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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的产生很可能早于诗歌，《尚书》即是一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与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散文或记人，或叙事，

或抒情，题材繁多。古往今来，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散文精品、名篇，而且

诸子哲学、历代史学、奏议应对、外交辞令、医学养生、百工技艺、百物

种植、地理天文、科技文献、兵家谋略、交际应酬、处世箴言等等，无不

充满着散文气息，凝聚散文精华。熟读散文就可熟知中国文化之精华所在。

古人强调“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中国散文以灵活多变的手法，以

切实而意义深远的比喻，优美的词藻说理叙事，言近而旨远。或如行云流水，

或如排山倒海；有的以情胜，哀而不伤；有的以气胜，恢宏而包容；有的

以理胜，自信而谦谨……充分展示了一个文化古国的胸怀、气度和意境。

古代散文的写作手法是我们现代人写作的无尽宝藏。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主流。不论叙事、抒情、状物，古代

散文无不包含着深沉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思想，包含着前人对宇宙、人生的

多方面的深刻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在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成

为古代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思想的重要渠

道和捷径。“文如其人”。古代散文多是人们有感而发，是古人情感、思想、

态度的集中体现，是古代人传统人格、道德追求的集中体现。“读其书，

想见其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称颂孔子的话正是我们读古人

书，如同与先贤谈话、交流的感受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精神、人格、情感、

体验无不在我们心中激荡澎湃，使我们经受一次次精神的洗礼。学习散文

是我们提高文化素养，培养高尚人格的重要途径，更是我们继承古人的人

文关怀、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独立人格等优秀品质，重建时代的人文

精神的必由之路。

古代散文浩如烟海，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面对快速度的社会节奏，

难以抽出大量的时间阅读。我们编写这本书意在使大家迅速抓住其中精粹，

“窥一斑而见全豹”，领略古代散文的精神，引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本

书以句带文，所选名句皆注明出处，读者可顺藤摸瓜，以便做更深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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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的注解、译文、欣赏均意在抛砖引玉，仅供参考，不足之处，希祈指正。

编  者

20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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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 秦 部 分

【原文】

多行不义，必自毙。

【注释】

选自《左传·隐公元年》。自毙：即自我灭亡。毙，倒下，引申为死亡，灭亡。

【译文】

不断地做不义的事情，必然走向自我灭亡。

【赏析】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喜欢小儿子共叔段，讨厌大儿子郑庄公，因为生庄公

的时候难产而使姜氏受到惊吓。郑庄公即位后，在母亲的请求下，把共叔段

封在京地。共叔段修城逾制、私养家兵、僭越日现。蔡仲提醒庄公注意。郑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说明庄公对弟弟的野心早就知

晓并有所防备，之所以对他和母亲的要求听之任之，是因为他不愿违背母亲

的意愿，也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后来，这句话成为警戒恶人恶行的一句

通用箴言。

【原文】

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注释】

选自《左传·隐公三年》。骄：骄傲。奢：奢侈。淫：无度。逸：享乐，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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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己，自我。邪：邪路。

【译文】

骄傲、奢侈、无度、放纵，是人走上邪路的根源。

【赏析】

这是卫国大夫石 劝谏卫庄公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溺爱、放纵公子州吁，

就容易使他走上邪路。石 不仅从普遍性上指出骄奢淫逸是使人走上邪路的

祸根，也暗示出州吁的为人，意在引起卫庄公的警惕。这句话是石 总结历

史变迁、人物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骄傲、奢侈、无度、放纵是使人走向邪

路的内在原因，告诫人们只有克己、律己才能有所作为，因为人的行为方式、

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是人生事业成功与否的直接因素。

【原文】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注释】

选自《左传·桓公十年》。匹夫：一个人，通常指平民。璧：玉。

【译文】

一个平民本来没有犯罪，只因为他怀中有一块玉璧就有了罪过。

【赏析】

在这里虞叔借这句谚语表白自己无力自保的无奈与无助。自己有一块宝

玉，哥哥虞公索要，自己不舍得给，但怕引祸上身又献给了虞公。后来，“匹

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成了无辜得祸的代名词。同时，也用来谴责那些无中

生有、借事生非、祸害他人的邪恶之徒。这句谚语反映了在贵族统治的等级

社会中，地位低下的不仅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且拥有本身都变成罪过的冷

酷现实。那些有权势的人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依仗手中的权力、地位巧

取豪夺，劫国、劫权、劫财、劫理，无助的小民无礼、无权、甚至无力捍卫

自己的尊严、思想和财富，只能坐视自己的东西被他人夺去，只能坐等强权

的人加以宰割。

【原文】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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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自《左传·庄公十年》。一鼓：第一次击鼓。作气：振作士气，这里是说士

