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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周易》、铜器铭文和《尚书》

我们今天所谓 “中国散文”，指的是用汉字撰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文

章。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它最迟产生于殷商后期，而被

发现则在１９世纪末年。由于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上，用来记录占卜的提

问和答案，故称甲骨卜辞。因为出土于殷代故都安阳，又称 “殷墟书

契”。今存甲骨卜辞每片长短不一，残缺不全，多数简短，十余字或二

三十字。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

北来雨？”

这是一段向天神问雨的卜辞，先叙后问，四个方向都问及，详备周

到，句子整齐，文意明确。通常较为完整的卜辞格式包括：占卜的时间

及主持者 （叙辞），占卜的内容 （命辞），占卜的结果 （占辞），事后的

验证 （验辞），这样就形成了叙事的有序性。但是，甲骨卜辞的大部分

字形难以辨认，不少片段文义不易揣测，还不是完整的文章，只能算散

文的萌芽。

《周易》分为 《易经》和 《易传》两部分。 《易经》分为八卦：乾、

坤、艮、震、巽、离、坎、兑。两卦相配，得六十四卦。解释每一卦的

卦辞，往往仅数字而已。如乾卦的卦辞为 “元亨利贞”四字。每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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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爻，解说每爻者为爻辞，往往数句，多者二三十字。有的借用自然现

象比附人事的顺逆，有的用传闻故事提示行为的吉凶，其含义具有模糊

性和多解性。如 《大壮》上六爻辞是：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

说明不可硬碰硬，否则进退两难。《无妄》六三爻辞是：“无妄之灾；或

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说明不曾妄为却遭灾。有人拴牛，路

人牵走了，同村人却被怀疑，遭了灾。这样的爻辞可以引申出很多启

示。《易经》的卦形、卦辞、爻辞产生于殷末周初，原为占筮之用。后

来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发挥阐释，约在战国后期，补充了十篇

文章，称为十翼，或 《易传》。包括 《彖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卦名、

卦意和卦辞。《象传》上下，其中 “大象”解释每卦卦义，“小象”解释

爻辞。《文言传》是两篇优美的短文，分别解释乾坤两卦。《系辞传》上

下总论 《易经》的基本观念，属于通论性质，是 《易传》最主要的部

分。《说卦传》解释八卦所代表的方位和事物以及所体现的条理变化。

《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的次序和所表示的哲理。《杂卦传》解释各卦之

间的关系及刚柔对立的意义。《周易》一书经过秦汉儒家和魏晋以后道

家的利用之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格

言谚语和象征手法，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和使用，滋养了古代诗歌和散

文、辞赋。

铜器铭文，又称金文，是铭铸在钟鼎等器物上的文字。它们是从北

宋以来陆续出土，陆续著录的。商代铜器铭文很少，最长不超过五十

字。西周铭文文字逐渐增多，最长的 《毛公鼎铭》四百九十八字。铸刻

铭文之目的是颂功显荣，传留久远。其缘由或立功受奖，或晋升官职，

或赢得诉讼，或射猎获胜，内容较卜辞丰富。

铜器铭文属于官方语言，风格庄重典正，文字艰涩深奥，句子古拙

板滞，又多缺蚀，几乎与甲骨卜辞同样难懂。但是篇制完整，内容周

到，叙述事件和人物言行，交代清楚。如 《令鼎铭》，大意是说，王在

淇田举行亲耕典礼，赏赐臣下。王射箭，官员及师氏、小子同射。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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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田归来，王的驭手谦仲驾车。令和奋两个人跑在马前面。王说：“令

