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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晏列传（434）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 古人名、字连用，先字后名。《左传》解张，名侯。又称张侯。 

      管子，字仲，名夷吾。 

• 颍，颍河。 

• 判断句式。古汉语的判断句，以魏晋时期为分水岭，《世说新语》有、

无系词判断句各占 50％。魏晋以前，以没有系词为常，隋唐以后，以

有系词为常。 

少时常与鲍叔牙遊 

• 少：年轻。 

• 遊：交游、交往。 

      遊=游：遨游、游玩、交游。 

      游：游泳。 

鲍叔知其贤 

• 知：了解 

• 其：代词 

  （1）作定语，“他的”。“赵盾弑其君” 

  （2）作主谓词组的主语，“他”。“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 

常欺鲍叔 

• 欺：欺骗 

鲍叔终善遇之 

• 终：终了——始终 

• 遇：相逢——对待 

不以为言 

• “不以（之）为言”。以：把 

• “不以为然”。以为：认为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 

• 已而：后来 

小白立为桓公 

• 小白（鲍叔）——莒 

• 纠（管仲、召忽）——鲁 

• 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

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 （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仲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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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被动，无结构标志的被动句。先秦时期使用没有结构标志的被动句

居多。“故不能推车而及”（鞌之战） 

• 焉：语气词，“了”。 

管仲既用 

• 用：被用 

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 

• 以霸：以（之）霸。以：凭借。霸：称霸。 

• 九：（1）多次。（2）通“纠”。《说文》：“纠，绳三合一。”段玉裁《说

文解字注》：“凡交合谓之纠，引申为纠合诸侯之纠。” 

一匡天下 

• 一：协同、整顿 

• 匡：匡正。《说文》：“匡，饮器也”,后作“筐”。方曰筐，圆曰筥。

引申指匡正。 

吾始困时 

• 始：当初 

尝与鲍叔贾 

• 贾：“坐贾行商” 

鲍叔不以我为贪 

• 以：认为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 穷：处境窘迫。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 “见……于……”，有结构标志的被动句 

• 见：表被动。“见笑”。 

• 于：引进动作主动者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 

• 肖：《说文解字》：“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

不肖。”引申指贤能。 

知我不遭时也 

• 遭：《说文解字》：“遭，遇也。” 

吾尝三战三走 

• 走：逃跑 

召忽死之 

• 死：为动用法，为……死。 

      邴夏御齐侯（为……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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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右提弥明死之（为……死）  

吾幽囚受辱 

• 幽：幽深黑暗——囚禁、坐牢 

鲍叔不以我为无耻 

• 无耻：不知羞耻 

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 羞：意动用法，以……为羞 

• 耻：意动用法，以……为耻 

鲍叔知其贤 

• ？其 

    （1）作定语。“他的” 

    （2）作主谓词组的主语。“他” 

     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 

• 《史记索隐》：管仲 

• 《古文观止》：鲍叔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 多：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意动用法，以……为多，“赞美” 

管仲既任政相齐 

• 相：辅佐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 

• 以：凭借 

• 区：区域——小 

富国强兵 

• 富、强：形容词用作使动。 

上服度则六亲固 

• 服：服用之物 

• 度：名词用作动词，“合乎制度”。“今京不度”（郑伯克段于鄢） 

四维不张 

• 张：伸张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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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令：（1）动宾：下达命令 

          （2）偏正：下达的命令。“走狗”“摇篮”“卧室” 

• 原：源头 

 
“俗之所欲，因（之）而与之” 

“俗之所否，因（之）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 

 
贵轻重 

• 贵：以……为贵，重视 

桓公实怒少姬 

• 实：语气词，用于句中，加强语气。“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 

桓公实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 《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 政：职责。 

管仲因而信之 

• 信：使动，使（桓公）诚信。 

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 之 1：连词，主谓之间，取独。 

• 之 2：连词，连接定中。 

管仲富拟于公室 

• 拟：比，类似 

• 公室——公家 

有三归——极言管氏富有 

• “三归，娶三姓女，妇人谓嫁曰归。”（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曰） 

• “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说苑•善说） 

• “晏子相景公，老，辞邑，公不许，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

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晏子春秋内篇》） 

反坫 

• 反坫：反爵之坫 

齐人不以为侈 

• 以为：认为 

• ？不以为言 

    （1）“不以（之）为言”。以：把 

    （2）不以为然。以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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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 于：介词，介绍情况比较的对象。 

晏平仲婴者 

• 平：谥号。仲：字。婴：名。 

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 于：介词，介绍动作的主动者。 

食不重肉 

• 一日两餐肉 

• 一餐两种肉 

危言 

• 危：危险——谨慎 

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 道：政治局面、政治措施 

遭之塗 

• 塗：泥。通“途”。 

（    ）弗谢，入闺 

• 谢：(1)道谢。 (2)告辞。 

• 闺，《说文》：“上圜下方有似圭。” 

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 

• 戄：敬畏 

• 摄：提起——整理 

• 谢：道歉、谢罪 

  婴虽不仁 

• 虽：连词“虽然”，表让步 

• 然：连词“但是”，表转折。“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 

免子于厄 

• 免：使动，使脱离 

• 厄：困苦，灾难。 

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 

• 诎：言语钝拙。通“屈”，受委屈。 

• 信：通“伸”。《孟子》：“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 

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 

• 感寤：感应、发觉。寤：通“悟”，发觉 

固不如在缧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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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确实，一定 

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 延：邀请。“余人各复延至其家，各出酒食。”（晋陶潜《桃花源记》） 

• 上客：上等门客。“冯谖客孟尝君”：食以草具——（食无鱼）比门下

之客——（出无车）比门下之车客 

拥大盖 

• 拥：拥抱—围裹—遮掩 

策驷马 

• 策：本义是“马鞭”，引申指鞭打。 

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 身：担任。本义是“妊娠”。（明）李挚《战国论》：“比如父母卧病不

能事事，群小搆争，莫可禁阻，中有贤子自为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

焉。” 

妾是以求去也 

• 是以：以是。 

晏子怪而问之 

• 怪：意动用法，认为奇怪 

详哉其言之也 

• 其言之也，详哉。 

故次其传 

• 次：次序——编次（按次序排列） 

然孔子小之 

• 小：形容词意动用法 

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 至：达到 

• 乃：只能，仅仅 

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 语：古语（《孝经》） 

• 将：顺从，随从。“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杜甫《新婚别》） 

• 救：止。 

成礼然后去 

• 《左传》：晏婴“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 《说文》：“踊，跳也。”“跳：雀行也。”《六书故》：“跃，跳也。去

为跃，小为踊。跃去其所，踊不离其所。” 

见义不为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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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所宜为也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 进，上朝。退，下朝。“进则曲主，退则虑思”（《商君书·农战》）（上

朝曲意讨好君主，退朝谋划私利） 

假令晏子而在 

• 而：连词，连接主谓关系，不译。 

 

 
本课语法知识： 

1、词类活用 

（1）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羞：意动用法，以……为羞 

     耻：意动用法，以……为耻 

（2）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多：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意动用法，以……为多，“赞美” 

（3）然孔子小之 

     小：形容词意动用法。 

（4）富国强兵 

     富、强：形容词用作使动。 

（5）管仲因而信之 

     信：使动，使（桓公）诚信。 

（6）免子于厄 

     免：使动，使脱离 

 
2、被动句 

（1）管仲囚焉 

     囚：被囚 

（2）管仲既用 

     用：被用 

（3）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见…于…”，有结构标志的被动句 

（4）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于：引进主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