气最旺。作：振作，振奋。再：再次，第二次，指再次击鼓。衰：衰落，指士气下降。

三：指第三次击鼓。竭：完，尽，指士气消失。彼：他们，对方，指齐国军队。盈：

满，指士气旺盛。故：所以。克：战胜。

【译文】

第一次击鼓的时候士气振奋，第二次击鼓后（如果不投入进攻）士气

开始下降，第三次击鼓后士气就十分低落。对方的士气低落而我们的士气

振奋，所以战胜了他们。

【赏析】

鲁庄公十年春天，强大的齐国被鲁国打败了，这场战役能够取胜的关键

原因是鲁庄公采纳了大夫曹刿的建议。曹刿在战前对庄公进行的战争策略的

分析很精彩，其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既是战争中的客观现象，

也是当时齐国军队的实际情况，鲁军正是充分利用了对方三鼓之后士气衰落，

而己方士气最旺盛的时候奋勇出击，一举打败了齐军，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

军事史上充分利用作战双方的士气，以静制动、相机而动的成功的战术范例。

从此之后，“一鼓作气”便演变了一句成语，它比喻做事情切不可停顿、间断，

而应趁劲头大时一下子就做完，否则便不会成功。

【原文】

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 ! 

【注释】

选自《左传·闵公元年》。心：内心。苟：如果，假如。无瑕：没有瑕疵。瑕，

指缺失，缺憾。恤：忧虑，担心。

【译文】

心中如果没有缺失，何必担心没有家 ! 

【赏析】

这是晋国大夫士 劝晋国太子申生应趁早逃亡的一句话。当时申生已有

失宠的迹象，士 就告诫他应尽早有准备，坦荡荡做人，就必定会有安身立

命之地。这句生活格言包含了做人的一种价值追求，激励人们不要为小事患

得患失，要勇敢地追求远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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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五年》。辅：喻面颊，即腮。车：喻牙床骨。相依：相互依存。

唇亡齿寒：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因暴露于外而感到寒冷。

【译文】

面颊和牙床骨相互依存，嘴唇没有了，牙齿因为暴露就会感到寒冷。

【赏析】

这是宫之奇劝谏虞公的话。晋献公第二次向虞国借道以伐虢国，虞国大

夫宫之奇就用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形象地阐述了虞国与虢国这两个小

国之间一存并存、一亡皆亡的依存关系。后来“唇亡齿寒”就演变成了成语，

用来表示一损俱损、利害相关的两个事物的密切关系。

【原文】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十年》。罪：罪过，罪名。辞：托词 ,借口。

【译文】

想把罪名归于某人，还怕找不到托词吗？ 

【赏析】

这是晋国大夫里克自尽前反驳晋惠公的话。晋献公死后，晋惠公依靠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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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的力量杀死公子奚齐、公子卓之后才得以继位。但他又怕群臣和百姓指责

他杀死二君一大夫，就以这个托辞来杀里克泄民愤。事实上，里克并不像他所

辩解的那样清白无辜，他是罪有应得。只是他说出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

一种普遍现象：在专制政治斗争中，昏君奸臣为了自己或自己宗派集团的利益，

不顾事实，罗织罪名，堂而皇之地用各种理由加害自己的对手和一切妨碍他们

利益、地位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为对那些舞文弄墨、巧言簧舌，

玩弄法律、道德于唇舌之间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奸佞小人的控诉和批判。

【原文】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注释】

选自《左传·僖公十年》，引自《诗经》。白圭：白玉。

【译文】

白玉被玷污，尚可以磨掉；誓言被自己违背，将无法自白。

【赏析】

晋献公临终前把荀息做为辅政大臣，荀息也表示要为国尽忠以谢君恩。

里克在杀奚齐前问荀息，三公子将互相争权，荀息表示若储君不立自己将以

死谢先君。奚齐被杀，荀息准备自杀，有人劝他立卓子而辅之，他听从了这

个建议立卓子为君，也没有自杀。当卓子又被里克杀死后，他才自杀。所以

人们不认为荀息是忠于誓言而死，而是为卓子辅政不得而死。死虽同死，死

的意义却根本不同，不是忠君重誓之死，而是和里克一样为权力争夺失败而

死。这句话正是对荀息自背誓言而使自己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甚至清

名被玷污的评论。这句话说明人不可贪一时之利而失去大节，失言于人，遗

恨百世；也反映了古人重许诺，言出必行的道德规范。

【原文】

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 

【注释】

《左传·僖公十四年》。傅：通“附”，依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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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皮都没有了，毛还能依附在哪里呢 ? 

