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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词类活用，是指一个词在
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改变词性
而作另一类词使用。词类活用是文
言文中重要的特殊现象，它和文言
文句式一起，构成了文言文阅读中
的两个难点。因此必须了解并学会
推断，否则，会影响对一些句子的
理解。

很多学生遇到词类活用就犯
迷糊，有些老师在教学时又将词类
活用分了很多类，增加了学生理解
的难度，其实，词类活用并不复杂，
下面，就个人管见，结合文言文句
子，谈谈如何巧妙地把握词类活
用。

一.结合语法，掌握词类活用。
常见的活用现象主要有4种：

作状语、作动词、作名词、使动或意
动用法。这四种活用都和句子结构
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把握常见
的句子结构。

句 子 成 分 ：（ 定 语） 主 语
「状语」 谓语（定语） 宾语

词性 ：（形容 词） 名 词 / 代 词
副词、介宾短语动词 名词/代词

通过句子结构，我们可以发现
以下3个规律：

①形容词置于名词和代词前，
副词或介宾短语置于动词前，起修
饰作用，构成偏正短语。

②名词置于动词的前后，构成
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名词置于介
词后，构成介宾短语。

③动词一般出现在名词前面
或后面以及状语的后面。

所以，当有些部位的词性确定
下来后，前后位置的词性也基本确
定了。若有些部位的词性不符合结
构要求，活用就发生了。

二.结合活用现象，掌握词类
活用。

1.活用为状语：
状语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表动作行为的特征状态，多表示比
喻：像……一样；表动作行为的对
待态度：像……一样；表动作行为
所凭借的工具和方式：用……，拿
……，把……，凭借……，依据
……；表动作行为的时间；表示动
作行为的处所。

例：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
括四海之意。《过秦论》

解析：文言中，动词之前的成
分按原来的词性或解释翻译不通，
考虑是否活用为状语。加点字解释
为名词均不通，活用为状语。

2.活用为动词：
例1：范增数目项王。《鸿门

宴》
解析：名词（代词）前后的成分

按原来的词性或解释翻译不通，考
虑是否活用为动词，“目”解释成原
来的词性显然不对，应该活用为动
词。

例2：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
址。《游褒禅山记》

解析：副词后面和状语（介宾
短语）前面的成分按原来的词性或
解释翻译不通，考虑是否活用为动
词。副词后面跟动词符合现代汉语
习惯，状语（介宾短语）的前面为什
么也是动词呢？因为文言文中的特
殊句式“状语后置句”，所谓后置，
就是状语调到了动词后面，所以，
在文言文中，状语的前面往往是动
词或动词短语。“舍”解释为“建房
子”。

例3：足之所履。《庖丁解牛》
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

又一月耳。《五人墓碑记》
沛公欲王关中。《鸿门宴》
解析：有些结构对词性有特殊

的要求，如“所”“者”字结构、能愿
动词后、连词“而”字前后应该加动
词。第一个是“所”字结构，该结构
中，“所”加动词构成名词短语，
“者”字结构也一样。第二个例句
中，“而”做连词表前后关系时，常
见的有：表并列；表递进；表承接；
表转折；表修饰，连接状语与中心
语。除了修饰关系前后词性不一样
外，其他几种关系下，词性应该相
同。此处的“而”表承接关系，“葬”
是一个动词，“墓”翻译成名词不
通，活用为动词。第三个例句中，
“欲”是能愿动词，后面应该跟动
词。

3.活用为名词：
例：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

也。《师说》
解析：文言中，动词前后，形容

词、表归属的代词后，数词后，介词
后出现的词语按原来的词性翻译
不通，考虑是否活用为名词。“学”
是动词，“小”解释为形容词显然不
通，应该解释为名词“小的方面”。

4.使动或意动：
例：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

宴》
解析：谓语一般由主语实施，

但在古汉语中，谓语由宾语实施或
表宾语的属性，考虑是否使动或意
动。例句中，是“之”所代的“项伯”
活，而不是主语“臣”活下来了，所
以，可以考虑使动或意动用法。

在理解词类活用时，我们没有
必要搞清这种活用发生在哪两个
词性之间，只要结合语法和短语结
构加以分析，就能知道活用发生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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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很多学生遇到词类活用就犯迷糊，有些老师在教学时又将词类活用分了很多类，增加了学生理

解的难度，其实，词类活用并不复杂,本文就结合文言文句子，谈谈如何巧妙地把握词类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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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把握文言文中的词类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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