和奋，如果你们能够一直跑到宫中，我赏你奴隶十家。”王回到康宫，

很高兴发布了赏赐命令。令跪拜叩头说：“小子不过是学习。”令颂扬王

的恩德。此铭虽是写实性记录，却有过程，有行动，有对话，情节完整

有致。

又如 《颂壶铭》：记周王册命大臣的仪式、时间、地点、人物，所

持器具，活动步骤等等，皆清晰有序。《散氏盘铭》三百五十七字，记

矢氏侵占散氏领地，引起诉讼，经有关部门裁定矢氏应赔偿土地。铭文

记载了诉讼缘由，交割土地的在场人员，测量，勘界，树标和最后约誓

等全部情形。有的铭文主要记录周王或大臣训辞，如 《大盂鼎铭》用正

反对照方法，告诫盂不要纵酒。个别西周铭文有韵，整齐如诗，如 《虢

季子白盘铭》有大量四字句，隔句押韵，如： “王曰伯父，孔显有光。

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

孙，万年无疆。”“锡”是赏赐的意思。

铜器铭文的记言技术似乎成熟得早一些，不少人物语言生动活泼，

富于气势和说服力。而记录动作或行动一般是平铺直叙，点到为止，很

少修饰，动词重复率相当高，甚至有些程式化。从总体写作水平看，铭

文旨在直录，实用性强，审美性不足。从体制上看，西周铭文已经不是

散文萌芽，而是具体而微的散文雏形。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后世又称 《书经》，儒家五经之一，是上

古历史文献集。包括帝王谈话、训示、政府文告、誓词、命令以及法令

草案、地理规划等等。以王公大臣为中心，以政治为内容，记言为主，

记事为次。在 《尚书》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例如用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 《尚书》和用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今文 《尚

书》孰真孰伪问题。某些版本某些篇章的分合真伪问题，十分复杂，这

里就不多讲。今传本 《十三经注疏》中的 《尚书》共五十篇 （其中有几

篇分上中下，合计五十八篇），经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人的考辨，确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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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十八篇属于汉人伏生所传的 《今文尚书》可以相信为先秦古籍。这

二十八篇包括 《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

九篇。虞、夏之书是东周学者根据传闻写成，并非虞舜、夏禹时代之

书。《商书》可以确认其中最早是作于殷商中期的 《盘庚》篇。《周书》

大部分作于西周，最晚的 《秦誓》，作者是春秋初期的秦穆公。其他各

篇作者，多数是史官，少数是王公大臣或学者。而这二十八篇之外者，

被学术界称为 “伪古文 《尚书》”，是不可以当作先秦古籍来利用的。

这二十八篇 《尚书》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雏形。不是片

段，而是长篇大论。每篇字数，少则百余，多则上千，有头有尾，有中

心，有层次，结构完整，大致奠定了后代议论散文的体制。采用了一些

文学手段和修辞手法。如想象、夸张、形容、渲染、比喻、引证、铺

陈、对比、押韵、炼句等等。具有相当的文字表现能力，注入一定的感

情色彩。题目已显示文体的区别。全书标题有典、谟、训、诰、誓、命

等，是后世某些公文的始基。典是典制，包括帝王政绩，如 《尧典》

《吕刑》；谟是谋议、谋略，如 《皋陶谟》；训、诰是训诫诰令，如 《盘

庚》《大诰》《康诰》《召诰》《无逸》等，有上对下的训导，也有下对上

的劝谏和君臣对谈；誓是誓词，如 《汤誓》《甘誓》《牧誓》《费誓》，皆

战前誓师词；命是冊命，如 《文侯之命》是周平王的赏赐文书。

《尚书》的常用词汇与春秋战国时期古文有所不同。如 “诞”表示

“大”，“攸”表示 “所”，“克”表示 “胜”，“乃”表示 “你”，“罔”表

示没有，“允”表示真正。还有些字词后世很少用，如 “丕”“矧”“稽”

“肆”“蒸”，汉人已觉得生僻，司马迁作 《史记》引用时，不得不翻译。

这些可能是当时口语或专门用语。至于后世常用虚词 “之”“乎”“者”

“也”很少用，关联词常被省略，语法顺序也和后来不大一样，所以读

起来觉得别扭。其中 《商书》尤为明显。

《尚书》是上古君王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其中的思想反映了从

殷商到西周统治者政治观念的演变。殷人强调 “敬天”“保命”，周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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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敬德”“保民”“慎罚”。重视以史为鉴，处处强调 “夏鉴”“殷鉴”，

告诫执政者要勤勉治国，不可贪图安逸。这些观念，影响了二三千年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后代史学意识的源头。

