，都是 s），被切字的韵母和字调跟反

切下字相同。 

 

24．二十八宿 

【答案】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

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

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这二十八个星宿就被称为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 

 

25．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答案】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了该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 

 

26．四象 

【答案】划分出二十八星宿来之后，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像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即东方苍

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叫做四象。 

 

27．正义 

【答案】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义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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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

的注疏唐人称之为“正义”。 

 

28．韵脚 

【答案】诗歌中各句押韵的字叫“韵脚”或“韵字”。例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

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韵脚为“深”、“心”。 

 

29．借对 

【答案】近体诗特有的一种对仗方式，指利用-字多义或两字同音来构成对仗。 

 

30．《中原音韵》 

【答案】元朝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编写的一部反映当时实际语音的韵书。全书将“平水韵”归并为十

九个韵部，不以四声区别韵部。书中已将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中，平声已被分为阴平和阳平两个声

调，全浊声母的上声已变为去声，全浊声母已经清化。 

 

31．之为言 

【答案】古书释义术语之一。是通过声音关系解释词义的方法。 

 

32．十三经 

【答案】指十三部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

《论语》、《诗经》、《孝经》、《尔雅》、《孟子》、《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33．破读 

【答案】是指在阅读古书时，用改变字（词）的读音以区别意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破读音主要是声

调的变化，而且大多数是把原来的平声（或上声、入声）字变读为去声；破读的意义和本音的意义之间则

有着历史的联系。例如“王”字，在“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读平声，

是名词，帝王的意思；而在“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中破读为去声，是动词，称王的

意思。后者的意义和读音是由前者演化而来的。 

 

34．反切 

【答案】反切是用两个字合注一个字的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35．三十六字母 

【答案】指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见溪群疑，影晓

匣喻，来日等三十六个声母代表字。旧传为唐僧守温所创，其实是宋人在唐末三十字母的基础上增加而成，

大体代表唐宋间汉语语音的声母。 

 

36．近体诗 

【答案】古代诗体的一种，同“古体诗”相对而言，包括律诗、绝句和长律。是唐初形成的一种以讲

究平仄和对仗为主要特点的诗，也叫“格律诗”。有五言诗和七言诗两种。律诗和绝句的句数是固定的，

每两句构成--联，律诗四联八句，绝句二联四句。长律超过四联，数量不限。 

 

37．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答案】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了该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 

 

38．《切韵考》 

【答案】音韵学著作。清人陈澧著。是清人研究《广韵》音系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全书分内篇 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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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869语言学基础之古代汉语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古代汉语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偏义复词 

【答案】偏义复词——古代汉语中的一种复音词，用两个单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作为词素组成，其中

一个词素的本来意义成为这个复音词的意义，而另一个只是作为陪衬。如“有缓急，非有益也。”“缓急”

指的是“有急”，“缓”字无意义。 

 

2． 联绵词 

【答案】联绵词又称联绵字，是指上两个音节联缀而成的单纯词（除叠音词以外）。这些词大都用来

描绘声色形状，古书注解常常用“貌”字来解释。联绵词中双声叠韵的占大多数。 

 

3． 貌 

【答案】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后面，被释词往往是表示性质或状态的形容词，是“……的样子”的意思。 

 

4． 韵目 

【答案】韵书中韵的标目，即韵的代表字。如《广韵》中的平声东韵，包括现代读 、 等

韵母的很多字，如“东、同、中、虫、弓、雄、梦、风”等。传统韵书上习惯用“东”字作为这个韵的代

表字，把这些同韵字称为“东韵”，“东”就是一个韵目。 

 

5． 互文 

【答案】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

含而见文。”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是

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有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

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 

 

6． 等 

【答案】等韵学术语。又称等第、等列、等位。是等韵图表现韵类的一种手段。早期等韵图如《韵镜》、

《七音略》等把《广韵》韵部用图表方式分为上下四列，通称四等。诸韵类分别归属在不同的等位中，就

有了所谓一等韵、二等韵、三等韵、四等韵之分。古人划分等位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主要元音标准。一个

是介音标准。主要元音标准是清人江永在《音学辨微》一书中所提出来的：“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

皆细，而四尤细”。这里的“洪细”主要指的是元音开口度，此外，西人高本汉又认为一、二等无[i]介

音，三、四等有[i]介音。 

 

7． 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答案】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了该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 

 

 

8． 一字豆 

【答案】词当中特有的用在句首起领起作用的单字，又称作“一字逗”。一字豆在语气上有短暂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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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动词或虚词，大多是去声字，不出现在一首词首句和末句。常见于《沁园春》、《望海潮》、《六

