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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郑庄传》专练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郑庄以

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

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

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

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

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

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

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

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

翕然称郑庄。

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

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

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大守。数岁，以

官卒。郑庄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洁。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

家无余赀财。

大史公曰：夫以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

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

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

贱，交情乃见。”郑亦云，悲夫！

（节选自《史记·郑庄传》，有删改）

【注】僦人：指承揽运输的人。逋负：拖欠款项。

15.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

翕然称郑庄

B. 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

翕然称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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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

翕然称郑庄

D. 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

翕然称郑庄

16.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舍人，随侍身边的亲近属官的统称。战国及汉初王公贵族基本都有舍人。

B. 黄老，黄帝和老子。道家以黄、老为祖，因亦称道家为“黄老”。

C. 四夷，古代统治者对四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即指东夷、南蛮、西狄和北戎。

D. 九卿，古代中央政府九个高级官职。不同朝代，其包含的职位不同。

17.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郑当时礼贤下士。客人来访，不论贵贱，皆请进家门；对于宾客，他待之以

礼，不因自己的身份而倨傲。

B. 郑当时生性淡泊，仰慕长者。他喜好黄老学说，仰慕天下有德的长者，言谈

之间，经常提到这些长者。

C. 郑当时廉洁奉公，内行修洁。他只靠薪俸和获得的赏赐来供应宾客，去世后

家中没剩什么财产。

D. 郑当时仕途坎坷。他曾官至九卿，因武安侯、魏其侯廷议事件被贬为詹事；

后官居大农僦人，多逋负，被贬为庶人。

18.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

（2）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答案】15. B 16. C 17. D

18. （1）郑庄以行侠仗义而颇为自得，曾经解救张羽于危难之中，名声在梁楚

地区广为传扬。

（2）他年纪轻官位低，然而和他交往的知己都是他的祖父辈，天下有名望的人

士。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文言文的断句能力。应对此类问题，要注意一些常见的标志性的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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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结构的对称，人称的转换和在句中充当的成分，还要注意一个事件不要强行

断开，相反的两个事件句子再短，也要断开。选择题答题时注意选项的对比，然

后结合文意进行分析。

本题中“未尝名吏”的意思是“对属吏从不直呼其名”，句意完整，不能断开；

“与官属言”意思是“和官僚说”，完整连贯，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A、D两项；

“善言”意为“有益之言”，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C项；“进之上，唯恐后”是

两个比较独立的句子，应断开。

译文：他对属吏从不直呼其名，跟属官们谈话时，总怕言辞失当而伤害他们。听

到别人好的建议，就向皇上报告，生怕延误了。崤山以东的士人诸公因此都一致

称赞郑庄。

故选 B。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对文学常识的记忆能力。解答这类题目，考生在平时就要对一些经典文

学常识知识做好积累，如文学体裁、代表人物、作家作品、情节内容、思想主旨

等。只有平时积累得丰富，识记得准确，考试时才能得心应手地准确答题。

C项，“四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即指东夷、南蛮、西狄和北戎”有误，应改为“北

狄和西戎”。

故选 C。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对文章 理解和赏析的能力，是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

论证方法，评价语言风格能力的综合考查，解答此类题目重在理解文意，抓住细

节。选项叙述或分析的错误一般只在某一小点。主要有人物，事件，时间，地点

的错位，重点词语的错议，篡改原文，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等。

D项，“官居大农僦人，多逋负”错误，原文“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

意思是“郑庄保举的宾客中有人在大司农手下服役运输，亏欠了很多款项”。

故选 D。

【18 题详解】

此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言句子的能力，翻译时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把句子中

的每一个字都要落到实处，注意重点实词、虚词、词类活用和特殊句子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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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翻译的助词等删掉，省略的内容根据上下文补充，平时训练时注意自己确定