下面略举数篇为例。

《商书·盘庚》是记商王盘庚为了躲避水患，谋求国家发展，打算

迁都，遭到臣民反对，一些官员甚至造谣惑众，诽谤盘庚，盘庚再三加

以说服。文章运用一系列比喻，将迁都比为 “若颠木之有由孽”，如同

倒下的树木可以发出新芽，暗示迁都后部族可以新生。盘庚自称：“予

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你们

互相煽动谣言，“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好比在原野

上燃起大火，火势不可接近，还是可以扑灭的。为了加强论证，还引用

古贤人迟任之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这些语句，有的后来

浓缩为成语。

《周书·金縢》篇是 《尚书》中唯一的情节曲折的完整故事。文章

说：武王克商不久，得了重病。周公向神灵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很

快病愈，周公也没有死。史官把这件事和祷告辞记录藏在金属柜子里。

过了若干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挑拨说周公要篡位。成王怀

疑，周公乃避居于奄。秋天，快要收获了，忽然天降雷电，大风把庄稼

都刮倒了，大树被拔起。成王十分害怕，与大臣准备祷告上天，打开金

属档案柜查阅有关文献。发现周公自求替武王去死的祷告文件，成王于

是悔悟，便把周公迎接回来。这时，天乃下雨，风向也转了，倒伏的禾

苗全都立起来，终于取得好收成。

这篇作品，文学性较强，已经有意制造悬念，富于传奇色彩，文字

比较通畅。当初作于西周末或东周初，其结构与手法对后世的史传文学

和野史小说都有启发。 （据报载，２００８年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

其中有些篇与传世本 《金滕》篇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句略有差异。）据

《尚书》专家顾颉刚、刘起釪等研究，《金縢》的故事具有历史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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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遇到天灾或疾病，认为是上天或鬼神施行刑罚，往往叫亲人或

大臣代他承担，替罪甚至替死。这种风俗，在 《左传》中关于楚昭王得

病的记载有所反映。顾、刘二氏还举出元代的 《元秘史》为证，元太宗

窝阔台得病，巫师认为是金国山川之神作祟，要亲人代之方能医治。于

是太宗的弟弟拖雷，就替哥哥死了，太宗遂愈。故事与 《金縢》颇相似。

《周书·无逸》篇，为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劝成王勤劳政事，无贪

图安逸。文中引用殷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文王、武王等正面典

范以及殷纣王等反面事例，列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加以对照，劝诫成

王不可 “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 （指农民）之劳，惟耽乐

之是从”。全文以史为鉴，引古喻今，层次分明，首尾连贯，感情强烈。

《尚书》有少数文章用韵。如 《洪范》篇：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无有好作，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

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句子整齐，声韵铿锵，反

映了在实用基础上对语言艺术的审美追求。

从文字技巧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尚书》部分文章与甲骨

卜辞、西周铭文大致同时，为何后者稚拙零碎，前者熟练完整？原因可

能与记录工具和方式有关。在甲骨和钟鼎上铸刻文辞很不容易，不可能

太长。《尚书》最初是用手写在简策上，战国后期再录于绢帛，所以容

量较大。第二，《周书》中的 《文侯之命》 《秦誓》与 《国语》 《左传》

时代相同，语言风格却明显不同。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由于前者是官

方文书，用的是当时的 “文言文”。而后者是民间著作，用的是当时的

“通俗文”，或者是用 “通俗文”改写原先的 “文言文”。有如 《史记》

之改写 《尚书》。

《尚书》一类文体，从春秋末年以后，就很少在社会上流行。但是，

从汉至清历代皇室文告，凡庄重严肃的军国大事，需要祷告天地晓谕万

民时，往往不用通常的散体文或骈体文，仍采用 《尚书》体，以示

郑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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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春秋》《左传》和《国语》

《春秋》“春秋”原来泛指上古各国史籍。由于孔子利用鲁国的史籍

编写成一部历史著作，后世遂专指孔子之书为 《春秋》。这本书的起讫

年代 （前７２２年至前４８１年）被后世概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全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大纲，以

鲁史为线索，全面记录２４２年间中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礼仪等重

大活动，逐年甚至逐月，没有间断，而且准确可信。较之资料汇编性质

的 《尚书》前进了一大步。

从文学史看，《春秋》还不能算散文，仅有句而不成篇。记事极简

略，最短者一年仅一字，最长的一年四十余字，相当于今天报纸的要闻

标题，但对后世散文有贡献。第一，创立了所谓 “春秋笔法”。用不同

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曲折地给人物和事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通过

