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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训诂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19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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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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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产为相,市不豫贾。

豫:欺诈。

2.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

亦以为不如也。”

贺:祝贺。

3. 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与:举。

4.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 共怜时世俭梳妆。

俭:俭约。

5.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

壹:决定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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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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训

7. 递训

8. 谓之

9. 谓

10. 读破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7 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1. “训”就是　 　 　 ,“诂(故)”就是　 　 　 ,“训诂”就是　 　 　 。

12. 学习和研究训诂应掌握三个基本观点:一是　 　 　 ;二是　 　 　 ;三是　 　 　 。

13. 古人将汉字字形的构造归纳为六种,即所谓 “六书”,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转注,六曰假借。

14. 《周礼·地官序官》注云:“种谷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其训诂的方式为　 　 　 。

15. 训诂专著《尔雅》今传十九篇,其中　 　 　 、　 　 　 、　 　 　 是解释古代一般词语的;《释亲》

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古代名物的解释。

16. 许慎的《说文解字》,该书凡十四卷,并叙目为十五卷,每字的解说,大体包括 　 　 　 、

　 　 　 和　 　 　 三项。

17. 王念孙、王引之世称高邮王氏父子,其四部主要著作为高邮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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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

。

19. 亡国之音哀以思
∙

,其民困。

20. 鹿独
∙∙

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21. 武烈太子偏能写真
∙

,坐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

22.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 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
∙

不数人。

23. 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
∙

矣。

24. 东效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
∙∙

如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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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

。

26. 寺前古槐,仅
∙

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

27. 赤帝女曰瑶姬,未行
∙

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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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王逸

29. 杨雄

30. 郭璞

31. 孔颖达

32. 李善

33. 顾野王

34. 释行均

35. 朱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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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经典释文》

37. 《广雅》

38. 《诗词曲语辞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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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楚辞·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其中“雷

渊”一词,王逸注为“雷公之室”,洪兴祖引《山海经》谓“雷泽中有雷神,龙头而人身”。 然

而雷公、雷神云云,与上文的“旋入”及下文的“靡散而不可止”完全连不起来,王、洪之说殆

未得其朔义。 今从语源上考察,雷渊盖即回渊。 古“雷、回”通用,如《楚公逆镈铭》之“吴

雷”,《史记·楚世家》作“吴回”,即其证。 又《说文》雨部:“靁,阴阳薄动靁雨生物者也。

从雨;畾象回转形。”段注:“凡古器多以回为靁。”章太炎《文始》:“畾声之字,音义皆取诸

回。”“回、渊”义相比类,《说文》:“渊,回水也。 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 段注:

“颜回字子渊。”《说文》□部:“回,转也。 从□,中象回转之形。”要之,“雷渊”即“回渊”,回

渊也者,即一潭旋转之水也,此种水最易溺人,即使最善游泳者,倘一旦没于回水之中,亦将

回旋而下不复得救。 旋入雷滞之旋,正与回水相呼应,弥足证明雷渊即回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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