句子的赋分点，翻译时保证赋分点的落实。赋分点：

（1）以，因为；任侠，行侠仗义；脱，使动用法，使……脱身；厄，困难；闻

梁楚之间，省略句，闻（于）梁楚之间。

（2）少，年轻；薄，低；大父，祖父；行，辈；皆其大父行，以“皆”为标志

的判断句。

【点睛】课外文言文的阅读理解题目四步骤：

第一步：快速浏览题目。课外文言文阅读试题有个特点：有的题目选项出示了文

中某些关键字词的意思，有的题目则提示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浏览题目有助于

同学们初步了解文言文的大致意思。所以，接到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首先应该

快速浏览文段后的题目。

第二步：仔细分析标题。一般而言，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都会给出标题。留意并

仔细分析文段的标题。因为大部分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

第三步：结合注释速读全文。课外文言文阅读文段，对于一些难懂的文言字词一

般都会给出注释。这些注释有助于同学们准确理解文言文的主要内容。所以，千

万别忽略这些注释，而应结合注释速读全文。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全文的

过程中，碰到“拦路虎”千万别停下来苦苦思索，而应继续阅读。总之，速读全

文，不求完全第四步：“对症下药”解答问题不同的题型有不同的解题方法。答

题时需要根据具体的题型选择对应的答题方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参考译文:

郑当时，字庄，是陈县人。他的祖先郑君曾经做过项籍的将军；项籍死后，

不久就归附了汉朝。郑庄以行侠仗义而颇为自得，曾经解救张羽于危难之中，名

声在梁楚地区广为传扬。

孝景帝时，郑庄为太子舍人。每五天休假一次，常常在长安城郊设置驿马，

问候朋友，迎送宾客，夜以继日，直到天亮，还总是担心不周到。郑庄喜好黄老

学说，仰慕忠厚长者有如唯恐见不到似的。他年纪轻官位低，然而和他交往的知

己都是他的祖父辈，天下有名望的人士。武帝登基，郑庄逐渐升迁做了鲁国中尉、

济南太守、江都相，一直升为九卿担任右内史。由于武安侯、魏其侯廷议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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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被贬为詹事，后来升迁为大农令。

郑庄任太史时，告诫（他家的）门人说：“客人来了，不论高贵低贱（都要

立即请进来），不要让客人在门口等候。”他执行主人敬待客人的礼节，能以自

己尊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客人。郑庄很廉洁，又不添置家产，只靠薪俸和获得的

赏赐来供应诸位宾朋。可是他赠送给人的，不过是一些竹器盛放的普通食物而已。

每次上朝，等候皇上的空闲之时，言谈中从没有不是称道天下的忠厚长者的。推

举士人和丞、史属官时，称道他们颇有美言，还常说这些人比自己贤能。他对属

吏从不直呼其名，跟属官们谈话时，总怕言辞失当而伤害他们。听到别人好的建

议，就向皇上报告，生怕延误了。崤山以东的士人诸公因此都一致称赞郑庄。

郑庄在朝之时，常常迎合皇上的意旨，不敢明确表态对或不对。到了晚年，

汉朝征讨匈奴，招抚四方夷族，全国耗费很多，财力物力越发匮乏。郑庄保举的

宾客中有人在大司农手下服役运输，亏欠了很多款项。司马安做淮阳太守，揭发

了这件事，郑庄因此获罪，赎罪以后贬为庶人。不久，又做了丞相府长史。皇上

认为他老了，让他担任汝南太守。几年以后，在任上去世。郑庄当初位列九卿，

为人清廉，居家品行严整洁净。中途罢官回家，家境贫寒，宾客渐渐散去。等到

做了郡守，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什么财产。

太史公说：凭着郑庄的贤能，得势时就有十倍之数的宾客，失势时就全没有

了，何况一般人呢！下邽翟公有过这样的话，当初翟公做廷尉时，宾客盈门；及

至免职居家，门口可以张网罗雀。翟公重新担任廷尉后，宾客们又想去投靠他，

翟公于是在门上写上大字说：“一死一生，才知道彼此的交情。一贫一富，才知

道结交的实情。一贵一贱，彼此的交情才会显现出来。”郑庄的境遇也可以这样

说，可悲呀！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孝

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①，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

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

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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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

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

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

己。与官属言，未尝名吏，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惟恐后。山东士诸

公以此翕然②称郑庄。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③人，多逋负。司马

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

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郑庄始列为九卿，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

郡，卒后家无余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

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

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

情乃见。郑亦云，悲夫!(节选自《史记汲郑列传》)

【注释】①洗沐，假期，犹今星期日。②翕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③僦，

运送。

6．对下列句子中加粗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存诸故人，请谢宾客 存：问候

B．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 行：辈分

C．又不治其产业 治：治理

D．与官属言，未尝名吏 名：称呼

7.下列加粗的字，意义与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2分）

A．①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 ②吾其还也

B．①庄兄弟子孙以庄故 ②越国以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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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①常引以为贤于己 ②得复见将军于此

D．①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②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

