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郑庄公 

伯：爵位，公、侯、伯、子、男。 

公：诸侯国君的通称。  

庄：谥号。 

 克：战胜 

克：罗振玉：古文字“象人戴胄形。” 

 段：共叔段 

共＋叔＋段  

 鄢：今河南柘城县 

 《左传》 

    孔子《春秋》——经 

    左秋明《春秋左氏传》——传 

 初，郑武公娶於申 

    初：倒本其事，“当初” 

    申：郑国附庸，姜姓。 

 曰武姜 

武姜：武（夫谥）＋姜（己姓） 

 庄公寤生 

寤生：1、睡醒 

          2、通“牾” 

          3、张目而视 

 制，岩邑也 

岩：山或高地的边（本义）。 

邑：人所聚居的地方，大小不定。 

 请京 

《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 

    鲸、麖 

 京城大叔 

大：太。指辈分。 

 祭仲 

祭：食邑名。 

 都城过百雉 

    杨伯峻断句为：“都，城过百雉”，并解释说：“都、城为两词，都谓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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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谓城垣。” 

    《庄二十八年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实则可以通称。 

    雉：通“糸豸”。穿在牛鼻上以备牵引的绳子。 

 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都：都城。 

    国：国都。 

    参国之一：三分国之一。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汉书·律历志》） 

    侯伯之国，其城长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国之一，不过百雉也。中都，不过

六十雉。小都，不过三十三雉。 

 姜氏欲之，焉辟害 

    辟：避 

 姜氏何厌之有 

《陋室铭》：“何陋之有？” 

 不如早为之所 

为：赐与、给与。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将为臧纥田。”杜预注：“与之田邑。” 

 多行不义必自毙 

义：所宜为也 

毙，仆也，谓跌跤。 

 西鄙北鄙贰於己 

鄙：边邑。 

贰：两属。《左传》凡数字皆用“二”，表两属皆用“贰”，分别极为明显。 

 无生民心 

无，通“毋”。 

生，使动，“使……产生”。 

 无庸，将自及 

庸：通“用”。 

及：赶上——遭遇（灭亡）。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 

贰：名词，犹言“贰者”，指两属之邑。 

 大叔完聚 

    完：（1）修葺（城墙）；（2）准备。 

    完——形体的完整，没有残缺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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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请完璧归赵。”（史记）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石壕吏） 

    备——数目的齐全，没有遗漏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孟子）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贾谊论） 

  “关怀备至” 

    聚：（1）积聚（粮草）；（2）粮草。 

    《左传·哀公十七年》：“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杜预注：“聚，积聚也。”

杨伯峻：“聚谓聚粮草。” 

    《襄公三十年传》子产曰：“陈，亡国也，聚禾粟。” 

 具卒乘 

    步曰卒，车曰乘。 

    乘：车一辆谓之一乘。 

 将袭郑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郑伯克段于鄢》：“段入于鄢，公伐诸鄢” 

 夫人将启之 

启：为……开启。 

 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左传》：闵二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兵三千人以戍曹。——用

甲士十人。 

    西周金文：一乘徒兵十人。 

    《司马法》：为车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战国） 

 五月辛丑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书：记载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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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不弟，故不言弟 

    弟 1：名词活用成动词，遵守弟弟的身份 

 不言出奔，难之也 

    难：以……为难 

    《襄二十九年》经：“齐高止出奔北燕。”传：“书曰出奔，罪高止也。” 

    《昭三年》经：“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

之也。” 

    “出奔”为有罪之词。此若书段出奔共，则有专罪叔段之嫌；其实庄公亦有

罪，若言出奔，则难以下笔，故云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 

城颍：颍城。 

 而誓之曰 

誓：对……发誓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黄泉：黄色土地下的泉水。 

无：通“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 

封：边境 

    《左传·成公二年》“吾与而盟，无入而封” 

 食舍肉 

    舍：房舍。假借为“舍弃” 

 敢问何谓也 

    宾语前置——敢问谓何也 

    敢：副词，表自谦 

 若阙地及泉 

阙：掘。 

缺、决、诀、玦 

 隧而相见 

隧：名词活用作动词，挖隧道。 

 其乐也洩洩 

本作“泄泄”。 

    “本作”、“本又作”、“一本作”、“本或作”、“或本作”。 

 颍考叔，纯孝也 

纯：本义为同一颜色的丝织品。引申指“不含杂质”、“笃厚”。 

 施及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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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义为“旗飘动貌。”引申为施展、延及。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匮：本义“竭尽”。 

锡：本义化学元素,《说文》：“银铅之间也。”通“赐”。 

 

 文化常识 

    古人称谓：郑伯、郑武公；武姜、姜氏；共叔段、京城大叔、大叔段；祭仲；

虢叔；颍考叔、颍谷封人 

    地名：京城、城颍 

    纪时：五月辛丑 

 假借（通假/假借） 

庄公寤生 

都城过百雉 

无使滋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若阙地及泉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本义 

大叔完聚，缮甲兵 

命西鄙北鄙贰於己 

 分数表示法 

    大都不过三国之一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宾语前置 

姜氏何厌之有 

君何患焉 

敢问何谓也 

其是之谓乎 

 词类活用 

今京不度 

段不弟，故不言弟 

 特殊动宾关系 

    夫人将启之 

    而誓之曰 

 双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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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之京城太叔 

    不如早为之所 

    公赐之食 

公语之故，且告之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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