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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6_96_87_E

8_A8_80_E6_96_87_E6_c67_152061.htm “书”、“表”、“谏

”、“言”大量出现在文言文的标题中。“解题”是学习文

言文的第一步，对这些实词不能准确地理解，会影响对全篇

文章的学习。 “书”在文言文标题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名

词，作书信、文件讲。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吴均

的《与朱元思书》、林觉民的《与妻书》，或指信函，或指

文件，都属于名词的范畴。另一种是动词，作书写、记载讲

，如明人高启的《书博鸡者事》，就是“记斗鸡玩赌者的故

事”的意思。 “表”是文言文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体裁。专指

臣下给皇帝的奏章，实际上是一种书信。因为“表”的阅读

对象是皇帝，所以，一般都态度诚恳，措词谦恭，读起来如

对面谈心，颇为感人。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

情表》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作。 “谏”和“表”从体裁上来

说，有相同之处，都属于书信体，但范围较大。它的意思是

规劝君主、尊长或朋友，使之改正错误或过失，一般用于下

对上。但常见的文言文中，却以臣下对皇帝规劝、建议较多

，而规劝尊长和朋友的较少，这大概是由于常见的选文以“

正史”为主的缘故。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李斯的《谏

逐客书》，《左传》故事《宫之奇谏假道》，都是对皇帝的

劝勉和建议。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的“谏议”则指的

是“谏议大夫”这个官职，所以，“答司马谏议书”不能理

解为“回答司马光规劝的书信”，而要作“回谏议大夫司马

光的信”来理解。这里，“谏”和“议”不能拆开，它们合



在一起作名词，和前面所说的规劝、谏议在词性上是有明显

区别的。 “言”在文言文标题中指“话”，作名词。如明初

学者刘基的《卖柑者言》，就是“卖柑者所说的话”。要注

意与文言文标题中的“说”加以区别，不能作动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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