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孟子选注

编者：许俊霞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孟子选注／许俊霞编．—２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１

　（语文新课标必读）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５９５－９８９－４

　Ⅰ．孟…　Ⅱ．许…　Ⅲ．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儒
家③孟子—注释④孟子—译文 Ⅳ．Ｇ６３４．３３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１３１７２３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孟子选注

　编　　者　许俊霞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２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２次印刷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１８０
　印　　数　３０００
　字　　数　２７００千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５９５－９８９－４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

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

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

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

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

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

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

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

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

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

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

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

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

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

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

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

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

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

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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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子（约公元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

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幼年丧父，靠母

亲抚育成人。年轻时曾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学习，３０岁左右

收徒讲学，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４４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

后到齐、宋、滕、魏等国，游说诸侯，宣扬“仁政”“王道”，始终不受

重用。晚年返回家乡，讲学著述，直到去世。汉武帝时“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孟子和孔子一样，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

到唐代，已将孟子和孔子并称；元、明时称为“亚圣”。均不被

采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他主张人

性本善，认为凡人都可以为尧舜，每个国君都可以成为圣王。他

宣传仁政，抨击暴政，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

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反对发动

不义战争以及剥削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与事。这种强烈的

民本思想正是社会变革中时代精神的体现。孟子有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也有有所不为的操守，他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出在进退的准则。孟子渴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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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用他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每到一个国家见到国君，都反

复讲仁政的好处，当他知道这个国君无意用他时，决不附和迁就

权贵，而是怅然离开。他对国君采取傲然视之的态度。他歌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

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

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

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民有饥色，野有饿

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界则百家蜂起，“处士横议”。孟

子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另

一方面又要扫清阻碍推行这种主张的各种“邪说”。所以不能不

与各种学说进行辩论交锋，以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

这就决定了孟子文章“好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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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

《孟子》共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

《万章》、《告子》、《尽心》。各篇又都分上、下两篇。《孟子》是《论

语》之后儒家最重要的著作，汉文帝时列为博士科目。宋代被列

为十三经之一。到南宋时，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

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明清

科举考试八股文，题目都来自《四书》。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三种看法：或认为是孟子本人所

著，或认为是他的门徒所著，或认为是他们师徒合著。后一种观

点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孟子》是

模仿《论语》的，主要记录孟子的言行。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

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充分反映了战国时

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孟子》散文善于运用比喻。有

人统计，《孟子》全书共２６１章，其中有９３章共用了１５９个

比喻，可见孟子是善用比喻的能手。用比喻说理，用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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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比喻来进行论辩，不仅增加了形象性，富有情趣，引

人入胜；而且显得简洁，明白，更有说服力。

《孟子》的散文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先纵后擒，很有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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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

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

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③利

而国危矣。万乘之国④，弑⑤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

而先利，不夺不餍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名 ，前３６９—前３１９年在位，惠是他

死后的谥号。前３６２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而亦称为梁。　②叟：对老人的尊

称。孟子见惠王时年已５３岁，一说为６３岁，故惠王称他为叟。

　③征：牟取。　④万乘（ｓｈèｎｇ）之国：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车战，故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

国家的实力，一乘兵车由四匹马牵拉，每辆作战用车配备战士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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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步兵七十五人，每辆防御和后勤补给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

兵二十三人，每一百户居民供给战车一乘、防御用车一乘的所有

装备和士兵。所谓“万乘之国”，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万乘后勤

用车的国家。当时常用此词指称强国。　⑤弑（ｓｈì）：古代对在

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　⑥

餍（ｙàｎ）：满足。

【译文】
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不远千里前来，将使我国

有所获利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还有仁义嘛。大王

说用什么使我国获利，大夫说用什么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用

什么使我自身获利，上下交相牟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

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

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万中

取千，千中取百，不能算不多了。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不夺取

全部是不会满足的。讲究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讲究

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大王说说仁义吧，何必说

利呢？”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①，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

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

云：‘经始灵台②，经之营之③。庶民攻④之，不日⑤成之。经始勿

亟⑥，庶民子来⑦。王在灵囿⑧，唐鹿攸伏⑨。唐鹿濯濯⑩，白鸟鹤

鹤瑏瑡。王在灵沼，于禼鱼跃瑏瑢。’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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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其有麇鹿鱼鳖。古之人与

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瑏瑣丧？予及女偕瑏瑤亡！’民

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①沼（ｚｈǎｏ）：水池。上：此指岸边。　②《诗》：此处诗句引

自《诗·大雅·灵台》，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经始：

规划设计。灵台：旧址在今陕西省鄠县以东。　③营：测量定

位。　④攻：建造。　⑤不日：不到一天，喻时间很短。一说，是

不限期限的意思。　⑥亟（ｊí）：同“急”。　⑦子来：像子女为父

母出力一样。　⑧灵囿（ｙòｕ）：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规模小的

用于游观，规模大的用于围猎。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故称“灵

囿”，下文的“灵沼”与此意同。　⑨唐（ｙōｕ）：雌鹿。攸：语助

词。　⑩濯濯（ｚｈｕó）：肥美的样子，一说是悠闲的意思。　瑏瑡鹤

鹤：洁白的样子。　瑏瑢于：语助词。禼（ｒèｎ）：满。　瑏瑣《汤誓》：

《尚书》篇名，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时：这个。害（ｈé）：何，指

何时。《尚书》原文作“曷”，义同。夏桀暴虐无道，大臣向他劝

谏，他居然说：“上天有太阳，如同我拥有天下，太阳会灭亡吗？

太阳灭亡了，我也就灭亡了。”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所引的一段

话，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　瑏瑤女（ｒǔ）：通“汝”，你。偕：

一同。

【译文】
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边，顾望着飞雁、驯鹿，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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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也以此为乐吗？”孟子答道：“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不贤

