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知识 

文言句式 

 

文言句式包括一般句式和特殊句式。一般句式由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和疑问句构成；

特殊句式主要有主谓倒装句、宾语前置句、状语后置句和定语后置句。 

一、一 般 句 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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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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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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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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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 动 句 

所谓被动，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也就是说，主语是位于动词所表示

的行为的被动者、受害者，而不是主动者、实施者。 

（1）有标志的被动句 

①用“为”或“为......所.....”表被动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被天下人嘲笑） 

“（巨）偏在远郡, 行将为人所并。”（《资治通鉴》） 

②用“被”表被动 

 “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忠心却被别人诽谤，能不怨恨吗？） 

③用“见”或“见......于......”表被动 

  “……徒见欺”（……白白地被欺骗）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④用“于” 或“受......于......”表被动 

 “不能容于远近。” （张溥《五人墓碑记》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资治通鉴》 

（2）无标志 

      这种情况是指没有被动词的被动句。如：“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资治通鉴》）

这里的“逼兵势”是“被兵势所逼”的意思。 

    【注意】： 

“见”有一种特殊用法和表被动的“见”的形式很相近，如“冀君实或见恕也”（《答司

马谏议书》），但这里的“见”不表被动，它是放在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偏指一方，“对自

己怎么样”的客气说法，像现代汉语中的“见谅”等都是此种用法，后面要举例详细讲。 

      3.省 略 句  

（１）主语的省略 

   永州之野产异蛇，（蛇）黑质而白章…… 

    （２）谓语的省略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３）动词宾语的省略 

   以相如功大，拜（之，指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蔺相如列传》 

（4）介词宾语的省略 

   此人一一为（之）具言所闻 

    （5）介词的省略 

   将军战（于）河北，臣战（于）河南 

4．疑问句  

文言疑问句，一般都有疑问词，疑问词包括疑问代词（谁、何、曷、故、安、焉、孰等），

疑问语气词（乎、诸、哉、欤、耶等）以及疑问副词（岂、独、其等）。有时也不用疑问词。 

另外，还有些表示反问的习惯用法。这里不举例子讲解。 

二、特 殊 句 式  

一、倒装句：所谓倒装，是比照现代汉语习惯说的，与现代汉语的语序不符合的，我们

称之为倒装。 

倒装类型：1）、主谓倒装、 2）、宾语前置 、3）、定语后置 、 4）、状语后置 

1.主谓倒置  

为了强调谓语，有时将谓语置于主语之前。这仅仅是因为语言表达的需要。 

甚矣，\汝之不惠（慧）！（《愚公移山》）      译文：“你太不聪明了” 

2.宾语前置  

（1）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  

格式：主十否定词【不、未、无、莫、毋、弗】十宾【余、吾、尔、自、之、是】十动 



秦人不暇自哀（《过秦论》）      译文：“秦人来不及哀叹自己”。 

从上面的例句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定句中宾语代词前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

一，宾语必须是代词。第二，全句必须是否定句，即必须有否定副词“不、未、毋(无)”等

或表示否定的不定代词“莫”。代词宾语要放在动词之前否定词之后。 

   （2）疑问句中代词宾语前置  

①宾语在动词前面 

格式：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动？ 

良问曰：“大王来何操？”《鸿门宴》    译文：“张良问公道：‘大王来的时候拿了什么？’” 

②宾语放在介词前面 

格式：主十宾【谁、奚、胡、何、曷、安、恶、焉】十介十动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蟹龙说赵太后》）译文：“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站住脚呢？” 

（3）陈述句中介词宾语前置 

格式：宾十介十动 

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叶公好龙》）  译文：“用钩子来画龙，用凿子来雕刻龙” 

（4）用“之”、“是”作标志的宾语前置 

格式：主十宾十之（是）十动 

夫晋，何罪之有？（《烛之武退秦师》） 译文：“晋国，有什么罪过呢？” 

（5）“相”字解释为“动作行为偏指一方”时，可译为“我，你，他（她）”，这时“相”是

作宾语放在动词谓语之前，翻译时放在动词谓语的后面。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孔雀东南飞》）译文：“我已经对她没有情义了，决不会答

应你” 

（6）“见”字解释为“动作行为偏指一方”时，可解释为“我”，这时“见”是作宾语

放在动词 

谓语之前，翻译时放在动词谓语的后面。 

府吏见丁宁（《孔雀东南飞》）      译文：“（我回来时）府吏叮嘱我” 

（7）方位词、时间词作宾语时，有时也前置 

亚父南向坐（《鸿门宴》           译文：“亚父范增面向南坐着” 

3.状语后置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中状语置于谓语之前，若置于谓语之后便是补语。但在文言文中，

处于补语的成分往往要以状语来理解，即翻译时大多数时候要提到谓语前面去翻译  

（1）格式：动十以十宾 

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张衡传》）    译文：“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状来装饰” 

（2）格式：中心词十定语十者 

求人可使报秦者。（《廉颇蔺相如列传》）译文：“寻找可以出使秦国回来复命的人” 

（3）格式：形十于十宾 

长于臣（《鸿门宴》）           译文：“（他，指项伯）比我长（大）” 

4.定语后置 



在现代汉语中，定语是修饰和限制名词的，一般放在中心词前，这种语序古今一致，在

文言文中，除此情况外，也可以放在中心词后。定语放在中心词后面，用“者”煞尾，构成

定语后置的形式。那么，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把后置定语提到中心词前面去翻译。 

（1）格式：中心词+之+定语+者 

石之铿然有声者。（《石钟山记》       译文：“铿然有声的石头” 

（2）格式：中心语+之+定语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劝学》）   译文：“蚯蚓没有尖利的爪牙和强健的筋骨” 

（3）格式：动十于（乎，相当“于”）十宾 

使归就求救于孙将军（《赤壁之战》）     译文：“让他回去向孙将军求救” 

（4）格式：中心语+而+定语+者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与？（《五人墓碑记》） 

译文：“能够不改变自己志向的官员，普天之下，有几个人呢？” 

（5）数量词做定语多放在中心词后面。格式：中心语十数量定语 

一食或尽粟一石（《马说》）        译文：“吃东西有时能吃完一石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