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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 第十期 

答毕仲举书 

苏轼 

    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

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 

仆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

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 

    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

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

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

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 

    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

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

为献。 

    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选自《苏轼文集》，有删改） 

1.解释下列加点词语（4 分） 

（1）且审比．来起居佳胜     比：_________      （2）是天相．子也       相：_________ 

（3）刍豢．满前       豢：_________      （4）则有间．矣     间：_________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3 分）     

A.①欣然而．笑          ②本期于静而．达 

B.①晚食以．当肉       ②仆常以．此自疑 

C.①若农夫之．去草    ②譬之．饮食龙肉也 

D.①其味与．八珍等    ②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仆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据此回信，推测毕仲举来信的内容，请用自己的话概括。（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由下期提供（每周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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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 第九期 《朱筠先生传》答案解析： 

1．（1）逸：散失  （2）殷勤：情意深厚，恳切叮嘱 （3）遇：得志  （4）故事：旧例 

【解析】B项词意在《长恨歌》“临别殷勤重寄词”中得到体现。 

2．【答案】A【解析】A项中“乃”均解释为“才”；B项中第一句“以”解释为“来”，表目的，第二句“以”表

示顺承关系；C 项第一句中的“者”表示人，第二句中“者”为助词，和后句中的“也”构成判断语气；D 项第

一句“而”表示转折关系，第二句“而”表示顺承关系。 

3．【答案】才智过人，淡泊名利    倾心学问，推进学术    兴趣广泛，豪爽好客 

【解析】朱筠才智过人，淡泊名利。他年少时即通晓《五经》，以善写文章著名，深得赏识；志趣超脱，不汲汲

于仕途。朱筠倾心学问，推进学术。他倡导整理文化典籍并身体力行；重视文字训诂之学，对当时学人产生深远

影响。朱筠兴趣广泛，豪爽好客。他爱好金石书法、藏书考古，喜游名山大川；家中坐客常满，饮酒论学终日不

辍。 

4．【答案】（1）先生认为经学以文字训诂为基础，便在安徽印刷发行许慎的《说文》来教育读书人。 

（2）在资历老、声望高以后，他大力提倡文人学士把读书和培养品德作为本分，不能趋附巴结权贵。 

（3）他的文章才思新奇气势豪放，在义理、事物、情态方面无所不包，想要说的都能透彻地表达出来。 

【解析】（1）关键词“以为”：认为，“刊布许氏《说文》于安徽”，该句为状语后置，正常语序为“于安徽刊布

许氏《说文》”。（2）关键词“既”：在……以后，“言”：倡导。（3）关键词“才气奇横”：才能和气势奇特奔放，

“所欲言者”：所字结构，想要说的。 

【参考译文】 

    先生姓朱，名筠，字竹君，北京大兴人。九岁进入京城，十三岁通晓《五经》，以会写文章而出名。先生年

少时才智超群，神采绝俗，天赋的卓绝的品性超过一般人。和他的弟弟文正公石君珪，都以会写文章而出名，被

钜公赏识。等到父亲死后回家守孝，守孝期满，不肯出仕，想游览名山大川。适逢文正公入宫拜见皇上，皇上询

问到先生，先生才不敢又生病为理由引退，对他的弟弟说：“你败坏了我的雅兴啊。” 

    先生认为经学应以文字训诂为基础，（便）在安徽印刷发行许慎的《说文解字》来教育读书人。又上奏请采

集抄录《永乐大典》散失的书，皇上看到奏章，以之为异，于是命令打开四库全书馆，亲自写了诗来纪念这件事。

又因为《十三经》文字传写有错误。上奏请求仿照汉朝熙平年间、唐朝开成年间先例，选择儒臣校正，在太学立

石碑，接受皇帝口谕暂缓办理，于是写了《十三经文字同异》若干卷在家里藏者。于是皖、闽的读书人闻已发未

尽、识见广博的言论，才知道讲求根本的学问，天下好学能写文章的人，都仰慕跟随先生游学。而戴征君震、王

观察念孙这些人，对于经术训诂之学研究很深，没得志时都在先生幕府，最后因为撰述文章在当时闻名，大概是

从先生这里引起的。 

    先生刚强痛恨坏人。庸俗的人不敢进他门，穷人有一点好处，他就赞不绝口。他在京城，拉着酒向他问字的，

车辙都在大路断了；所到之处，跟随他游学的有数十上百人。在资历老、声望高以后，（他）大力倡导文人学士

应把读书和培养品德作为本分，不能趋附巴结权贵。其在安徽督学，旌表婺源原来的读书人江永、汪绂等，在乡

贤祠祭祀他们的灵位，来勉励质朴好学的士人。在福建，和弟弟朱珪相继任职，一时传为盛事，而福建攀着车辕

挽留他跑着送他的士人，数百里不断绝。后来文正公主持文教，天下的名流都因为暗中寻找提拔的，多是先生赞

赏意气相投的，故世人称考据经书喜欢古代的事物的士人是“朱派”。 

    先生整年考古，又喜欢金石文字，说这些可以可证佐经史。写文章模仿司马迁、班固，尤其擅长叙事。书法

领悟通晓六书，有隋以前的体制格局。藏书万卷，坐客常满，谈辨倾倒一世。所到的著名山川，搜寻奇特的东西

欣赏美丽的景色，京城的人士传诵吟咏，至今不停止。                   （节选自孙星衍《朱先生筠行状》） 

    先生为人坦荡没有城府，在家与兄弟友善，而在外喜好交游。称赞别人的好处，唯恐没有说到极致；若有过

错，就总是掩饰。后进之士多因他的称许而得名。先生房中从早到晚不曾没有客人，整日整夜跟客人饮酒谈笑，

博学强记却不衰减。还时常在这期间写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新奇豪放，对于义理、事务、情态，无不具备，想要

说的话无不穷尽。当学政时，遇到那些贤能的教官和生员，跟他们说话谈论就好像同辈人一样，劝别人为学要先

从识字开始，语意诚恳殷勤，离去之后人们都爱戴思念他。他想要写的书都没有写成，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节选自姚鼐《朱竹君先生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