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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E9_A2_98_E8_AE_B2_c65_106544.htm 与词汇相比，文言语

法变化不大，只是几种特殊句式的表示方法与现代汉语不同

，下面分别说明： 一、判断句式文言文判断句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基本上不用判断词\"是\"来表示，而往往让名词或名词性

短语直接充当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其句式有如下几种表

示法：“......者，......也。 ”这是文言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 

主语后用“者”，表示提顿，有舒缓语气的作用，谓语后用

“也”结句，对主语加以肯定的判断或解说。如：“陈涉者

，阳城人也。”（《史记．了涉世家》）“......，......也。”

判断句中，有时“者”和“也”不一定同时出现，一般省

略\"者\"，只用“也”表判断。如：“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

贼也。”（《资治通鉴》）“......者，......。”有的判断句，

只在主语后用“者”表示提顿，这种情况不常见。如：“四

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

上纯父。”（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者也。”在句末

连用语气词“者也”，表示加强肯定语气，这时的“者”不

表示提顿，只起称代作用。这种判断句，在文言文中也比较

常见。如：“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战国策．

齐策》）无标志判断句。文言文中的判断句有的没有任何标

志，直接由名词对名词作出判断。如：“刘备天下枭雄。”

（《赤壁之战》）另外，在文言文中有时为了加强判断的语

气，往往在动词谓语前加副词“乃、必、亦、即、诚、皆、

则”等。需要注意的是，判断句中谓语前出现的“是”一般



都不是判断词，而是指示代词，作判断句的主语，而有些判

断句中的“是”也并非都不表示判断，“是”在先秦古汉语

中少作判断词，在汉以后作判断词则多起来。还有，肯定判

断谓语前加的副词和否定判断谓语前加的否定副词“非”，

都不是判断词。 二、被动句式，文言文中，被动句的主语是

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被动者，受事者，而不是主动者，施

事者。 在古汉语中，在古汉语中，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型：

一是在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二是无标

志的被动句，又叫意念被动句。有标志的被动句，大体有以

下几种形式：动词后用介词“于”表被动，“于”起介绍引

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的作用。如：“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

张仪。”（《史记．屈原列传》）这里“惑”、“欺”的动

作是由“于”后的“郑袖”、“张仪”发出来的。有时也在

介词“于”或动词前加“受”，形成“受......于......。”的形

式表被动。如：“吾不能举金吴之地，十万之从，受制于人

。”（《资治通鉴》）用“见”、“于”，“见......于......。

”表被动。如：“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史记．廉

颇蔺相如列传》）“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同上）“

暴见于王。”（《孟子．梁惠王下》）“见”有一种特殊用

法和表被动的“见”的形式很相近，如：“冀君实或见怒也

。”（《答司马谏议书》）这里的“见”不表被动，它是放

丰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的客气说法，像现代汉语中的

“见谅”等那为此种用法。用“为”，“为......所.....。”表被

动。如:“（巨）偏在远郡, 行将为人所并。”（《资治通鉴

》）用“被”表被动。如：“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

月之望。”（张溥《五人墓碑记》）无标志的被动句，这种



情况是指没有被动词的被动句。如：“荆州之民附操者，逼

兵势耳。”（《资治通鉴》）这里的“逼兵势”是“被兵势

所逼”的意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