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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语文是中学的一门主要的课程。
组织好语文教学，使学生有一定的语言字修养，对他们提高思维、认识和表达能力无疑会有重要作用
，也为他们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
在基础教育中，人们注重语文教育，在中等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中，语文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这是很有道理的。
　　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是同课文讲授、语言文字基本能力训练相辅相成、密
切结合的。
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几位都是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在工作实践中，深知语文知识教学的重要性及所存在的
问题，也深感语文知识工具书的必要性。
中学语文，包括初中的和高中的，课本多达12册，6年讲授完，其中各种语文知识的介绍，一般是与课
文讲授穿插进行，跟语言文字能力训练同步安排的。
由于内容多时间长，语文知识教学就显得比较分散，比较零碎，使本身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受到损害
，有时会显得前后重复，有时又难免会有疏漏。
学生们在学习时，煞费苦心地记笔记、找参考材料，记忆、背诵，忙得不亦乐乎，而结果往往是事倍
功半，如果有本比较准确、系统地介绍语文知识的工具书，能供教师随时参考，又能为学生的预习、
复习、记忆提供便利，该会有多好啊！
这在促进语文教学逐步走向科学化方面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这本《中学语文知识辞典》。
　　这本辞典力求突出知识性、系统性、实用性的特点。
书中专门介绍中学语文的语言、文字、文学、阅读、写作等各方面的知识，以及文言文中涉及到的古
代文化常识，而不收录语言中一般的字和词语。
对于中学语文知识分门别类地收录、解释，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既可以查阅单个条目，又适于依序阅读。
我们从三个方面增强实用性：第一，本书针对性强，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编写，内容着眼于
中学生必备的语文知识，既不贪多求全，又不过于简单以至于缺漏。
解释力求简明、确当，有可读性。
第二，本书力求贯彻教学大纲，紧密配合现行中学语文课本，选词、释义、举例一般都以中学语文课
本为准，不标新立异，对于备课、备考有直接的帮助。
第三，本书的编写参照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开明出版杜、上海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的多种语文课本
，努力拓宽知识的涵盖面，尽可能满足使用不同版本的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需要。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就一本《中学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提出过三点意见：(1)既
是供学生用，就不要求全。
(2)不要搞花样。
(3)要在简明、精当上下功夫。
吕先生说得很精辟，对学生词典的编写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们在本书的编写中，自觉而努力地贯彻这几条原则。
如果这本书能给同行们带来方便，能在学生的语文学习中起到作用，那我们就算达到目的，就会感到
欣慰了。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一些前辈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参考了不少有关书籍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
在此，我们谨向给予我们帮助的前辈、同事以及参考用书的作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的韩敬体教授，百忙中抽时间为我们审读、修改书稿，我们向
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本书一定还会存在不少缺点，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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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辞典力求突出知识性、系统性、实用性的特点。
书中专门介绍中学语文的语言、文字、阅读、写作等各方面的知识，以及文言文中涉及到的古代文化
常识，而不收录语言中一般的文字和词语。
对于中学语文知识分门别类地收录、解释、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既可以查阅单个条目，又适于依序阅读。
    编者从三个方面增强实用性：第一，本书针对性强，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编写，内容着眼
于中学生必备的语文知识，既不贪多求全，又不过于简单，以至于缺漏。
解释力求简明、确当，有可读性。
第二，本书力求贯彻教学大纲，紧密配合现行中学语文课本，选词、释义、举例一般殾以中学语文课
本为准，不标新立异，对于备课、备考有直接的帮助。
第三，本书的编写参照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开明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的多种语文课本
，努力拓宽知识的涵盖面，尽可能满足使用不同版本的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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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说明词目分类目录  汉语知识    一、现代汉语知识    二、古代汉语知识    三、文言文及翻译  文学知
识    一、文学理论    二、文体知识    三、中国古代文学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外国文学  古代
文化常识  阅读知识  写作知识（附：口语表达）词目音序索引辞典正文  汉语知识  文学知识  古代文化
常识  阅读知识  写作知识(附：口语表达)附录  汉语拼音方案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标点符号用法  检字
法和常用字词典简介  容易读错的字  常用形似字举例  容易读错的成语  容易写错的成语  我国历史朝代
