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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这一考点在近几年高

考中虽未单独设题，但阅读理解时许多句子涉及这方面的知

识，尤其是在文言的阅读过程中，如果对古汉语中一些句式

特点，尤其是像主谓倒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

等比较特殊的句式不熟悉、不理解，必然会造成阅读的困难

和翻译句子的不准确。因此，对文言与现代汉语中不同的句

式的理解，应该有足够的认识，这是语文复习不可忽视的一

个考点。 古代汉语中有哪些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呢？，有

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特殊句式）、固定结构

等几类。判断句、被动句要从结构特征上去掌握，省略句则

要联系上下文去推求省略的部分，倒装句要掌握宾语前置、

定语后置、主谓倒置、状语后置的规律，固定句式要记住它

们的习惯用法。 ★ 一般句式 一、判断句 （1）用“者⋯⋯也

”表判断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2）句末用“者也”

表判断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3）用“者”表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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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用动词“为”或判断词“是”表

判断 ①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②汝是大家子 （5）用“即”

“乃”“则”“皆”“本”“诚”“亦”“素”等副词表示

肯定判断，兼加强语气，用“非”表示否定判断 ①今天子有

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②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③梁将即

楚将项燕。 ④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⑤臣本布衣。 ⑥且相如



素贱人。 ⑦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⑧予本非文人

画士。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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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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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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