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第一单元  记叙文 

作者介绍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共二十一卷，
七万余字。记事上起西周穆王二年（前 990），下至东周定王六年（前 453），前后五百八十三

年，分别记载周、鲁、齐、郑、晋、楚、吴、越八个诸侯国的历史。《国语》侧重于记载游士

政客们在外交政治活动中的一些谏说言辞，以记言为主。语言简洁朴实，巧譬善喻，风趣幽默。 

《国语》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说，被

部分学者认为其作者为左丘明；更普遍的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学

者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的。 

召公谏厉王弭谤①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

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②，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

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③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④，史献书，

师箴⑤，瞍赋⑥，朦诵⑦，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

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

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① 弭谤：消除议论。弭，消除。谤，公开批评指责别人的过失。 

② 壅：堵塞。溃：水冲破堤坝。 

③ 听：治理，处理。 

④ 瞽献曲：盲人乐师向国王进献乐曲。瞽，无目，失明的人。 

⑤ 师箴：少师进献规劝的文辞。箴，规谏的文辞。 

⑥ 瞍赋：无眸子的盲人吟咏（公卿烈士所献的诗）。瞍，没有眸子的盲人。赋，朗诵。 

⑦ 朦诵：有眸子而看不见的人诵读（讽谏的文章）。朦，有眸子而看不见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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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召穆公报告说：“百姓不能忍受暴政了！”厉王

发怒。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给厉王，厉王就派

人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彼此用眼睛相互示意。 

厉王十分高兴，告诉召穆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 

召穆公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

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

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

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

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

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像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

富就从这里出来；正如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

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

途径。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

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那么能有几个人赞同你呢？” 

厉王不听。于是国都里的人再不敢讲话。三年以后，人们便将厉王放逐到彘地去了。 

作品导读 

本文讲述了西周时厉王不听召穆公劝谏，一意孤行，采取高压政策堵塞言路，激化其与

国民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国人起义，推翻厉王的统治，并将他流放于彘地这一历史事实。 

文章叙述完整，在结构上遵循谏因、谏言、谏果三段式，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

有发展和结果。文章以“厉王虐，国人谤王”作为开头，寥寥数字，胜于千言。一“虐”一

“谤”，因果明了，壁垒分明。首先给读者呈现出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穆公劝谏的

缘由，又为后文厉王被放逐的结局埋下伏笔。接着又以厉王的一“怒”一“喜”，将厉王暴虐

无道的形象呈现于读者眼前，同时也将君与民的矛盾推向高潮。高压下的沉默终于不可抑制地

喷发而出，印证了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言论。最后以“三年，乃流王于彘”为结局，

戛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文章虽然源自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但作者并不拘泥于此，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

表达了民言不能“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因此，文章将重点置于召穆公的谏词上，

第一层以治水来喻治民，形象而生动；第二层以前代治国经验正面规谏厉王；第三层以比喻

论民众舆论对治国安邦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将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

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笔意纵横，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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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和字形全正确的一组是（    ）。 

A. 弭．（ér）  服贴．（tiē）  拗．开（ǎo）  鞠躬尽瘁．（cuì） 

B. 瘐．毙（yǔ）  搭讪．（shàn） 惦．记（diàn）  召．公（shào） 

C. 两讫．（qì）  惬．意（qiè）  壅．（yǒnɡ）  轻手蹑．脚（niè） 

D. 燥．热（zào） 晦．气（méi）  打烊．（yànɡ） 悚．（sǒu） 

2. 下列叙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周厉王残暴凶狠，采用高压政策来镇压百姓的批评指责。 

B. 召穆公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劝说厉王要广开言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C. 周厉王拒绝召穆公的谏言，引起百姓的强烈反抗，在周厉王三年，厉王被百姓推翻，

流放到彘。 

D. 厉王被流放到彘的结局，有力地说明了召穆公谏言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3.“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句的正确意思是（    ）。 