公元对照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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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句子成分]　句子的组成成分。
构成句子的词语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按照不同的结构关系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组成成分。
汉语句子的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
这些句子成分可以由单个的词充当，也可以由短语充当。
如：“红领巾们捡垃圾。
”“实验小学的红领巾们在人民公园捡垃圾五百多斤。
”这两个句子都是主谓句，都有主语和谓语。
　　不过前一例的主语是由名词“红领巾们”充当的，谓语是由动词“捡”和宾语“垃圾”充当的。
后一例的主语则是由名词“红领巾们”和定语“实验小学的”充当，谓语由动词“捡”、宾语“垃圾
”、状语“在人民公园”和补语“五百多斤”充当。
这个句子的成分可以用下面两种线条符号标示出来：（实验小学的）红领巾们[在人民公园]捡垃圾〈
五百多斤〉。
或：(实验小学的)红领巾们‖[在人民公园]捡垃圾〈五百多斤〉(参看“图解法”)。
　　[主语]　谓语陈述的对象。
表示谓语说的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物，能回答“谁”、“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位置一般在谓语的前边，可以由词或短语充当。
如：“山朗润起来了。
”(朱自清《绿》)“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
”(叶圣陶《苏州园林》)　　[谓语]　对主语加以陈述的部分。
说明主语“怎么样”或者“是什么”。
位置一般在主语之后，常常由动词、形容词或动词、形容词性的短语充当。
如：“比赛开始了。
”“形势十分严峻。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五项决议。
”目前，语法学界对谓语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谓语只是谓语部分的中心词，如：谓语部分是“坚决克服”，“克服”是谓语；谓语
部分是“打得狼狈不堪”，“打”是谓语。
只有在找不出中心词的情况下，谓语才等同于谓语部分。
另一种意见认为，谓语就是主谓句的后一部分。
如果谓语是短语，再分析这个短语的结构关系，但这是谓语内部的分析。
　　[宾语]　受动词支配的成分。
表示动词关涉的人或事物。
位置一般在动词谓语后面，常由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
如“竺可桢用红笔写了一段日记。
”(白夜、柏生《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这时蔡老师援助了我。
”(魏巍《我的老师》)时，一个动词谓语后面会带上两个宾语，称为双宾语(参看“动宾短语”)。
　　[定语]　名词前面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分。
表示人或事物的性状、数量、所属等。
一般由各类实词或各类短语充当。
如：“(中国)人民努力建设(伟大的)祖国。
”(名词、形容词充当定语)“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动宾短语充当定语)在书面语里，代词前也可以有定语。
如：“(还穿着棉袄的)他，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
”在有些句子中，两个以上的定语共同修饰一个中心语，这些定语彼此不能构成任何短语，是分别递
加在中心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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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定语叫递加定语。
如：“(中国)人民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
”“战胜困难”和“极其丰富”两者不能构成短语，而是分别修饰“经验”的。
递加定语和短语充当的定语　　不同，短语充当的定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修饰中心语的。
　　[递加定语]　见“定语”。
　　[状语]　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分。
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时间、处所或性状的程度等。
一般由副词、形容词、表时间和方位的名词以及介宾短语等充当。
如：“弼时同志的生活[十分]朴素。
”(李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副词充当状语)“祖冲之[勇敢地]进行了辩论。
”(《祖冲之》，形容词充当状语)“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
”(冰心《小橘灯》，介宾短语充当状语)状语在句子中的位置非常灵活，常常可以放在全句之前。
如：“。
［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
”(郑振铎《猫》)在有些句子中，两个以上的状语共同修饰一个中心语，这些状语彼此不能构成任何
短语，是分别递加在中心语上的。
这样的状语叫递加状语。
如：“我[今天][在办公室里][又][详细地]看了一遍。
”“今天”、“在办公室里”、“又”、“详细地”彼此不构成短语，而是分别修饰“看”的。
递加状语和短语充当的状语不同，短语充当的状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修饰中心语的。
　　[递加状语]　见“状语”。
　　[补语]　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的补充说明成分。
表示动作的情况、结果、数量、趋向、处所以及性状的程度等。
经常由形容词、副词和介宾短语等充当，有时前边要用结构助词“得”。
如：“我们坚决把敌人消灭〈干净〉。
”(补语表结果)“他讲了〈三遍〉。
”(补语表数量)“大家等了〈半天〉。
”(补语表时间)“同学们把书掏〈出来〉。
”(补语表趋向)“王先生颤抖得〈厉　　害〉。
”(补语表程度)“雷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补语表处所)动词后面可以带补语，也可以带宾语，区别时主要是看它们各自和动词的结合关系。
补语是补充说明动词的，宾语是受动词支配的。
补语一般不能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而宾语多是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
　　　　[联珠]　修辞手法之一。
用上一句的结尾作下一句的开头，使相邻的两个句子首尾蝉联、上递下接。
也叫顶真。
主要有三种类型：(1)以词顶词。
如：“竹叶烧了，还有竹枝；竹枝断了，还有竹鞭；竹鞭砍了，还有深深埋在地下的竹根。
”(袁鹰《井冈翠竹》)(2)以短语顶短语。
如：“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鲁迅《祝福》)(3)以句子顶句子。
