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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说明

一、古代汉语是中文专业的一门语言工具课。

二、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

三、本课程由文选、常用词、古汉语知识通论组成。

四、语言知识的选择，以必要、常用为准则，以词汇、语法为重点，以基础知识为主导。

文字部分

认识汉字的性质和构造，了解分析汉字形体构造对掌握词义的意义，掌握古今字、异体字、

繁简字的特点，熟悉汉字通假的两种情况。

汉字的形体构造

一、汉字的表意性质

二、传统的“六书”说

三、汉字的形体构造

古书中的用字现象

一、古今字

古代常常一字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音词或同源词，后代为了表达明确，便为其中的一个（或

几个）词另造新字，于是这种新体与原字之间便成为古今字。

二、异体字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义完全相同，只是字形不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替代的字，称为

异体字。

三、繁简字

由繁趋简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繁简字实质上也是一种异体字。



汉字的通假

一、通假是指在古汉语的书面语里，把已有的字作为音节符号，记录与之音同或音近的词的

方法。

词汇部分

了解古今词汇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能分辨古今词义的差异，尤其是同中有异；把握词的本义

和引申义；认识古汉语词构成的特点。

词的古义和今义

一、汉语词汇的新陈代谢，形成了古今词汇。词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词，也不断地淘

汰旧词；词汇的发展，不单是数量的增减，也表现为词义的发展演变，从而形成了古今词义。

二、古今词义异同的一般情况。

（一）古今词义基本相同的

（二）古今词义基本不同的

这类词数量多，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古今词义的差异。

1、词义程度上的差异

2、词义感情色彩上的差异

三、怎样辨析古今词义的差异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一、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本义是引申义的根据，引申义是本义的延伸。

二、本义的推求及其意义

1、推求本义可以根据汉字初形；也可以根据词义发展规律，从多义归纳比较中求得。两者

都需要有文献上的参证。

2、把握本义有以简驭繁、提纲挈领的作用。

单音词和复音词

一、古代汉语单音词

（一）单纯词

（二）复合词



语法部分

了解常用虚词的语法特点，掌握它们在相应结构中的主要用法。

一、文言虚词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

二、常用虚词

（一）之、其、者、所；

是、或、莫。

（二）曾、且、乃、非、勿、毋、弗。

（三）于（於）、以、为、与、因；

诸。

（四）而、则、虽、然。

（五）唯（惟）、盖、夫；

也、矣、乎、焉、哉；

欤（与）、邪（耶）、耳。

古代汉语常见的词类活用

（一）名词等活用为动词

1、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活用为动词；

2、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3、数量词活用为动词。

（二）使动用法

1、动词的使动用法；

2、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3、名词的使动用法。

（三）意动用法

1、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2、名词的意动用法。

区分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要把结构分析和句意结合起；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是古代汉语的

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三、名词用作状语：；（一）普通名词用作状语；1、表示行为的状态；；

2、表示行为的处所；；3、表示行为的凭依；；4、表示行为的身份或态度；（二）方位名词用

作状语；1、表示行为的处所；；2、表示行为的方向；（三）时间名词用作状语；“日”、“月”、



“岁”等时间名词用

区分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要把结构分析和句意结合起来。

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是古代汉语的一种特殊的动宾关系。使动用法通常表现为客观行动，动

词对宾语具有“使他（它）怎么样”的意思；意动用法则表现为主观意念，动词和宾语之间

具有“认为他（它）怎么样”的意思。

三、名词用作状语

（一）普通名词用作状语

（二）方位名词用作状语

（三）时间名词用作状语

句法部分

了解古今汉语句法结构的差异，重点掌握古代汉语特有句式，正确分析一般的句子结构，了

解特殊句式的发展情况。

判断句

一、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基本特点，主语与谓语之间一般不用判断词。

二、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常用格式。

三、判断句谓语之前加否定副词“非”，表示否定判断。

四、指示代词“是”用作判断句主语，不要误认为判断词。

五、判断词“是”的出现。

六、判断句的活用。

被动句

一、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是被动关系，即句子的主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不是谓语动词所表示

的行为的施事者，而是受事者。

二、古代汉语被动句的结构形式，同现代汉语比较，有共同之处，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以

主动的形式表示被动的内容，即所谓意念上的被动，这是古今汉语共同的表达方式。

三、古代汉语几种常见的被动表示法。

宾语前置

一、古今汉语的语序基本相同，但在特定结构中宾语常常置于谓语动词前。



二、几种常见的宾语前置句式。

音韵学部分

了解音韵学产生的原因和基本发展情况，重点掌握反切的注音方法，掌握《诗经》的用韵、

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的基本情况。掌握中古 36 字母、上古 32 字母和王力古韵 30 部。

综合运用部分

熟悉古代汉语常用工具书及其编纂体例，掌握查检工具书的方法；认识古书注解的意义，了

解古书注解的体例、方法和常用术语；明确标点古文是一项基本功，了解标点错误的原因及

其危害，掌握正确标点的方法；明了直译和意译，并在实践中能够运用古汉语知识进行较为

准确的对译。

工具书和工具书使用

一、古代汉语常用工具书

二、使用工具书的方法

古书的注解

一、古书注解的意义

二、古书注解的发展概况

三、古书注解的体例

（一）传注体

（二）义疏体

（三）集解体

四、古书注解的方法

五、古书注解的常用术语

六、古书注解的局限

七、能够从文献中辨识出注解的类型和注解术语

古文的标点

一、标点古书的意义

标点古书是学习古文的基本功之一。



二、标点错误的类型

三、标点错误的原因及危害

四、怎样正确地进行标点

古文今译

一、古文今译的意义

二、古文今译的方法

1、直译和意译

2、注意对文言词语的保留、增补、替换和调整

三、古文今译的标准――信、达、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