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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胡铨（公元 1102——1180 年），字帮衡，号澹庵
，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建炎二年（ 1128 年）举
进士。绍兴五年（ 1135 年），任枢密院编修官。

       绍兴八年（ 1138 年），上书反对与金人议和，请求
斩杀秦桧、王伦等投降派，被贬至广东、广西，由地方官监
管二十余年。

      宋孝宗即位（ 1163 年），被起用。后官至工部侍郎
、资政殿学士。

二、时代背景

       1125 年，金人进攻北宋，不久逼近汴京，宋徽宗慌忙写
了退位诏书，太子赵桓即位，这就是宋钦宗。



  

       1125 年 9 月，金军包围汴京，军民纷纷要求抗战，宋钦
宗却用骗子郭京训练的“神兵”抵抗金兵，结果大败。金人俘
获徽钦二帝，并押往金国。

       南逃的文武百官在南京立钦宗的弟弟赵构为皇帝，建
立南宋，赵构即是宋高宗。

       1130 年，金人立济南知府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大齐。
刘豫多次配合金人攻南宋，均失败。

       绍兴七年（ 1137 年），金人废除刘豫，并引诱宋高
宗投降。宋高宗苟且偷安，派秦桧主持议和。

       绍兴八年（ 1138 年）金人以“诏谕江南”为名，派
使臣到南宋，要求高宗拜接“国书”。当时，朝野震惊，群情
激愤。在这种情况下，胡铨写了这篇《封事》。



  

三、内容简介

揭露金人“议和”的实质

阐明与金人“议和”的后
果

指出挽救国家的办法

       《胡忠简公文集 · 序》：“绍兴戊午，高宗皇帝以
（显）仁皇太后驾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书力争，至乞斩宰相，在廷大惊。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
，三日得之，君臣夺气。”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豫我也。”刘

——“祖宗 百年之赤子 左衽，朝廷宰 陪臣，数 尽为 执尽为
天下之士大夫皆 裂冠毁冕 胡服。”当 变为

—— 掉秦 、王 、 近等投降派，武力抗 金人的斩 桧 伦 孙 击
入侵。



  

四、字词分析

狎

无赖

罔

《说文》：“狎，犬可习也。从犬，甲声。”

可驯练的狗——亲近——轻慢、不庄重

本义是生活无依靠。

《史记 · 高祖本纪》：“臣无赖，不能治产
业。”
生活无依靠——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蛮不讲理

《广韵》：“罔”，同“网”
。

《说文》中“网”的或体作“罔”

网——罔——網

捕鱼或鸟兽的网——蒙蔽、欺骗



  

啗

藩

陪

《说文》：“藩，屏也。从艸，潘声。”

篱笆（如：藩篱）——边疆地区——臣属国

《周礼 ·夏官 ·职方氏》：“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贾公彦疏：“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藩为称。”

《说文》：“陪，重土也。”

重叠的土堆
臣的臣

伴随、陪同

《礼记 ·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
，自称曰陪臣某。”孔颖达疏：“其君已为王臣，己
今又为己君之臣，故自称对王曰重臣。”

“啖”的异体字。《广雅 ·释诂二》：“啖，食
也。”吃——给吃——利诱



  

张

间关

痛

陵夷

恤 《说文》：“恤，忧也。 ······从心，血
声。”忧虑——体恤、怜悯——救济、抚恤

也作“陵迟”。本义是山陵逐渐低平，引申出“衰
败”、“衰退”。一说是联绵词，逐渐衰败的意思
。
清人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痛，引申为极甚之
辞。”疼痛——很（如：痛快）

联绵词，形容道路崎岖或声音婉转。

《后汉书 ·荀彧传》：“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
氏。”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

《说文》：“张，施弓弦也。从弓，长声。”

开弓（拉开弓弦）——扩大、增强



  

索

遽

陆梁 联绵词，本义是走路跳跃的样子。

《齐民要术 ·养牛马驴骡》：“十日一放，令其陆
梁舒展。”

跳跃——嚣张、跋扈

《说文》：“遽，传也。 ······从辵，豦
声。”驿车——疾速——马上、立刻——就（加强语气）

《吕氏春秋 ·察今》：“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
哉？”

《聊斋 ·促织》：“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
中。”

《说文》：“索，艸有茎叶可作绳索。”

陆机《叹逝赋》：“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欲
索。”

大绳——搜捕
离散——孤单——尽、空

寻找——探索——要、取



  

漫

佥

遂

愎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遂，道也。与術略同。”

道路——通达——成功

《商君书 ·算地》：“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

《广雅 ·释诂三》：“愎，很（乖戾）也。”

任性、固执——不听取（意见）

《说文》：“僉，皆也。从亼，从吅，从
从。”《说文》：“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
凡亼之属皆从亼。读若集”

《玉篇》：“漫，水漫漫平远貌。”

水面广大——完全、全然

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漫不知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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