A. 人民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人的财富、用度，于是就产生出来了。 

B. 人民有口，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的财富、用度，于是就产生出来了。 

C. 人民有口，就好像土地有山川那样，人的财富用在这里，也产生在这里。 

D. 人民有口，就好像土地上有山川那样，人的财富、用度是从山川中产生出来的。 

4.“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的正确意思是（    ）。 

A. 如果堵住人民的口，那么谁与你在一起呢？ 

B. 如果堵住人民的口，他们与你能在一起多长时间吗？ 

C. 如果堵住人民的口，那么能有几个人赞同你呢？ 

D. 如果堵住人民的口，他与你能一起多么久呢？ 

5. 下列叙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召穆公是当时具有政治眼光的统治者之一，他已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 

B. 文章的重点是召穆公的劝谏之辞，说理运用“川壅而溃”的比喻，形象而贴切。 

C. 本文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对人民持不同态度的结果，很有说服力。  

D. 周厉王是个极其残暴的统治者，对于敢指责他的人，他就派巫者去杀了他们，因此

人民都不敢说话了。 

二、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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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我国最早的         体史书，共二十一卷。传为        所著。全书按不同

国家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定王前后五百余年的史事。《国语》和《左传》明显的区别是《国语》

分别写不同国家，以记言见胜；《左传》则按年代编写，长于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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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B   2. C（“在周厉王三年，厉王被百姓推翻”不正确） 

3. D   4. C   5. D 

二、填空题 

国别    左丘明 

作者介绍 

左丘明（前 556—前 451），春秋末期鲁国史官。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

赡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但今人多认为其并非出

自一人之手。《左传》参照鲁国国史《春秋》体例，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迄于

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比《春秋》多出十三年。 

《左传》是先秦时期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以记事为主，记载了东

周各诸侯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生活和自然

现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详细、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与历史

进程。《左传》不仅对后人研究东周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大价值，而且对后来的史学和文学的发

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①，遂恶

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②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③，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

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

                                                              
① 寤生：难产的一种，胎儿的脚先生出来。寤，通“啎”，逆，倒着。 

② 岩邑：险要的城镇。岩，险要。邑，人所聚居的地方。 

③ 雉：古代城墙长一丈，宽一丈，高一丈为一堵，三堵为一雉，即长三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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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

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

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①，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

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

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②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

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

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③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

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④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⑤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

是之谓乎！” 

译文 

从前，郑武公在申国娶了一妻子，叫武姜，她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

武姜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于是很厌恶他。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

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 

到庄公即位的时候，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

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太叔京邑，

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大夫祭仲说：“分封的都城如果城墙超过三百

方丈长，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最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

一，中等的不得超过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它的九分之一。京邑的城墙不合法度，非

法制所许，恐怕对您有所不利。”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我怎能躲开这种祸害呢？”祭仲

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处置，别让祸根滋长蔓延，一滋长蔓延就难办了。

蔓延开来的野草还不能铲除干净，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

必定会自己垮台，你姑且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背叛归为自己。公子吕说：“国

家不能有两个国君，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待他；

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虑。”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

                                                              
① 暱：同“昵”，亲近。 

② 寘：“置”的通用字，放置，放逐。 

③ 繄（yī）：语气助词，置于句首。 

④ 隧：隧道，这里用作动词，指挖隧道。 

⑤ 君子：道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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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说：“可

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

地虽然扩大了，他也会垮台的。” 

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

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公叔段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

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

二十三日，太叔段逃到共国。 

《春秋》记载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

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

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到死后埋在地下），不再见面！”

过了些时候，庄公又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是颍谷管理疆界的官吏，听到这件事，就把

贡品献给郑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在吃饭的时候，把肉留着。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

颍考叔答道：“小人有个老娘，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只是从未尝过君王的肉羹，请让我带回

去送给她吃。”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唉，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请问您这

