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下）期末专项总复习——文言文阅读三 

农夫与行者 

道旁有甫田，农夫耕之，数息而后一锄。行者见而曰：“甚矣，

农之惰也！田且甫矣，数息而后一锄，将终岁无能为乎！”农夫闻之，

招行者曰：“余将老于农矣予，而莫知所以耕，子可示我以耕之道乎？”

行者于是解衣下田，一息而数锄，一锄尽一身之力。未及移时，而气

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声，且仆于田。徐谓农夫曰：“今而后知耕

之难也！”农夫曰：“耕曷难乎？子之速耕者，殆难也。夫子一息而

数锄，则作者常少，而辍者常多；余数息而一锄，则作者常多，而辍

者常少。以其所常多者，较其所常少者，以其所常少者，较其所常多

者，孰为速而孰为迟乎？孰为逸而孰为劳乎？”行者服而退。 

1.下列句中的“而”字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农夫耕之，数息而后一锄 而：才。 

B.余将老于农矣，而莫知所以耕 而：可是 

C.一息而数锄，一锄尽一身之力 而：就。 

D.行者服而退 而：却。 

2.翻译文中划线的句子。 

①甚矣，农之惰也 

                                                              

②孰为逸而孰为劳乎 

                                                             

[来源:学科网 ZXXK][来源:学.科.网] 

3.故事里的过路人，他不懂得种田的规律，没有正确分析广大田地和



人的有限体力之间的矛盾。这则寓言告诉我们                                                              

                                                     。 

 

一钱莫救 

一人性极鄙啬，道遇溪水新涨，吝出渡钱，乃拚命涉水，至中流，

水急冲倒，漂流半里许。其子在岸旁，觅舟救之。舟子索钱，一钱方

往，子只出五分，断价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际，回头顾其子大呼曰：

“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 （《广笑府》） 

1.解释文中加粗的字。 

吝：                      涉：                  

许：                      索：                  

2.翻译划线句子。 

                                                             

3.评价文中的父与子。 

                                                             

                                                             

4.你认为舟子的做法对吗？请说说你的看法。 

                                                             

                                                             

 

不责僮婢 

唐临性宽仁，多恕。尝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馀衣，



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

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

之。”终不扬其过也。 

阳城尝绝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迎之，奴未

醒，乃负以归。及奴觉，谢罪。城曰:“寒而饮，何害也!” 

1.解释。 

(1)尝:                    (2)向:                     

(3)扬:                    (4)过:                    

(5)易:                    (6)负:                    

2.翻译。 

终不扬其过也。 

                                                                  

3.你赞同唐临、阳城的做法吗?为什么? 

                                                               

                                                               

 

于令仪不责盗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①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富裕。一夕，

盗入其家，诸子禽之，乃邻舍人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②，何苦

而为盗耶？”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

于令仪如其所言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尔贫甚，夜

负十千③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惭，卒为良



民。（摘自《渑水燕谈录》） 

【注】①市井：指做生意。②寡悔：很少做对不起自己的事。③十千：

指十贯铜钱。 

1.下列各句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诸子禽之 禽：通“擒”，抓获  

B.汝素寡悔 素：一向，平时 

C.问其所欲 欲：欲望  

D.卒为良民 卒：最终 

2.请将文中画线句子“尔贫甚，夜负十千③以归，恐为人所诘”翻译

成现代汉语。（3 分） 

                                                             

3.请简要概括于令仪的性格特点。（2分） 

                                                             

                                                             

[来源:学科网] 

于令仪不责盗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①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富裕。一夕，

盗入其家，诸子禽之，乃邻舍人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②，何苦

而为盗耶？”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

于令仪如其所言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尔贫甚，夜

负十千③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惭，卒为良

民。（摘自《渑水燕谈录》） 

【注】①市井：指做生意。②寡悔：很少做对不起自己的事。③十千：



指十贯铜钱。 

1.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每句标一处。(2分) 

（1）盗 入 其 家 

（2）恐 为 人 所 诘 

2.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1) 汝素．寡悔：                         [来源:Zxxk.Com] 

(2) 问其所欲．：                         

(3) 既去．，复呼之：                          

(4) 卒．为良民：                        

3.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或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3

分） 

A.诸子禽之 忘路之远近 

B.乃邻舍人子也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C.迫于贫耳 苛政猛于虎也 

D.得十千足以衣食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4.请将画线句子“尔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翻译成现代

汉语。（4 分） 

                                                                       

5.阅读了本文后，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请简要阐述。（4 分） 

                                                             

                                                             

 



答案 

农夫与行者 

1.D 应为表修饰关系的“地” 

2.①你这个农夫啊太懒了！②哪一个轻松哪一个疲劳呢？[来源:学科网 ZXXK] 

3.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尊重科学，不可急躁冒进。

同时还告诉我们“看事容易做事难”的道理。 

一钱莫救 

1.吝啬 渡水 表约数 寻找 

2.商议价格很长时间，但还没有定下来。 

3.父与子既吝啬又愚蠢。 

4.舟子不讲情谊，只认金钱。 

不责僮 

1.曾经  刚才  张扬  过错  交换  背 

2.(唐临)始终没有张扬家僮的过错。 

3.示例①:赞同，他们二人为人宽厚，善于待下，这是一种美德。 

示例②: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是对下属的纵容，容易导致下属再次

犯错。 

于令仪不责盗 

1.C 

2.译文：你太穷了，晚上背着十贯铜钱回家，恐怕会被人责难的。 

3.宽厚大方，处处为别人着想。 

于令仪不责盗 



1.（1）盗 ／ 入 其 家 （2）恐 ／ 为 人 所 诘（2分） 

2.一向，向来,平素；想要；离开；终于（4 分） 

3.B（3 分） 

4.译文：你太穷了，晚上背着十贯铜钱回家，恐怕会被人责难的。（4

分） 

5.可从“宽厚大方，处处为别人着想”方面简要阐述。（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