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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8_80_E6_96_87_E5_c67_472356.htm 文言文实词复习是中考

文言文复习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一、文言实词具有实在

意义，它关系到文章的实质内容，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

二、文言实词的数量较多，而大多数实词又具有多义性。基

于此，实词当然是文言文复习中的重点、难点，甚至是中考

考查的热点。纵观近几年各省市中考语文试卷对文言实词的

考查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五个注意”。 一、注意

文言实词以单音词为主的特点 文言实词以单音词为主，这与

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词为主有很大区别。例如《口技》：“

中间力拉崩倒之声”。这里的“中间”是两个词，意为“中

间夹杂”，不能理解为方位词“中间”。又如《桃花源记》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句中的“无”和“论”也是

两个词，意为“更不必说”，而今天的“无论”只是一个表

条件关系的关联词。可见，如果不把握文言实词以单音词为

主的特点，就会因在理解上失误而答错题。 二、注意文言实

词一词多义的现象 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现象很普遍。某一词

语在此处可以理解为这个意义，而在彼处又需要结合不同的

语境做其他意义来理解。例如，去，其常用义项有以下三个

：①离开。《石壕吏》：“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②

除去。《捕蛇者说》：“去死肌，杀三虫。”③距离。《为

学》：“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再如，道，其常

用义项有以下五个：①道义。《孟子》二章：“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②说。《桃花源记》：“不足为外人道也



。”③路。《陈涉世家》：“会天大雨，道不通。”④方法

、途径、措施。《马说》：“策之不以其道⋯⋯”⑤道理。

《出师表》：“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三、注意文言实

词古今异义的现象 文言实词里有一些词的古今意义有着明显

的不同，同学们复习时必须仔细分辨，切实了解它们意义上

的差别，否则“望古文而生今义，以今怀去体古情”，是要

出错误的。例如《孟子》二章：“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句中的“亲戚”是指内亲（即本族同姓的亲属，包括双亲在

内）和外戚（指外族外姓的亲戚）；而今义则专指跟自己的

家庭有婚姻关系或血统关系的家庭或成员，并不包括父母在

内。 四、注意把握文言实词词类活用的现象 词类活用是古汉

语中某些实词的特殊用法，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仅

初中课本里比较常见的就有“名词作状语”“名词活用为动

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动词活

用为名词”“使动”和“意动”等多种，非常复杂。如果不

了解这种现象，把握不好其活用的规律，不仅领会不了文章

的内容，反而会闹出笑话。例如：①“其一犬坐于前。”（

《狼》）句的的“犬”，是名词作状语，意为“像犬那样”

；②“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捕蛇者说》）句中

的“出”“入”都是动词活用为名词，意思是“生产的东西

”和“收入的东西”。 五、注意了解和掌握文言实词的通假

现象 所谓“通假”，就是文言书面语中借用音同、音近的字

来替代本字的现象。这种通假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遇上生

词，我们用本义、引申义、比喻义都解释不通时，就极有可

能是通假了。其实，通假是有规律的，只要掌握以下四条规

律，识别通假字也并不困难。 1. 双声通假。即借字和本字具



有相同的声母。例如《触龙说赵太后》：“没死以闻”中“

没”通“冒”，意思是“冒着”。 2. 叠韵通假。即借字和本

字具有相同的韵母。例如《伤仲永》：“日扳仲永环谒于邑

人。”“扳”通“攀”，意思是“牵着、引着”。 3. 同音通

假。既借字和本字的声母、韵母完全相同。例如《口技》：

“满坐寂然，无敢哗者。”“坐”通“座”，意思是“座位

上”。 4. 形近通假。既借字和本字的字形很相近。例如《曹

刿论战》：“小惠未，民弗从也。”“”通“遍”，意思是

“遍及、普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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