“微言大义”，“寓褒贬，别善恶”。第二，有意规避，为尊者讳。例如鲁

桓公在齐国被齐襄公派刺客杀害。原因涉及宫闱丑事，不便明说，《春

秋》只用 “公薨于齐”四字轻轻盖过。第三，言简意赅，用词造句精确

有序。如僖公十六年，“正月，戌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

退飞，过宋都”。“陨石”句，先听觉，后视觉，找到落地之处，再计其

数。“六鹢”句，粗看天上有六点黑点；细看原来是鹢鸟；仔细瞧，竟

然是退飞；继续盯着看，它们到底飞向何方，经过宋都才不见了。如此

细密地观察和描述，不仅功在后世记事文学，在自然科学考察史上也树

立了榜样。

《左传》 《春秋》成书之后，不少人为之作注释，当时称为 “传”。

今存有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三传。最重要的是 《春秋左氏传》，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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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通常认为作者是左丘明，鲁国人，较孔子年代稍晚，故记事虽

与 《春秋》同时开始，而结束晚于 《春秋》十三年。此书以 《春秋》为

纲，逐年补充，详记孔子所略史实。全书约二十万字。篇幅比 《春秋》

扩大十几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史和成功的历史散文。

左丘明十分尊重孔子，以孔子之是非标准来评价历史，但也有差

异。第一，孔子尊王贬霸，左氏对周天子十分冷淡，写五霸虎虎有生

气。第二，孔子尊君贱民，左氏表现出明显的民本思想。第三，孔子

“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左氏相信鬼神、卜筮，记录了不少

迷信活动；又主张民为神之主，似乎天和神也要服从民意。

《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擅长写战争。 《左传》记述数百次战争，重点写五大战役

（城濮、崤、邲、鞍、鄢陵），轰轰烈烈。写小的战斗也各具特色。作者

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描述，总是力图深入揭示战争的酝酿经过，诸多

矛盾的形成与激化，或胜或负的经验与教训，使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

迪。如晋楚城濮之战，是两大国争霸的第一次较量。从晋文公整顿内政

写起，如何训练士卒，慎择将帅，严肃纪律，确立忠信观念等等。楚方

也在准备，却优劣不同。接着写扫清外围：攻曹，围卫，救宋，报德，

伐怨。既而展开争取齐、秦的外交活动。楚方请晋复曹卫，楚亦解宋之

围，在道义上争取主动。晋国君臣巧妙破解这一箭三雕之计，化被动为

主动。待到两军对阵，晋文公又按往日的承诺，退兵三舍；采纳善言，

克服攻击前的犹豫，进行正确的部署。楚军主将子玉骄而无礼，求胜心

切，君臣意见分歧。预示双方道义上的优劣。待到写战斗过程，却极简

略。晋将胥臣选择楚方薄弱的右翼———附属国陈蔡之师为突破口，很快

得手。栾枝用伪遁迷惑楚军左翼，把敌人从强固的阵地上调出来，在战

斗中以中军主力横击，以上军夹攻，楚左师被击溃。作者笔头时而晋，

时而楚，时而左，时而右，时而进，时而退，写得雷轰电掣，海涌山

飞，使千军万马，跃然纸上。结果，晋军得胜，楚军大败。下面又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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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自杀，晋文公得知后方才放下心来。文章最后总结说：“君子谓是役