【赏析】

这句话是晋国大夫虢射说的。当时秦国闹饥荒，求救于晋，晋国内部高

官一部分要求救济，另一部分拒绝救济，虢射就是拒绝派的代表，他以“皮

之不存，毛将安傅”反驳大夫丕郑济秦的主张。虢射只看到饥荒将使秦国陷

入灾难，对晋国构不成威胁，有怨而无力施报，却没有看到若激怒灾难中的

秦国，就使秦国上下万众一心，兴全国之师，发动对晋战争的危险；没有看

到这将使秦军出师有名，义正辞严，而晋不义不德、以怨报德从而失去人心

的结果。因为秦国两年前曾借粮帮晋度过难关。在秦发动军事行动后，晋军

仓促应战，一战而败，国君被俘证明了虢射的建议是错误的。这句话后来成

为用以揭示现象和本质、本体和支流之间关系的名句。虢射虽然看到了皮与

毛的关系，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他只看到了秦国的困难，却未看到

拒绝秦国的要求所带来的秦晋两国民心的变化；物质基础虽然是个重要因素，

但在战争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民心向背的因素。

【原文】

人谁无过 ?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注释】

选自《左传·宣公二年》。过：过错，错误。善莫大焉：没有什么善行比这更

大的了。

【译文】

人谁能没有过错 ? 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什么善行比这更大的了。

【赏析】

这是晋国大夫士季对晋灵公说的一句话。当时面对晋灵公挥霍享乐，草

菅人命的情况，士季准备进谏，但灵公却先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表示今后

一定改正。士季听了很高兴，说：“人谁能没有过错 ? 有过错而能改正，没

有什么善行比这更大的了。”尽管晋灵公欺骗了士季，行恶如常，但士季进

谏的忠言却成为流传千古的箴言警语。他的这种知错就改的思想后来被孔子

加以发展，成为“仁”的一种内在要求，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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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十年》。犯：触犯。专欲：专权的欲望。二难：指触犯众怒

和专权。

【译文】

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权的想法难以成功，把触犯众怒和专权结合

起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

【赏析】

这是子产劝阻子孔的话。当时郑国刚刚平息内乱，子孔掌权，重新制定了

盟书，规定了官员的职位次序，但大夫、官吏等都不遵从，子孔就想诛杀他们，

子产认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所以劝阻了子孔的想法。表现了子产作为

一个开明的政治家对人心的重视。一意孤行，独断专行，触犯众怒，不仅使我

们要做的事做不成，而且易使自己置于众人的对立面，使自己处于孤立和危险

的境地。

【原文】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至高无上的，最高的。立德：树立德行。

立功：建立功业。立言：树立言论。

【译文】

最高的人树立德行，其次树立功业，再其次树立议论，即使人死去很

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不朽。

【赏析】

这是鲁国的穆叔回答晋国执政大臣范宣子什么叫“死而不朽”的话。穆

叔道出了精神之美的无穷魅力和无限的生命力，赋予了人生新的意义，即超

越个体生命而存在的精神品质。他的见解非常精辟。立德、立功、立言后来

逐渐发展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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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

何毁之 ?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十三年》。善：喜好。恶：厌恶。

【译文】

人们早晚游乐于乡校，议论政事的优劣得失。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

行它，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

乡校呢 ? 

【赏析】

郑国的乡校是聚会和议论的场所，子产执政初期，很多人都在此议论政

策的偏颇、执政者的得失。大臣然明觉得平民议政，有损于执政者的尊严。

子产明确表示，乡校议政恰恰有利于自己了解民情，知道百姓支持什么，反

对什么，以此为鉴，可以制定更加得人心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我听说

过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作威作福可以阻止怨恨，这就像防洪水一样，

大决堤的出现，伤人必然多，我不能补救，倒不如开个小口不断泄洪导流，

当我听到这些意见后，把它当作治病之良药。”孔子听了子产的话，感慨地说，

从这件事来看，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平民议政在我国等级社会里，

向来为统治者所忌，因为以下议上不忠不孝。而早在春秋时代的子产却能支

持乡校议政这一件事，不仅表明了他个人博大、宽广的胸怀，也为以后统治

者如何对待平民议政这件事做出了表率。

【原文】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

其谁敢求爱于子 ? ……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

者也。

【注释】

选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政：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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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人们宠爱他人，希望能做有利于他的事。现在您用政事表现您的爱，

