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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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积财,则民臣必匮乏于下;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

怨:怨恨。

2.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辰良:即良辰。

3.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

微闻:略略听到。

4.小娘子成长,忘我矣! 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

停:人名。

5.师弹指一声云:“会不?”云:“不会。”

会: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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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本大题共12小题,每空1分,共20分)

6.清代训诂大师俞樾,始撰   一书,櫽括古书异例凡   例,可谓集大成之作。

7.训诂学的作用,大体上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二、   ,三、指导辞书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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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训诂的条例有三:一曰   ,二曰   ,三曰义训。

9.《释名》:“沦,伦也,水之相次,有伦理也。”此为   的训诂方式。

10.出现于秦汉之际的   一书,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

1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一个字的解释,大体包括   、   和   三项。

12.清代汇释虚词的工具书,有刘淇的   和王引之的   。

13.清代对《广雅》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的《广雅疏证》、又《补正》,   的《广雅疏义》。

14.清代训诂大师   所著《周礼正义》,为经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训诂学的集大成之作。

15.近人张相的《   》一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唐宋元明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作了较为系统

的考释研究。

16.谓和谓之不同:使用谓之时,被释的词放在谓之的   ;使用谓时,被释的词放在谓

的   。

17.“跋扈”是一个   ,亦作“拔扈、抪 、 扈”,其义犹言强梁、霸道也。

三、解释下列训诂术语(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18.义训

19.对文

20.犹

21.读破

22.递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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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鹿独
踿踿

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鹿独:

24.乐府诗《妇病行》:“行当折摇,思复
踿

念之。”

复:

25.沛令闭城,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
踿

高祖。

保:

26.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踿
。

僵:

27.阴沉天气连翩醉,摘索
踿踿

花枝料峭寒。

摘索:

28.狼 民与汉人交关
踿踿

,长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与恶。

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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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牧童向日眠春草,渔父隈
踿

岩避晚风。

隈:

30.臣愿披心腹,堕
踿

肝胆。

堕:

31.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踿踿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依依:

32.我才不及卿,乃觉
踿

三十里。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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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翟灏

34.方以智

35.顾炎武

36.王筠

37.颜之推

38.陆德明

39.吕忱

40.裴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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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42.《读书杂志》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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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史记·屈原列传》:“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

也。”按: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均属同义连文之例,倦极的极也应是疲倦之义。《广雅·释

诂》:“疲、惫,极也。”是极有疲惫的意思。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胸喘肤汗,人极马倦。”极、

倦对文,是极亦倦也。殷芸《小说》:“晋明帝为太子,闻元帝沐,上启云:‘伏闻沐久劳极,不

审尊体如何?’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极也。’”“不极”的极,一本作“劳”,明极有劳义,而劳、

倦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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