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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_E6_96_87_E

8_A8_80_E5_8F_A5_E5_c64_156158.htm 要读懂文言文，要会

翻译句子，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些常见的文言文句式，否则便

无从下手，常见的文言文句式包括判断句、省略句、宾语前

置、定于后置等，我们怎样去判定一个句子是属于哪种特殊

的句式，有没有什么标志？当然有。这篇文章，我们将来一

个文言句式大集合，领着大家一同去寻找句式中的特殊标志

。 常见文言句式可以分为五种，判断句、省略句、宾语前置

、定语后置和被动句等，在上篇和中篇，我们已经讲了前四

种常见的文言句式，在本篇当中，我们将讲到被动句和几种

固定的句式和用法。五、被动句 古代汉语中表被动的句式主

要有四种：来源：www.examda.com （1）用“于”表示被动

关系。用介词“于”引出行为的主动者，“于”放到动词后

，它的形式是：“动词＋于＋主动者”。 [例句] 王建禽于秦

。（齐王建被秦国活捉了。禽，通擒） [简析]句中的“于”

用在动词“禽”的后边，引出动作行为的主动者“秦”，表

示被动。“于”可译为“被”。这种被动句有两个条件：一

是主语“王建”是受动者。二是句子里有表示被动的词“于

”。 （2）用“见”来表示被动关系。在动词前用“见”或

又在动词后加“于”引进主动者。它的形式是：“见＋动词

”或者“见＋动词＋于＋主动者”。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

察。（我虽然想再说一些，但考虑不一定被理解） 臣恐见欺

于王而负赵。（我担心被您欺骗而对不起赵国） （3）用“

为”表示被动关系。“为”放在动词前边引出行为的主动者



，它的形式是：“为＋主动者＋动词”或者“为＋主动者＋

所＋动词”。例如： ①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

君。（如果背弃了他所说的话，我死了，妻子儿女也将被杀

，对君王您也没有好处） ②茅屋为秋风所破（草房被秋风吹

坏了） （4）用“受”“被”“受⋯⋯于”表示被动关系。

它的形式是：“被（受）＋动词”或者“被（受）＋动词＋

于＋主动者”。例如： 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②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简析]“受⋯

⋯于⋯⋯”表示被动，可译为“被”，“于”引出主动者“

人”。这种句式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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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