就像（人）还拿不动刀子（您）就让他割肉，这会使多方面受到伤害。您

的宠爱，只是伤害他而已，谁还敢希望得到您的宠爱 ? ……侨（子产名）

听说学习而后参与政事，没有听说过在从政中学习。

【赏析】

这是郑国子产回答子皮想让儿子尹何治理一个城邑的话，他明确表示尹

何太小而不能胜任，所以予以拒绝。子产提出了如何爱人的问题，爱人就是

应当做对他有利的事，而不是做对他不利的事，否则，不仅伤害了他，使他

信心受挫，承受无法承受的压力，特别是也伤害了老百姓，危及国家，将使

他无力自拔。最后子产提出“学而后入政”的观点，可谓是对当时贵族世袭

制的否定，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这种观点被儒家创始人孔子加以继承和发

展，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为平民知识分子加入政治集团开创了一条道路，

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成为科举制的理论基石。

【原文】

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

三曰从时。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七年》。务三而已：致力于三件事罢了。择人：选拔人才。因民：

顺应百姓。从时：遵从时令。

【译文】

治理国家不能不慎重呀，致力于三件事罢了：第一叫做选拔人才，第

二叫做顺应百姓，第三叫做遵从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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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古人经常把自然界的怪异现象看作预示吉凶的先兆。鲁昭公七年四月

日食，晋侯向士伯咨询灾异情况。士伯趁机就把它归结到政事的治理上，

并进一步开导说：“治理国家不能不慎重呀，致力于三件事罢了：第一叫

做选拔人才，第二叫做顺应百姓，第三叫做遵从时令。”其实，天象变化

等自然现象与政事并无关系，但士伯在此把治国精要概括为此三点，则表

明了他深谙治国之道。

【原文】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十一年》。末：树枝。掉：通“调”，掉转，摇动。

【译文】

树枝过大一定会折断，尾巴过大一定不能摇摆。

【赏析】

这是在鲁昭公十一年的时候，申无宇劝阻楚王派公子做蔡公的话。申无

宇用此话来暗示把公子弃疾放在边邑会难以控制、容易酿成祸乱的可能。这

句话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政治体制组织的特点，形象地说明了政治结构中局部

和整体的关系，含蓄、深刻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原文】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二十年》。火烈：火性猛烈。鲜死焉：很少有人死在火里。焉，

兼语词，于此。懦弱：这里指柔和。狎：亲近。

【译文】

火性猛烈，人看见而畏惧它，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性柔和，人

亲近而玩弄它，就有很多人死在水中，所以宽厚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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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郑国执政贤臣子产临死前认为自己死后郑国将由子太叔执政，这几句便

是子产就如何执政劝子太叔的话。在此，子产用水火比喻治政的宽严，把两

者的内在联系分析得透彻深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政治家，这句话充

分表明他执政无论宽严，都是为百姓着想的高尚人格。

【原文】

政宽则民慢，慢之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

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

【注释】

选自《左传·昭公二十年》。宽：宽厚，宽和。慢：轻慢。纠：纠正。猛：严厉。

民残：民众受到伤害。济：调节。

【译文】

政治宽和了，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他们；严厉了百姓

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用宽厚来对待他们。用宽厚来调节严厉，用严

厉来调节宽厚，政事因此才能协调。

【赏析】

郑国子产死后，执政的是子太叔，虽然子产曾建议他以严治国，但是子

太叔不忍心严厉治民，结果盗贼蜂起。子太叔后悔没听子产的话，于是出兵

剿灭了盗贼。孔子听到这些事后赞叹说：“好哇 ! 政治宽和了，百姓就会轻

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他们；严厉了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用宽

厚来对待他们。用宽厚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厚，政事因此才能协调。”

这里，孔子明确地点出了“宽”、“猛”这两种治政方法的相辅相成关系和

应用的条件。子产“宽”、“猛”相继的治国策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诸葛亮治蜀时，就认为刘璋软弱不明，政失之于宽，要求法政治蜀必

以猛济之，建立法令严明的蜀汉政治制度。其实或宽或猛，都是一种政治策略，

这种政策的得以有效实施，必须以正确的审时度势和判断为前提，否则危害

极大。

【原文】

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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