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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年），名丘，字仲尼
，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活于春秋末期，著名的教
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名人
之首。

       孔父嘉（宋国宗室，被华父督杀害）——防叔（孔
子曾祖，逃到鲁国）——伯夏（孔子祖父）——叔梁纥（孔
子父亲，曾做陬邑大夫，晚年娶颜徴在生孔子）——孔子

       孔子是殷商的后裔，曾自言：“而丘也，殷人也。”
周武王灭商，封商的后裔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人孔父嘉就
是宋国宗室。

       孔子幼时贫贱，曾自言：“吾少也贱。”但敏而好学
，尤好学礼，相传曾问礼于老聃，成年后开始聚徒讲学。



  

       曾任鲁国中都宰（掌都城事务）、司空（主管土地
及土木工程）、大司寇（掌刑狱）等职，五十岁时，由大司
寇摄任三个月的丞相。

       孔子生活在剧烈变革年代，社会动荡不安，诸侯国间
战事频繁。鲁国公室衰微，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纷争政
权。鲁昭公寄居齐、晋，后死在晋国，鲁哀公出亡越国，后
死在越国。

       后周游列国，先后到卫、曹、宋、郑、陈、蔡等国
，前后十三年。

       六十八岁返回鲁国，从事文化典籍的编撰整理工作
，相传曾删编《诗》、《书》，编订《礼》、《乐》，编写
了《春秋》。



  

政治主张

       企盼国泰民安，缓和社会矛盾。“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长》）

       主张用“德”和“礼”治国，反对武力征伐。“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

       主张用传统的周代礼制治国。“克己复礼为仁，一
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

       主张用伦理关系来稳定社会秩序。“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

       《论语》一书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编订而
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汉代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
版本流传。现存的《论语》，是汉代人依据以上三种版本
综合而成。



  

二、内容简介

       鲁哀公时，权臣季康子要吞并小国颛臾。冉有、子
路时为季氏家臣，将此事告知孔子。

孔子的观点

冉有、子路对此事有责任

季氏不应吞并盟国颛臾

应当用“文德”使邻国归顺

当务之急是处理国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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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词分析

无乃

陈

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副词性结构。一般
与‘乎’等语气词相配合，组成测度句，用比较
委婉的语气表示对某种情况的估计或对某件事情
的认识。一般不表示询问，二是带有感叹或反问
的口气。相当于‘恐怕’、‘莫不是’、‘是不
是’等。”

陈列——施展、发挥

《说文》：“陈，宛丘，舜后妫（ guī）满之所
封。”段玉裁注：“陈者，大暤虙（ fú）戏氏之
墟，帝舜之胄。有虞閼（ è）父者，为周武王陶
正（制陶官），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
，封其子妫满于陈，都于宛丘之侧，是曰陈胡公
。”徐灏注笺：“陈之本义即为陈列，因为国名
所专，后人昧其义耳。”



  

固

就 《说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
于凡也。”本义是靠近高地。

就高不就低 就业

相 《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

省视——辅佐
辅佐帝王的大臣

扶引盲人的人

《季氏将伐颛臾》：“今由与求业，相夫子
。”

形声字，从口，古声。本义是城郭坚固。

《周礼 ·夏官 ·叙官》：“掌固。”郑玄注：“
固，国所依阻者也。国曰固，野曰险。”

《季氏将伐颛臾》：“固而近于费。”何晏集解
引马融曰：“固谓城郭完坚，兵甲利也。”



  

萧墙

析

干

《说文》：“析，破木也。”桂馥义证：“
字从木从斤，谓以斤分木为析也。”

劈开木材——分散——分析

《汉语大字典 ·干部》：“甲、金文干字象
有丫杈的木棒形。古人狩猎作战，即以干为
武器。”

扬雄《方言》卷九：“盾，自关而东 ······
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

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
，至屏而加肃静焉，是以谓之萧墙。”

《说文》：“萧，艾蒿也。从艸，肃声。”段玉裁
注：“萧，古音在三部，音修，亦与肃同音通用
······萧墙、萧斧（刚利之斧）皆训肃。”今有“萧
条”、“萧瑟”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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