也，能以德攻。”即所谓 “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这也是左氏对待当时

许多战争的基本态度。

小的战斗如齐鲁长勺之战。作者首先注意靠什么打仗的问题，靠祭

祀神灵和小恩小惠都不行，只有诚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才能有战胜强敌

的群众基础。然而仅仅道义还不够，必须讲究战略战术。在战斗中要避

敌人之锐气，击其衰竭，要仔细考察地形，正确判断敌军虚实，选择适

当时机发动进攻和追击。《左传》十分欣赏其中关键人物曹刿，对他的

言语、动作、神情、心态、指挥若定的气派，有非常具体的刻画。两

“未可”、两 “可矣”，故意不详说，一方面反映戎马倥偬，时间来不及；

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有意卖关子，制造悬念。这个故事 《国语》和 《管

子》都有记载。二书详于记言，略于记事写人，其文学性比 《左

传》差。

第二，精心描述政变。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得手的政变。如，齐

人杀庆舍。齐简公时，庆封专政，荒淫残暴，到处树敌。其子庆舍实际

主事，狂妄自大，竟任用反对派的人为警卫。反对派鲍氏、陈氏等暗中

串联，准备围攻庆氏。族人庆嗣把种种迹象报告庆封，他十分骄傲，不

做防备。反对派早把两名刺客埋伏在庆舍身边。又利用街头表演惊吓庆

氏卫队的马匹，并瓦解其武装，夺取其兵器。外面解决了，用暗号敲窗

户三下，通知里面动手。一名刺客从后面刺其背，另一刺客从左面砍其

肩。庆舍虽负重伤，仍然摇动庙椽，把屋上的瓦都晃动了，还拿起祭器

杀伤敌人，才气尽而死。情节戏剧化，镜头多变换，比得上后世的电视

剧。二类是失败的政变。如晋灵公谋赵盾。灵公暴虐，久失君德，把执

政大臣赵盾视为眼中钉，派刺客入室行刺，刺客竟愧而自杀，不从君

命；灵公设酒席埋伏，却有甲士临阵倒戈；人无可使，至于用犬，足见

其失道寡助。赵盾恭敬爱民，忠于国家，故能得道多助，遇难呈祥，化

险为夷。御者提弥明临危授命，以身殉职，正是赵盾平时宽厚待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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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刀光剑影的厮杀关头，却从容补叙首山救饿往事。“初”字放开，

“既而”收拢，张弛得体，伸缩自如，似乎节外生枝，实为妙笔生花，

真不愧叙事高手。后世戏剧有 《闹朝扑犬》等，即演义其事。三类是第

三者得利的政变。如楚国子干子皙发动政变，楚灵王自杀，公子弃疾故

意制造混乱，弄得子干子皙惶惶不安而自杀，弃疾坐收渔利，取得政

权。又如楚白公胜之乱，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地位尚未巩固，被叶公子

高反攻过来，白公胜也以自杀告终。这些政变，头绪纷繁，矛盾错综，

人物众多，情节曲折。作者能抓住要害，剖析其因果关系，以大人物为

中心，以小人物为陪衬，写来有条不紊，重点突出，疏密得当，为后世

史传文学和历史小说提供了经验。

第三，刻画人物个性特征。《左传》还没有后世那种人物专传，而

是通过分散在不同时间的言语行为，从而展示其品德和性格。大致可分

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前者主要是重要国君和著名卿大夫。如郑庄

公，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可见其不 “友”又不 “孝”。隐公三年，

周郑交质又交恶，可见其对周天子不 “忠”。隐公八年，郑伯朝王，改

善了周郑关系。隐公十一年，郑伯联合齐鲁伐许，可见其外交手腕和善

于辞令。伐许之后的 “诅颖”，可见其 “军纪”之欺骗性。桓公五年，

周郑矛盾激化，战于长葛，周军失败，被射中王肩，可见其 “跋扈”；

郑伯竟半夜劳王，以示不为已甚，为自己留下后路。通过郑人侵卫、北

戎侵郑以及周郑之间、周许之间等多次战斗，又可以看出庄公有一定的

军事指挥才能。就这样，通过廿余年十几次大大小小的事件，或详或略

的描写，作者终于把这位春秋初年堪称小霸的枭雄形象刻画出来了。所

谓闪现型，即通过一时一事或一言一行，显现其不凡的见识和卓越的人

品，虽在历史上一纵即逝，但由于有 《左传》的生动记录，给后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如郑国爱国商人弦高，在得知秦军秘密入侵郑国的迹象

后，机智地冒充郑国使者以十二头牛犒琴师，设计稳住敌人，同时迅速

向国内报告。终于争取宝贵时间，使敌人中途撤军。弦高只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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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爱国义举，在历史上放射着不灭的光辉。

第四，《左传》的叙事 “好奇”。这主要是指作者每每通过神奇的故

事甚至想象的手段，来增强情节生动性趣味性。如晋平公大厉，写了三

个梦。第一梦，晋景公冤杀赵同、赵括，心怀鬼胎，梦见赵氏祖先来报

仇。乃请巫者详梦，预料他吃不到新麦。请医生病治，又梦见病魔变成

二童子，居于膏肓，医者无可奈何，后世成语 “二竖为虐”“病入膏肓”