是什么意思？”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您有什么担心的！

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

庄公走进地道去见武姜，赋诗道：“大隧之中相见啊，多么和乐相得啊！”武姜走出地道，赋

诗道：“大隧之外相见啊，多么舒畅快乐啊！”从此，他们恢复了从前的母子关系。 

君子说：“颍考叔是位真正的孝子，他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而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郑庄

公身上。《诗经·大雅·既醉》篇说：‘孝子不断地推行孝道，永远能感化你的同类。’大概就

是对颍考叔这类纯孝而说的吧？” 

作品导读 

本文选自《左传·鲁隐公元年》，记载了春秋初年郑国内部为争夺君位而进行的一场

斗争，围绕郑庄公和其弟共叔段为争夺权力而勾心斗角，甚至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揭

露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谋，暴露了他们贪婪、虚伪、相互残杀的本质，正所谓“春

秋无义战”。同时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春秋初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内部争夺权势的

斗争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作者在讽刺双方的同时，更揭示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

理，进而也宣扬了孝道。 

本文突出的特征表现在叙事技巧方面：简略叙述郑伯克段于鄢的战争经过，而对于

战前战后的各种人物活动却作了详细的叙述与描写。战前共叔段的不断扩张与庄公的虚

伪应对，战后庄公处置姜氏以及采纳颍考叔的计谋与姜氏和好的经过，文章都作了精心

的裁剪与构思。同时，作为一篇结构完整的记事性历史散文，本文叙事脉络清晰，语言

精炼明快，富有个性。由“庄公寤生，姜氏恶之，欲立共叔段”，从而挑起二人对君位的

争夺，拉开了文章的序幕；进而以“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制、请京”作为事件发

酵的始端；而庄公面对“共叔段扩展地盘，积蓄军力”夺取君位的阴谋叛乱，选择欲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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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纵，以退为进，等待时机任其发展；终至叛乱爆发，“共叔段袭郑，姜氏为内应”，庄

公一举打败共叔段，致其逃离郑国，并以“置姜氏于城颍”落下帷幕；而尾声庄公为了

宣扬儒家孝道，采纳颍考叔的计谋，母子遂于隧中相见。文章各个部分环环相扣，在尖

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将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地刻画了出来：郑庄公的阴险狠毒、老谋

深算、冷酷狡猾与奸诈虚伪，共叔段的贪婪狂妄和愚昧无知，姜氏的自私和褊狭昏聩，

颍考叔的聪明纯孝，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郑伯克段于鄢》的中心人物是（  ）。 

A. 姜氏        B. 郑庄公            

C. 共叔段        D. 颖考叔 

2.“郑伯克段于鄢”这句话出自于（    ）。 

A.《论语》       B.《春秋》            

C.《战国策》       D.《史记》 

3.《郑伯克段于鄢》一文选自（  ）。 

A.《史记》       B.《战国策》      

C.《左传》       D.《资治通鉴》 

4.“多行不义必自毙”指的是（  ）。 

A. 郑武公        B. 郑公庄            

C. 共叔段        D. 姜氏 

5.《郑伯克段于鄢》中，大叔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后“又收贰为己邑，至于廪延”，

这里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是（  ）。 

A. 阴险狠毒       B. 工于心计 

C. 贪婪狂妄       D. 愚昧无知 

6.《郑伯克段于鄢》中，姜氏的性格特征是（    ）。 

A. 阴险狠毒，工于心计     B. 老成稳重，以守为攻 

C. 贪婪狂妄，愚昧无知     D. 褊狭昏聩，以私情干政 

二、多项选择题 

1.“焉”在句子中作兼词，即兼起介词“于”和代词“是”的句子是（    ）。 

A. 制，严邑也，虢叔死焉。   B. 姜氏欲之，焉辟害？ 

C. 君何患焉？      D. 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 

2.“春秋三传”包括（    ）。 

A.《谷梁传》      B.《公羊传》 

C.《左传》      D.《徐文长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