州歌头》、《扬州慢》、《寿楼春》、《忆旧游》等双调词中。 

 

二、翻译 

9． 给下面短文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 

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

象壽不匮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

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魯褒

《錢神論》） 

【答案】标点：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

癍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匮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寳。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

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豊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 

译文：钱的体形，具有天地的形象。内孔取法大地的方形，外缘取法天空的圆形。把它们积聚起来像

座山，使它们流动起来像条河。流通和储藏有一定的时间和季节。市场便于交易，不用担心损耗。像长寿

一样难于减少，像道一样无穷无尽，所以能够长久，成为世人神圣的宝物。像兄长一样亲近它，起字叫“孔

方”。失去它就贫穷软弱，得到它就富裕强大。没有翅膀能飞翔，没有腿脚能快跑。能使严厉刚毅的面容

缓和，能使难以启齿的口张开。钱多的在前面，钱少的在后头。在前的做君主长上，在后的做臣子奴仆。

君主长上富裕有余，臣子奴仆贫困不足。 

 

10．把下列句中省略的宾语补出来，并把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1）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論大丈夫》） 

（2）蚌亦謂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鷂。”（《戰國策•燕策二》） 

（3）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戰國策•秦策一》） 

【答案】（1）补宾语:淫之．．……移之．．……屈之．． 

译文：富贵不能乱其心，贫贱不能改其行，威武不能屈其节。 

（2）补宾语:出汝．．……出汝．． 

译文：河蚌也对鹬鸟说:“今天不放你出来，明天不放你出来，就会有死鹬鸟。” 

（3）补宾语:朝之．． 

译文：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举可以成就霸王之名，可以使四邻诸侯来朝见。 

 

11．标点并翻译下段古文： 

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右竖谷阳操觞酒而

进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竖谷阳曰非酒也水也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

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

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民也不谷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竖谷阳之进

酒也不以仇子反也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韩非子·十过》 

【答案】标点： 

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右竖谷阳操

觞酒而进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竖谷阳曰：“非酒也，水也。”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

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

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民

也。不谷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竖谷阳之进酒也，不以仇子反也，其心忠爱

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译文： 

以前楚共王和晋厉公在鄢陵战斗，楚军战败楚共王伤了眼睛。战斗正激烈的时候，司马子反口渴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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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喝水，他的车右竖谷阳捧着一杯酒献给他。子反说：“嘿！拿走，这是酒。”竖谷阳说：“不是酒，是

水。”子反的为人，喜好喝酒并认为这酒很甘美，不能停口地喝就醉了。战斗结束后，楚共王想再次作战，

命令人召见司马子反。司马子反借口自己心有病就拒绝了。楚共王亲自驾车过去，进入子反的帐中，闻到

酒味后就回去了。说：“今天这场战斗，我亲自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而司马又醉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灭亡我们楚国的社稷并且不体恤我们的民众呀，我是不能再和晋军作战了。”于是回师离开，杀了司

马子反并把他的尸体示众。竖谷阳献酒并不是专门为了仇恨子反的，其实是心里忠爱子反，却正巧杀害了

他。所以说：施行小的忠心就会成为大忠的残害者。 

 

12．给下面短文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

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

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北宋•阮閲《詩

話總龜》） 

【答案】标点：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

字，煉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

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

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 

译文：贾岛初次去参加科举考试。有一天，在京城骑着驴子酝酿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

门。”又想把“敲”字换成“推”字，反复思考，未能定下来，在驴背上吟咏，伸手作推门、敲门的姿势。

看见的人都感到惊讶。当时，韩退之暂时代理京兆尹的官职，车马正出行，贾岛没有觉察到，走到第三节

车马的地方，还在不停地做着手势。一会儿，贾岛被韩退之的手下人推拥到韩退之跟前。贾岛原原本本地

说:“得到了两句诗，使用‘推’字或‘敲’字还没有定下来，精神游离在形体之外，不知道回避。”韩

退之让马停了好久，对贾岛说:“用‘敲’字好。”于是二人并辔回去，共同讨论作诗的学问。 

 

13．将下列短文标点并翻译成现代汉语：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吿子有楚人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

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上也使之居于王所作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

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薛栻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答案】标点：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

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皮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

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

独如宋王何?”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王朝着好的方叫走吗？我明白地告诉你。假如这里有个楚国的大夫，

想要他的儿子学会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教他呢，还是找楚国人教他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吵吵嚷嚷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学会说齐国话，