即出于此。六月，新麦登场，景公眼看吃到新麦，认为巫者预言是胡

说，杀之而后快。当麦饼到了嘴边，忽然肚子胀如厕，病发堕厕而死，

竟验证巫者言之不诬。第三个梦者是小奴隶，梦负晋侯登天，以为是吉

兆，结果却让他殉葬。三梦皆无稽之谈，然而其中不乏批判讽刺。景公

之残暴，至死未改。情节设置巧妙，变化多端。前中后三梦，一一照

应，丝丝入扣，颇似志怪小说。

第五，关于 《左传》的记言。精彩的行人外交辞令。例如秦晋韩之

战，晋惠公被俘，晋大夫阴饴甥赴秦和谈，要求释放惠公。以战败国对

战胜国，却不卑躬屈膝苦苦乞求，而是有礼有节据理力争。秦伯想摸清

晋国虚实，问 “晋国和乎”。阴饴甥目的本是求和，却故意回答 “不

和”。然后从小人君子两种意见分说，分析和与不和的两种准备，共同

点则是以武力求和平。秦伯又问你们怎样看待被俘的惠公，因为这是秦

国手中的一张王牌。阴饴甥仍从小人君子分说，无非是放归与扣留两种

可能。进而以君子立场剖析放归对秦国如何有利，扣留如何不利。句句

是替秦国着想，又句句以晋人口吻说出，确实是如簧之舌，把捧场的话

和指责的话都讲得特别动听。僖公三十年，郑烛之武退秦师，着重剖析

秦晋郑三国利害关系，强调亡郑无利于秦，反能有利于秦之宿敌晋国，

保存郑国对秦国有益而无害。说理周密，委婉动听，因而打动秦穆公立

即退兵。此外如楚屈完对齐桓公，齐宾媚人对晋郤克，都是在紧张的战

陈之际，弱者依靠辞令对付强者，据理抗争，终于缓解矛盾，保存国家

尊严和外交体面。皆精心结撰之名作。恳切的臣下谏说之言。如僖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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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虞宫之奇谏虞公假道于晋以伐虢，以 “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比喻

虞虢关系，后来成为成语。桓公六年，随季梁谏追楚师，告诫小国之君

切勿轻敌，要相信民众，不要迷信神灵。都是历来传诵的名文。

《国语》是西周初至春秋末各国文献汇编。旧题左丘明撰，历代大

有怀疑。今人多认为，《左传》和 《国语》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原始

作者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各国史官，编辑成书也许略早于 《左传》，后来

又有所补充。

《国语》不是编年体，而是分国体，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记

言行都是片段的，独立的，之间无连贯。今本 《国语》二十一卷，分记

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君臣言行。 《国语》与 《左传》

记事有不少重复，稍加比较，不难看出 《左传》在 《国语》基础上提炼

加工的痕迹。有些事件大致相同，人物，地点，时间互有差异。《国语》

虽有儒家观念，同时采纳法家、墨家、纵横家，这种兼容并包现象与

《左传》多依照孔子思想及礼仪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显然有别。

《国语》的文学价值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语》记人，已有将某个人物言行相对集中，为人物专传

提供素材的意图。如 《鲁语下》一至七章皆叔孙穆子言行， 《晋语三》

共八章专记惠公活动，《晋语四》共二十四章专记文公，《晋语七》共九

章专记悼公，《晋语九》第五至十一章皆与赵简子有关。这些片段自成

起讫，没有融合成有机整体。只能算一组，不能算一篇。在编者心目

中，记言仍是重点，因事见人只是不自觉的尝试而已。 《越语》例外，

其上篇实际是勾践的专传，下篇可以看成范蠡专传，两篇首尾完整，不

过记言多于记行。《国语》已能在矛盾中揭示人物心态及其发展，运用

对比体现作者爱憎。如晋文公重耳与惠公夷吾，骊姬与太子申生，吴王

夫差与越王勾践等皆是。作者很少直接褒贬；从其客观叙述或转引第三

者评论中，可以看出是非观和倾向性。全书多以国君为主角，还有一些

片段记公卿大夫的嘉言善政，远见卓识，奇行异举。虽然一鳞片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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