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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_E8_BF_90_

E7_94_A8_E8_AF_AD_E6_c64_156339.htm 全国各地在中考文

言文阅读试题考察中，常会涉及文言句子诵读节奏内容的考

察，其目的就是考察学生是否读懂了语句，理解了句意，掌

握了句子的结构。2004年安徽省中考文言文阅读试题中，有

用“/”标示出“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的诵读节奏试题。

从阅卷结果来看，不少学生没能读懂句意，不了解句子的结

构，只是凭着平时阅读的节奏感觉划成：“苟慕义/强仁者/

皆爱惜焉”，而不是按句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划成：“苟/慕

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结果造成了失分。只凭文言词句节奏

的感觉而不按句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划分文言诵读节奏，这

是不少学生的通病。由于，近些年来，语法知识已不作为中

考的内容，在平时的教与学的过程中，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掌握一定的语法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对划分

文言句子诵读节奏很有帮助。要正确的解读这类试题，前提

是应读懂句子，理解句意，以“意义”划分停顿为主，联系

上下文，弄清了句意，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句子的语法结构

和一些标志性的文言虚词等，就能正确划分了。正确地进行

句中停顿，是以把握句子里的词意和语法结构为前提的，因

此解读这类题时可以先确定的理解文意，把意思结合紧密的

文字，看成一个“意义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往

往需要一定的停顿；在分析语法结构时可先抓动词，把跟动

词有关的前后各词联系起来，观察句子的整体，往前找主语

，往后找宾语，再旁及其它成分，这样就可以确定句子的语



法结构，依此确定句中停顿。首先，运用现代语法知识辅助

解读。就是先理解句意，确定句子的“意义单位”，然后，

根据句子的语法结构来停顿，以使语意明显。如：①“主语

谓语”之间有停顿。如：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此/则

岳阳楼之大观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食之/不

能尽其材；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这里“/”前后都是意思

相对独立的句子的“意义单位”，且分别为句子的主语部分

和谓语部分，停顿时应得以体现。②“动词宾语”、“动词

补语”之间有停顿。如：亲/贤臣，远/小人；刻/唐贤今人诗

赋/于其上（“唐贤今人诗赋”和“于其上”分别作句子的宾

语和补语）；无/丝竹之乱耳。③修饰语与动词中心语之间有

停顿，如：永之人/争/奔走焉；吾与汝/毕力/平险。这里“争

”修饰“奔走”；“毕力”修饰“平险”。但充当状语的名

词和中心词之间应连读。若分开读，就错将状语当成了主语

，改变了句子的意思。如：其一犬/坐于前，应为“其一/犬

坐/于前”。④修饰语与名词中心语之间一般不停顿，以使语

意更加紧密。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句中短语“醉翁之意”、“古仁人之

心”、“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心词“意”、“心”、“秋（

时刻）”，均为名词，短语内部均不停顿。但有些文章的骈

句为了读出鲜明而整齐的节奏，这类的短语中间往往要加以

停顿，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其次，运用古汉语语法常识

解读。一、句首语助词、关联词后面应有停顿。文言文中有

一些虚词放在句子的开头，强调语气或领起全句乃至全段，

如“至”、“夫”、“盖”、“若夫”、“是以”“又”、



“已而”、“故”、“惟”等，诵读应稍加停顿，不能和后

面的文字连读。如“夫/战，勇气也。”、“是以/众议举宠

为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已而/夕阳在

山”、“故/君子有不战”、“惟/大叫以行”等。二、古代

是两个单音词，而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复音词的，要分开读。

如：故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可/以一战；行不知/足所在；中/

间/力拉崩倒之声，“乡邻之生/日蹙”等等。例句中的“于

是”、“可以”、“知足”、“中间”、“生日”在现代汉

语中都是双音节的词，但在古汉语中却是两个单音词，一定

要分开读，否则，会误解句意。第三，正确的诵读文言句子

，还要考虑到其它一些特殊因素。①对古代的国号、年号、

官职、爵位、史实、地名要了解，否则易导致朗读停顿错误

。如：虞山/王毅叔远甫/刻（“虞山”是山名，“王毅叔远

”，姓王名毅字叔远，“甫”，古代对男子的美称。）。②

“也”用在句中揭示停顿，朗读时在其后停顿。如：余闻之

也/久矣。③节奏停顿要体现出省略成分。如:一鼓/作气，再/

而衰，三/而竭。句中“再”、“三”的后面都省略了动词“

鼓”。另外，在不影响对句意理解的基础上，朗读停顿应当

还要照顾到上下文的整体节奏。特别是句中的一些虚词“之

”、“于”、“而”等，可起到平衡音节的作用，读时根据

需要其位置可前可后。如：小大/之狱、马之/千里；告之/于

帝、征于/色，发于/声；登轼/而望之、睨之，久而/不去。这

些句子的停顿，既体现了句意，也突出了其节奏。总之，从

以上文言句子诵读节奏的解读来看，只要我们平时的学习过

程中，掌握一定的汉语语法知识，从句子的“意义单位”入

手，读懂句子，考虑到句子的语法结构和一些标志性的文言



虚词等，再照顾到上下句的音节，就能正确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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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