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讲解]文言实词含义推断八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5B_E4_B8_9

3_E9_A2_98_E8_AE_B2_c65_106608.htm 文言实词是构成文言

文的主体，常见实词数量多，变化多，怎样来推断实词的含

义呢？下面提供的八种方法，在推断和解释文言实词含义上

还是非常有效的，对考生复习也会有帮助的。 一、语境分析

法（根据上下文意思推断词义） 文言实词绝大部分是一词多

义的，词义是不定项的，完全采用逐词逐义识记，是根本不

可能的，但我们可以结合上下文来判定实词的含义，上下文

这个语境是相对稳定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词义的。 例

如：（1996年全国高考题）“世方雷同，毋以此贾祸”，题

目中给的词义是：贾祸消除祸患。我们根据上文内容可以判

定是错误的。原文是针对郭永的抗上举动，有人劝告他不要

招惹祸患。“贾”虽然由“做买卖”可以引申出“消除”、

“除去”的意思，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我们可以推断出

它的另一义项是“招引”、“招惹”。 二、结构分析法（根

据整句中对应词语的意思推断词义） 文言文中排比句、对偶

句、并列词句等对举的语言现象很多，在两两、三三的对举

句中，位置对称的词语一般词性相同、词义相近或相反相对

，这样通过对已知词语的词义、词性分析，就可以推知未知

词语的词性、词义。 例如：“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

累世不见也。”（《屈原列传》）。上下句以“而”相连，

表并列关系，据“亡国破家”这个并列结构的短语可推知“

圣君治国”亦当为并列关系，译为“圣明之君，治平之国”

。若译成“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则为主谓关系，与前句



结构显然不相对应。 再如：“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列传》）。“劳苦

倦极”与“疾痛惨怛”相对。“疾痛惨怛”并列陈述几种情

况，译为“疾病、痛苦、凄惨、忧伤”，那么“劳苦倦极”

的“极”就不可译为“极点”。 三、语法分析法（根据词在

句中的语法功能推断词义） 句子的结构是固定的，组合是有

规律的，词在句中所处的语法位置，为我们推断词义提供了

依据。如主语、宾语常由名词、代词充当，谓语大多由动词

、形容词充当，状语大多由副词充当等。 例如：（2000年全

国高考题）“自放驴，取樵炊爨”，题目中给的词义是：樵

打柴。“樵”字前有动词“取”，后有动词“炊爨”，上下

联系起来，不难推断出它处于宾语的位置，是名词，应该是

“木柴”的意思，“打柴”是动词，明显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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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