如：“咱们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就来得越多；老百姓来得越多，咱们的力量就越大；咱们的力量越大
，往后的事也就越多。
”(欧阳山《高干大》)联珠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承接关系和事理之间的因果关系。
运用联珠状物叙事，语势贯通；运用联珠议事说理，能揭示事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运用联珠要注意事物内部是否有衔接关系，切忌生拼硬　　奏，搞文字游戏。
　　[回环]　修辞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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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的词语一顺一反排列，成为循环往复的形式。
如：“毛竹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不向残暴低头，不向敌人弯腰。
”(袁鹰《井冈翠竹》)又如：“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回环的特点是循环往复，适于表现两种事物或事理间的相互关系。
回环和联珠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在首尾蝉联、上递下接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回环要求循环往复，联珠则不要求。
　　[飞白]　修辞手法之一。
故意把一个常用词语用错，或把一句普通的话说错，以达到某种效果。
如：“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
，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
”(鲁迅《阿Q正传》)例中的“柿油党”是“自由党”之误，因未庄人不了解什么是自由党，才以讹
传讹，说成“柿油党”。
作者这样写，显得非常真实。
恰当运用飞白，可使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
　　[移用]　修辞手法之一。
把描叙甲事物时惯用的词语用来描叙乙事物。
如：“建筑也是新式，简截不啰嗦，痛快之至。
”(朱自清《威尼斯》)“简截不啰嗦”、“痛快”本指说话写文章直截了当、爽快，这里用来形容建
筑物，既写出了建筑物结构简洁明快，又写出了这种结构给人的主观感受。
移用是临时改变词语的搭配关系，能引起人们的联想，起到一种耐人寻味的修辞效果。
　　[讳饰]　修辞手法之一。
把有所顾忌而不愿说或不敢说的话改用另一种说法来代替。
如：“她有时感觉到女儿女婿实在并没有‘那个’，会有一天，搭，搭，搭，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
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
”(叶圣陶《夜》)句中的“那个”指被枪杀，老妇人不忍心说出来，只好用“那个”来代替。
讳饰主要用宋代替不愉快的或羞于启齿的事，有　　时也用来代替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事。
　　　　[诗歌]　文学作品的一大类别。
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丰富的想像、凝练的语言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
神世界。
一般分行排列。
写诗运用形象思维，多采用比兴、拟人、夸张、比喻等艺术手法。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优秀作品极为丰富。
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及无数诗人的作品。
按表达方式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形式可分为格律诗、自由诗和民歌体。
　　[叙事诗]　诗歌的一种。
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作者在状写描绘人物、情节和环境中抒发浓烈的思想感情。
如史诗、故事诗、诗剧等。
古代叙事诗如自居易的《琵琶行》，现代叙事诗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抒情诗]　诗歌的一种。
通过直接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多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
抒情诗的主人公往往就是诗人自己，其结构也是按诗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安排的。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陈毅的《梅岭三章》、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优秀抒情诗。
　　[自由诗]　诗歌的一种。
段数、行数、句数、字数没有固定的规格，但要有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
节奏是口语的自然节奏，韵脚可以自由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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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
我国五四以来流行这种诗体，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著名的自由诗。
　　[格律诗]　诗歌的一种。
是唐以后诗人广泛运用的诗体。
字数、句式、对偶、音韵都有一定规律。
古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就是格律诗。
词、曲每调的字数、句式、押韵都有一定的规格，也属于格律诗，但在历史发展中，词、曲已独立自
成一体。
欧洲的十四行体诗也是格律诗。
　　[散文诗]　以散文形式写出来的诗，兼有诗歌和散文的特点。
篇幅短小，语言精美，有诗的意境、韵味和节奏感，但像散文一样分段，不分行，也不必有整齐的韵
脚，句子整散不一，呈现一种参差错落之美。
鲁迅的《野草》是著名的散文诗集。
　　[小说]　文学作品的一大类别。
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它容量较大，很少受时间、空间限制。
中国小说渊源于古代神话传说，经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和五四以来的现
代小说等发展阶段。
按其篇幅长短和内容广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等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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