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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是公认比较难的一门。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家对古代

汉语比较生疏的缘故，首先是满纸的繁体字，令人气闷；其

次，即便字字都认识，古汉语的语法规则现现代汉语也很不

一样，理解起来同样有困难。随便说说我对古代汉语的看法

： 绪论很重要。绪论里说明了，课程的目标是将古代汉语作

为一门语言来学。学习古代汉语，不是为了学习其中的文选

（文选的学习，有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而是要通过这

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基本掌握古代汉语。最好的检验方法，

就是能否读懂浅显的古代汉语。 试题中的标点题、翻译题，

都是用来检验是否真的掌握了古代汉语。很多人害怕这类题

型，我想是因为没有真正掌握的缘故。真正掌握了古代汉语

，断句、通读，都不应该成问题。找些旧版的线装书来读读

，可能是个不错的方法。 百考试题自考站，你的自考专家！ 

古代汉语多单音节的词，与现代汉语的差别很大。学习的时

候，一定要落实到字，尤其是作为实词的字，每一个字的意

思是什么？在句子中的充当什么成分？ 繁体字难不难？如果

了解很少，相当于面对一种新的语言，当然是很难的。要克

服这一点，好象没有什么捷径，只能靠大量的感性认识，也

就是说，一个一个的去认识。这一关一定要过，没有办法的

事情。当你认识的繁体字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就能逐渐领悟

到繁体字作为一个系统的内在规律（未必十分严格），也就

是说，简体字转为繁体时，是可以类推的重要的说明：由于



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些失误，这种繁简对应并不是一一对

应的，比如说“鸡”、“汉”里面都有字符“又”，但它们

所对应的繁体字符是不同的；另外，同一个简体字字形，可

能对应着不同的繁体字（也就是说，由不原本不同的繁体字

简化而来），如“复”字在不同的意义上对应着两个繁体字

“”和“”。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理解加硬记

。好在教材里涉及到的这类繁简转化问题并不多。 古汉语里

的通假字让很多人头疼。其实有一个诀窍，同音通假特别多

。要记住一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有很多字（或者说音）

是没有汉字形式的，所以只能用同音字来表示。然后再由于

古音语音的变化，有一些同音通假后来也不同音了（如“凭

”和“冯”。它们的繁体字形是相似的），对于这类，还是

要花一些工夫去记忆。 “六书”里面，转注可以不谈，假借

也已经单列出来，真正容易弄混淆的是会意和指示。区别它

们，只需要注意一个区别：会意字的组成部分，本身都是形

符或字符；指示字的组成部分里面，起指示作用的只是抽象

符号（笔划）。 把“字”这个字单列出来谈一下。“字”是

一个会意字。上面的“宀”是象形的，象子宫之形，下面的

“子”也是象形的，象婴儿之形。所以两部分组合起来之后

，就表示孳乳、养育之义。“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子”

在其中既表示部分意义，也表声。由养育之义，又引申到字

符的“字”，因为字也是可以相互孳乳，越来越多的。 由于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不同，所以很多内容很难精准的

翻译出来。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找译文。读古代汉语，

其中的意思要慢慢体会，不要去读译文。否则你学到的还是

现代汉语，不是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这套教材的水平很高，



能读到这么好的教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必因为太难

而烦恼。这套教材比旧的三册版的教材在难度上已经降低了

不少。真正有志于学习古代汉语的人，还应该把旧版的教材

找出来读一读。 假如对于汉字学有一些了解的话，读古代汉

语时会觉得难度并不大。古人用字，都是有道理的，了解了

字的本义，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大有帮助。 我们往往会注意到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异的部分，但不妨反过来多多关注古

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近的部分，毕竟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

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相同部分还是很多的。这样做的好处

是能够培养对古代汉语的亲近感，有了亲近感，就会有兴趣

，难度也就不知不觉的变低了。 成语由于语言形式固定，保

留了很多古代汉语里的语法规则、字义等，仔细琢磨成语，

对于学习古代汉语有很大帮助。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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