8．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明郑庄礼贤下士的一组是（2分）

①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

②其慕长者如恐不见

③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

④推毂士及官属丞史

⑤与官属言，未尝名吏，若恐伤之

⑥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

A．①③④B．②③⑤C．②④⑥D．①④⑤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郑庄喜好交友，乐于助人，每逢休假日常常在长安郊外各交通要道备置

马匹，拜谢宾朋，往往通宵达旦。

B．每次上朝，遇到有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他说的都是称赞天下年高望重的

人，并推荐贤士和属下的丞史。

C．郑庄在任用官吏的问题上，与司马安意见不合，后来司马安乘隙诬陷，

使他一度丢了官职。

D．郑当时曾位列九卿，中途罢官回家，家境贫寒，门庭冷落。晚年，担任

汝南郡太守且在任上去世。

10．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 分)

(1)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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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闻人之善言，进之上，惟恐后。(3 分)

参考答案：

6、C(治，置办)

7、D（A.①代词，指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②语气词，表商量语

气，还是。B.①介词，表原因，由于；②连词，表目的，来。C.①介词，比；②

介词，在。D均为副词，才。）

8、B（①是说他乐于助人，⑥是说他迎合皇上。）

9、C（意见不合和乘隙诬陷，在文中无根据。）

10、（1）（3分）郑庄任太史时，告诫(他家的)守门人说：客人来了，不

论高贵低贱（都要立即请进来），不要让客人在门外等候。（要点：门下、两个

无，各占 1分）

（2）（3分）听到别人好的建议，就把它推荐给皇上，生怕延误了。

（要点：善言、进、后，各占 1分）

参考译文

郑当时，字庄，陈县人。以仗义行侠为自豪，他把梁孝王的大将张羽从危难

中解救出来，名声在梁、楚一带传扬。孝景帝时做了太子舍人。每逢五天一次的

休假日，他常常在长安郊外各交通要道备置马匹，问候那些老朋友，邀请拜谢宾

朋，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还常常担心有所疏漏。郑庄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

他仰羡慕年长有德行的人，惟恐见不到人家。郑庄年轻时官位卑微，但是他的交

游的知己好友，都是祖父一辈的人，是全国有名的人士。

汉汉武帝刘彻即位，郑庄逐渐升任为鲁国中尉、济南郡大守、江都国相，一

直到九卿中的右内史。由于在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窦婴时的廷议中出言不当，降

为詹事，后又升为大农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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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任太史时，告诫下属说：只要客人来，不论贵贱都不要让人在门外等候。

他执行主人敬待客人的礼节，凭自己尊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客人。郑庄为人廉洁，

又不置办自己的财产，依靠俸禄和赏赐来供给那些年长的友人。可是他馈赠给他

人的礼物，不过是竹器盛着的食物。每次上朝，遇到有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他说

的都是称赞天下年高望重的人。他推荐士人和属下的丞史，称道起他们来确实津

津有味，经常称赞他们比自己贤能。跟长官部属讲话，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好

像生怕伤害了他们。听到别人的高见，就向皇上说，惟恐迟误了。崤山以东的士

人和一些年长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郑庄。

然而郑庄在朝廷上，经常附合逢迎皇上的意旨，不敢明确表示对错。到了晚

年，汉朝征讨匈奴，招抚四方外族，全国耗费甚多，财力物力日渐匮乏。郑庄保

举的人及其宾客，有替大农令承办运输的，亏欠款项很多。司马安任淮阳太守，

揭发了这件事。郑庄因此构成罪责，出钱赎罪后降为平民百姓。不久，在丞相府

暂时担任长史。皇上认为他年老，让他担任汝南太守。几年后，在官任上去世。

郑庄当初位列九卿，中途被罢官，家道贫穷，宾客越发零落。到做了郡守，死后

家里没有剩余的财物。郑庄的兄弟子孙因为郑庄的缘故，官至二千石的有六、七

人。

太史公说：凭郑庄的贤良，有权势时宾客多得以十为倍数计算，没有权势时

情况就相反，况且是一般人呢！下邽县翟公有这样的话，当初翟公担任廷尉时，

宾客盈门；到免官时，门外冷清得可以张罗捕雀。翟公又任廷尉，宾客想再去，

翟公就在门上写上大字幅说:一个死了一个活着，才知交情的深浅。一个贫穷一

个富裕，才知结交的实态。一个尊贵一个卑贱，交情才会显现。郑庄也是这样啊，

真是悲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