者虽然有这些却不会快乐。《诗》说：‘灵台刚刚奠基，正在规划

之中。民众赶来建造，没有几天竣工。王说建台不要太急，民众

像子女一样踊跃。文王来到灵囿，母鹿安卧不惊。母鹿多么壮

实，白鸟多么洁净。文王来到灵沼，满池鱼儿跃迎。’文王用民众

的力量建高台、挖池沼，民众欢欢喜喜，把这个台称为灵台，把这

个池称为灵沼，对它有驯鹿鱼鳖感到高兴。古时候的君子与民

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快乐。《汤誓》说：‘你这太阳何时陨落？

我们和你一起灭亡！’民众要与他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池沼、

飞禽走兽，难道能独自快乐吗？”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①也，尽心焉耳矣②！河内凶③，则

移其民于河东④、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

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

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⑤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

而走⑥，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

何如？”曰：“不可！直⑦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

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⑧食也；数罟不入湾

池⑨，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⑩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

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瑏瑡无憾也。养

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瑏瑢；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瑏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瑏瑤；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瑏瑥序之教，申瑏瑦之以孝悌之

义，颁白者不负戴瑏瑧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瑏瑨不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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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瑏瑩，途有饿莩而

不知发瑐瑠，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

我也，兵瑐瑡也’。王无瑐瑢罪岁，斯瑐瑣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①寡人：君王对自己的谦称。　②焉耳：语助词。此处连用

两个，表示恳切的意思。　③河内：相当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

北地区。凶：荒年，《墨子·七患》：“三谷不收谓之凶。”　④河

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该地区位于黄

河以东而得名。　⑤填然：鼓声充盈的意思。古代作战，以击鼓

表示进军，以鸣金（击钲，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表示退兵。　

⑥曳（ｙè叶）兵：拖着兵器。走：古代所说的走，相当于现在所说

的跑；而现在所说的走，在古代称为步。　⑦直：只是。　⑧胜

（ｓｈēｎｇ）：尽。　⑨数罟（ｓｈｕòｇǔ）：网孔细密的渔网。湾（ｗū）

池：池塘。　⑩斤：砍刀，古代常斤、斧连称。以时：按一定的季

节，《礼记·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瑏瑡丧死：葬送

死者。　瑏瑢五十者可以衣（ｙì）帛：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简称

“《集注》”）云：“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衣在

此作动词用。　瑏瑣鸡豚狗彘（ｚｈì）：豚是猪，彘是小猪，此处概指

农家养殖的家畜。无失其时：不耽误养育的时节。朱熹认为是

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　瑏瑤七十者可以食肉：朱熹

《集注》云：“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　瑏瑥庠（ｘｉáｎｇ）

序：古代的乡学。　瑏瑦申：重复、一再。　瑏瑧颁白：同“斑白”，花

白头发的老人。负戴：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负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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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上，戴指顶在头上。　瑏瑨黎民：老百姓。　瑏瑩检：节制、制

止。一说，有的本子此字作“敛”，意思是说，丰收的年成粮食富

足，人们不知爱惜，连猪狗都吃得像人一样好，这时国家就应该

收购粮食以备荒年，如不去收购就是失职。　瑐瑠途：道路。莩

（ｐｉǎｏ）：同“殍”，饿死的人。发：开仓赈济。　瑐瑡刺人而杀之：古

代作战的主要兵器是矛，这是一种以刺杀来伤人的武器，故此处

云“刺人”。兵：此指武器。　瑐瑢无：不要。　瑐瑣斯：那么。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尽心极了！河内饥荒，就把那里的

民众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河东饥荒时也这

样。看看邻国的政绩，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邻国的民众

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是什么道理呢？”孟子答道：“大王

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战鼓咚咚，交战开始了，战败

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

了五十步就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

人，行不行呢？”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也同

样是逃跑。”孟子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你的

民众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渔网不入

池沼，鱼鳖就吃不完；按季节进入山林砍伐，木材就用不完。粮

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就使得民众的生、死都没有缺憾

了。生、死没有缺憾，是王道的开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

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

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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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

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负东西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

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

从未有过。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

而不知道赈济，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这和把

人杀了却说‘与我无关，是武器伤害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

怪罪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②

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

也。”曰：“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⑤

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

人，恶⑥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⑦’，为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①安：安心、乐意。此章承上一章而言，梁惠王听了孟子的

一番话，心有所动，进一步向孟子求教。　②梃（ｔǐｎｇ）：木棍。

刃：刀。　③庖（ｐáｏ）：厨房。　④厩（ｊｉù）：马棚。　⑤率：放

任。　⑥恶（ｗū）：何，疑问副词。　⑦仲尼：孔子字仲尼。俑：

古代用于殉葬的偶人。后：后裔。孔子的意思是说，制作俑来殉

葬，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再以后，人们就进一步用活人来殉葬了。

其实，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尔后才以俑来代替的，孔子不知道

这点，所以作此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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