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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外经典名著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阅

读经典名著，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培养情操、提升品位有着积极的作用。近年

来，中考语文已将对经典名著知识的考查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考生要在有

限的时间里对若干种名著既熟悉了解其内容，又能准确分析其思想意义和价值

取向，得出自己的见解，也非易事。因此，编写这样一本针对多本常考名著，

提炼出其常见考点、知识点，并做出分析的读物是必要的。

本书根据《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考考试说明及近五年以来多地语文中

考试卷中各种名著的出现频率，选取了15种最常考名著：《论语》《西游记》

《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朝花夕拾》《骆驼祥子》《繁星•春

水》《伊索寓言》《童年》《简•爱》《格列佛游记》《鲁滨孙漂流记》《海

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以上名著，本书按名著概况（包括作者介绍）、主要人物形象、主要

情节等考点、知识点一一加以介绍、分析。另外，本书还设立了“知识拓展”

和“中考链接”两个栏目。前者对与该名著相关的文学、语言知识做了补充介

绍；后者收集了近年来多地中考语文试卷中与该名著相关的考题，使考生了解

熟悉名著考题的题型、内容。这样考生不仅对名著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在平

时阅读时也能更有针对性，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祝同学们在未来的中考考场上有良好的收获！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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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论　语

一、名著概况

关 于 作 者 略

孔子（前551至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

阜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

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潜心致力于古

文献整理，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

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倡导推行“仁政”，而以“礼”为

规范。孔子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首创私人讲学，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

成为后世两千余年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其深远。现存《论语》一书，记载有孔

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成 书 背 景 略

《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仲

弓、子游、子夏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完成《论语》，目

的是纪念老师，勿使师道失传。《论语》首创语录体，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

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全书共

20篇、492章。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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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

主 要 内 容 略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

及教育原则。孔子关于仁、礼、孝悌、信义等思想在书中都有较完备的阐述。

思 想 观 念 略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礼”“孝悌”“信义”。

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 “仁”。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0

多次，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仁”的思想就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学问，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

从《论语》中孔子的论述来看，“仁”的价值内涵主要针对人的情感性、

自律性。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的

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反之，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出发点就是“仁者爱人”。孔子“仁者爱人”的思

想，其来源可追溯至周初的“敬天保民”的观念。“爱人”作为“仁”的重要

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

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对在人类社会中如何实

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发展的关切。

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

仁。”这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

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追求

“仁”，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求仁而得仁”），这就是说，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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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仁”的境界的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外在力量来推动的，只有

主体自己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

可以实现“仁”的要求。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

会，投向现实。它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是结合具体行为方

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

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

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

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

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

立”“不知礼，无以立也”。

孝悌

孝是敬爱父母，《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

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

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

信义

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项。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

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

“情”是“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

易成功了。

语 言 特 色 略

《论语》是诸子散文的早期代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它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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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记言、记事中，传神地刻画孔子及其门徒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语言

含意丰富，概括性强，浅近易懂。这一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注意人物描

写，增强了叙事文的形象性，其语言对后世文学语言和论说、应用体语言的发

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语言典雅，自然亲切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有关言论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不是官方语

言，也不是有关文献资料的编撰，实际上是孔子和弟子之间教学、谈论的片

段，至今读来还颇感亲切自然。比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

2. 极富个性，情感真切

孔子既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富性情的人，非常

有个性，包括孔子的学生在性格上也是各具特色。反映在《论语》中，这些语

言的个性特点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和真实感。比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3. 简洁明快，表达准确

语言的简洁明快、表达准确是《论语》的主要特色和重要形式之一。许多

复杂的社会现象、品格修养、礼仪规范、伦理道德等问题，在《论语》中往往

只言片语就概括得十分完美、十分准确。比如：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4. 幽默诙谐，语境轻松

幽默诙谐是这部书的一个独特之处。按我们今人理解，这本是一部记录圣

人圣言的书，应该是非常严肃的，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书中的许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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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情节不但有趣，而且还很幽默。比如：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5. 生动传神，形神兼备

《论语》虽是语录记言，没有过多的情节和人物的状摹，多数情况下只是

一个或几个人的对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从这些简单的情节和简短的人物

对话中看到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有时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一个

或勇敢，或懦弱，或正直，或智慧，或聪明，或木讷，或鲁莽，或儒雅的人物

形象走到我们的面前来。比如：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二、要点解析

1. 关于为人处世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译文】孔子说：“学习知识技能而且时常练习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

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到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别人不了解也不恼怒，不也

是有德的君子吗？”

【解析与启示】

能够给学习者带来快乐的往往就是学有所用，因而把“习”字理解成实

践、使用更为准确，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温习、复习。

“朋”不是泛泛而言的朋友，而是指那些有着共同志向的朋友，其人从远

道而来才是令人喜悦的事情。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讲的是在前两者修行的基础上，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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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德才而不被他人知晓时的心态。这三句话之间，应该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孔

子所谓学不仅指包括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了向实践学习的内容，以及为人处

世的态度。学了之后，还要去实践、运用，用所学的知识去完善自己和改良社

会。有这样志同道合之友远道而来，共同切磋，才会有相知同乐的感受。这些

都具有了，也不会因为别人不了解而不高兴，这才是君子的境界。

孔子所言的学以致用，朋友间相互砥砺，以及不怨天尤人的君子作风，具

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在今天仍然需要提倡。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学而》）

【译文】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做到了尽心竭

力？ 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了恪守信用？传授学生道理，是否印证练习了？”

【解析与启示】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本章所讲的自

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

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

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

人格。《论语》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

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

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

养的自觉性。

在本章中，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忠的特点是一个“尽”

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

谋而不忠乎”并非专指君主，而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

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

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

“信”的含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

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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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

行之哉？”（《为政》）

【译文】孔子说：“人要是没有了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

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衔接的销钉，

它靠什么行走呢？”

【解析与启示】

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受人信任；二是对人有信用。人

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论语》中，弟子问孔

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要“足食”，即有足够的粮食；“足兵”，

即有足够的军队；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

去哪一项好呢？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

一项呢？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

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原文】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译文】孔子说：“看见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看见没有

德行的人，自己的内心就要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

【解析与启示】

这是孔子说的话，也是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见贤思齐”是说好

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

“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要跟随别人堕落下去。孟子

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就说明了这种“榜样”的

作用。

【原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译文】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行动要敏捷。”

【解析与启示】

这里的“讷”是忍而少言，“敏”是机敏、积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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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而行动要敏捷。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话要慢慢说，要三思而后说，不要口无

遮拦、信口开河；办事情一定要积极敏捷、果敢决断、雷厉风行，不要拖泥带

水。不然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却不知所以然，岂不误了大事；而做事优柔寡

断，机会必将贻误殆尽。

【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

长》）

【译文】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

也就行了。”

【解析与启示】

凡事三思，一般总是利多弊少，为什么孔子听说以后，并不同意季文子的

这种做法呢？有人说：“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太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

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然其流弊将至利害

徇一己之私矣。”（官懋庸：《论语稽》）当时季文子做事过于谨慎，顾虑太

多，所以就会发生各种弊病。从某个角度看，孔子的话也不无道理。

2. 关于孝悌

【原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

【译文】有子说：“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触犯上级，这样的人是

极少的。不喜好触犯上级，而喜好反叛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

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

仁的根本啊！”

【解析与启示】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我们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

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

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

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

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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