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5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训诂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1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辨识下列各题解释的正误(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涂“A”,错误的涂“B”。

1.强自取柱,柔自取束。

柱:断,折断。

2.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哀思:哀念。

3.解为人静悍。

静悍:沉静而勇悍。

4.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倦极:疲劳极了。

5.日暮,所击杀者无虑百十人。

无虑:大概,大略。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解释下列训诂术语(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6.对文

7.反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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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貌

9.当作 当为

10.推原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8小题,每空1分,共20分)

11.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代表作是   。

12.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辞书类的训诂专书,主要有   、   、   。

13.《说文句读》是清代训诂学家   的代表作。

14.复文是一种古书异例,其中同义字复用,有   复用者,亦有   复用者。

15.关于训诂学的作用,大体上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二、   ,三、   。

16.杨雄所撰《法言》、《太玄》,为哲学著作,其语言学著作有   、   。

17.校勘是校正古书中   、   、   、   等错误的一种学问。

18.析言又称对文、对言,浑言又称   、   、   、   。训诂中用这两个术语来说

明近义词的通别。

四、解释下列句子中带点的词(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9.莺能歌子夜,蝶解
踿

舞宫城。

20.俄而柳
踿

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

21.惭踿
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

22.臣愿披心腹,堕
踿

肝胆。

23.臣闻圣主言问
踿踿

其臣,而不自造事。

24.吉日兮辰良
踿踿

,穆将愉兮上皇。

25.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踿
。

26.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
踿

五、六岁。

27.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
踿踿

有异?

28.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
踿

不数人。

五、写出下列训诂学家的主要著作(本大题共8小题,每小题1分,共8分)

29.俞樾

30.方以智

31.张揖

32.陆德明

33.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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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张相

35.胡三省

36.孔颖达

六、写出下列著作的作者及主要内容(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4分,共12分)

37.《释名》

38.《经典释文》

39.《说文解字注》

七、试对下文所运用的训诂方法作出具体分析说明(本大题15分)

40.《孟子·梁惠王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怨与旷形成对文,旷有幽独义,则怨字也应该是

幽独义。……又考刘向《新序》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以与《孟子》相较,证明怨女

就是幽女,怨字确有幽独义。又考《楚辞·九叹·愍命》:“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湖之畔无

隐夫。”怨与隐形成对文,则怨字当有隐义,而隐义与幽独义是相通的。又《荀子·哀公篇》:

“富有天下而无怨财。”杨倞注云:“怨,蕴也。”蕴乃蕴闭之义,蕴闭与幽隐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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