也是做不到的：耍是把他领到齐国的庄街、岳里这样的闹市住上几年，那么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说楚国

话，也是做不到的。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长的、年幼的、

地位低的、地位高的，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么宋王会跟谁干出坏事来呢？如果作£宮中的人，尤

论年长的、年幼的、地位低的、地位高的，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么宋王又会和谁做出好事来呢？

仅仅—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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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给下面短文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

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

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 

【答案】标点如下：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

“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

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

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译文如下： 

赵襄子喝酒，五天五夜不停止，对侍奉的人说：“我确实是个国士！喝酒五天五夜了，却没有一点儿

病。”优莫说：“您努力吧！还和商纣王差两天。商纣王七天七夜，可是您才五天。”襄子害怕了，对优

莫说：“既然如此，那么，我要灭亡吗？”优莫说：“不会灭亡”襄子说：“和商纣王差两天，不灭亡还

等待什么呢？”优莫说夏桀王灭亡，是因为遇到了商汤王；商纣王灭亡，是因为遇到了周武王。现在天下

的君主都是夏桀王，而您是商纣王。夏桀王和商纣王同时在世，怎么能互相使对方灭亡呢？但是也危险了。” 

 

三、简答题 

15．什么叫“义训”？ 

【答案】即不借助于字音、字形，直接解释古语词或方言词意义的方法。义训有别于形训和声训，形

训和声训主要是通过字形结构和语音形式来解释词义；义训主要是通过古文献中具体的语言材料和具体的

语言环境，以语言中实际使用的具体意义直接解释词义。如《尔雅·释诂》：“朕、余、躬，身也。”其

中以“身”解释“朕”、“余”、“躬”等词的意义，它没有借助于字形字音，而是直接释义，这就叫义

训。 

 

16．简述形声字的结构形式即声符和意符的结合形式，大体可以分为几类？ 

【答案】大体分以下八类： 

（1）左形右声：江 棋 诂 超 访 任 饱 通 握 沱 除 松 赐 结 理 妈 牲 牺 珍 玩 惜 

（2）右形左声：攻 期 胡 邵 顶 敌 鸡 雏 雕 鹅 鸠 瓯 救 鸿 视 和 蚀 刚 锦 鸽 欣 判 

（3）上形下声：空 箕 罟 苔 草 房 雾 简 茅 耄 简 草 宇 苹 苦 菅 箱 笺 籀 篇 萌 

（4）下形上声：汞 基 辜 照 背 架 翁 裳 恐 姿 盒 盅 盎 架 赏 赘 费 货 贡 资 贸 

（5）内形外声：辩 哀 问 闽 凤 雌 贏 羸 辨 闻 闷 

（6）外形内声：阁 国 固 裹 术 匮 街 衷 雠 闺 裹 戚 阉 阎 阔 圈 闸 囤 园 圃 

（7）形占一角：胜 栽 圣 荆 谷 杂 赖 条 修 颖 务 佞 疆 倏 腾 滕 裁 栽 颍 谷 修 毂 

（8）声占一角：徒 宝 旗 从 寐 旗 施 徙 旌 旗 爬 

 

17．古书注释的基本体例有哪些？各有什么功能？ 

【答案】有传、注、笺、诂、解、章句、音义、正义、补注、集注、集解、集释等。大致类型有：（1）

传注体：用以解释古书正文：（2）义疏体：既解释古书正文，乂解释前人注文；（3）集解（集注、集释）

体：在同一本古书下汇各家注释。 

 

 

18．下列文章在《古文辞类纂》中归入哪一类？按我们的分类，应当属于哪一类？ 

【答案】《古文辞类纂》的归类： 

贾谊《吊屈原賦》归哀祭类，枚乘《七发》归辞陚类，晁错《论贵粟疏》归奏议类，韩愈《子产不毁

乡校颂》归赞颂类，柳宗元《种树郭棄驼传》归传状类，欧阳修《泷冈阡表》归碑志类，王安石《答司马

谏议书》归书说类，曾巩《墨池记》归杂记类。 

我们的分类：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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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固定词组杜瑔魲祰맿�
	22．每一种语法范畴具杜瑔魑煔屦特点？
	23．举例说明共呜暋豥릊v葑獼אּ�
	24．如何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性？
	25．下列语言单位杜瑎쁎䡲祰맿ὦ⾋춏�⾋쵾쓿恦⽨㥣湎쁎䡧數湛驶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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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结呜扛鹏讋몏ꢋ쵧屴哪些语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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