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页 

（1）凛然如成人（   ） （2）即了其大指（   ） 

（3）群儿戏于庭（   ） （4）足跌没水中（   ） 

3．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 

（1）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2）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4．读完《破瓮救友》，谈谈你从幼年司马光身上所获得的启示。 

参考答案 

1．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2．（1）好像；如同（2）懂

得，明白（3）玩（4）沉没，淹没 3．（1）从此，他书本不离手，如饥似渴的读书，以

至于忘记饥渴冷热。（2）司马光拿起石头击破水缸，水涌出来，小孩得救了。4．①面

对问题，我们要打破常规，寻找解决方法。②困难面前既要机智，又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破瓮救友故事道理： 

告诉了我们做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同时也要向司马光学习。 

小古文一百篇（21-30） 

21、孔融
rónɡ

让梨 

   孔融四岁,与诸
zhū

兄同食梨,融独择
zé

小

者,父问故,融曰,儿

年幼,当取小者。 

  

 

译文： 

孔融四岁时,与众兄弟一同吃梨,孔融只挑了个小的梨,父亲问他原因,

孔融说,儿子年纪小,应当拿小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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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组 寓
yù

言故事 

22、守株
zhū

待兔 

宋人有耕
ɡēnɡ

者，田中有株，

兔走触
chù

株
zhū

，折颈
jǐnɡ

而死，因释
shì

其

耒
lěi

而守株，冀
jì

复得兔，兔不可

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注释]  

①株——露出地面的树根和树茎。 

②走——跑,逃跑。 

③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象木叉。 

④冀——希望。 

⑤而身为宋国笑——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  

[简译] 从前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颗树桩。一天,一只跑地飞快

的兔子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而死。从此,那个农民荒废了他的耕作,天天

等在树桩旁,希望能再得到只兔子。当然,兔子是没等到,他自己却成了宋国的

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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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揠
yà

苗助长 

  宋人有闵
mǐn

其苗之不长而揠
yà

之

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
yǔ

助苗长矣！”其子趋
qū

而往

视之，苗则槁
ɡǎo

矣。 

  

古文译文： 

古宋国有个人担忧他的禾苗不长高，就拔高了禾苗，一天下来十分疲劳，回到家对

他的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儿子听说后急忙到地里去看

苗，然而苗都枯萎了。 

天下不希望自己禾苗长得快一些的人很少啊！以为禾苗长大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

就像是不给禾苗锄草的懒汉。妄自帮助它生长的人，就像拔苗助长的人，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害了它。 

古文注释： 

1、闵（mǐn）--同"悯"，担心，忧虑。 2、长（zhǎng）--生长，成长。 

3、揠（yà）--拔。                4、芒芒然--疲倦的样子。 

5、其家人--他家里的人。          6、病--精疲力尽，是引申义 

7、予--我，第一人称代词.          8、趋--快走。 

9、往--去，到..去。               10、槁（gǎo）--草木干枯。 

11、之：取消句子独立性，无实义，不译。 

12、耘苗：给苗锄草。               13、非徒--非但。徒，只是。 

14、益：好处。                     15、子：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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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狐假虎威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

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

逆
nì

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

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

以为然，故遂
suí

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
wèi

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文言文翻译：  

老虎寻找各种野兽吃掉他们，抓到一只狐狸。狐狸说：“您不敢吃我！天帝派遣我

来做各种野兽的首领，现在你吃掉我，是违背天帝的命令。你认为我的话不诚实，我在

你前面行走，你跟随在我后面，观看各种野兽看见我有敢不逃跑的吗？”老虎认为狐狸

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就和它一起走。野兽看见它们都逃跑了。老虎不知道野兽是害怕

自己而逃跑的，认为它们是害怕狐狸。  

字词翻译：  

(狐假虎威) 假：假借，凭借。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去吓唬其它野兽。比喻依仗别人

的势力去欺压别人。  

（虎求百兽而食之）求 ：寻求，寻找。  

（子无敢食我也）子：你。无：不。  

（天帝使我长百兽）长（zhang）：同“掌”，掌管。  

（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然：对的，正确的。遂：前进，前往。  

（故遂与之行）遂：于是。  

（兽见之皆走）走：逃跑。  

（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畏：害怕。  

备注：  

后来人多以“狐假虎威”比喻仰仗或倚仗别人的权势来欺压、恐吓人，带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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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南辕
yuán

北辙
zhé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

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君之楚, 将奚
xī

为北面？” 曰:

“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

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

“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
yù

者善。”此数者愈
yù

善，而离楚

愈远耳。 

注释： 

闻：听说。反：通假字，同“返”，返回。衣焦：衣裳皱缩不平。 

申：伸展，舒展。后作“伸”。 

大行（háng）：（1）大，通“太”，大行：太行山。 

（2）大：宽大。行：道路。大行：宽阔的道路。 

方：正在。北：面向北方。持其驾：驾着他的车。之：动词，到……去。 

楚：楚国，在魏国的南面。 

将：又。奚：为何。用：费用，钱财。御：驾驭车马。 

者：…的人。 

御者善：车夫驾车的技术高超。 

此数者：这几个条件。 

恃：依靠，依仗。 

广：使动用法，使……广大，扩展。 

犹：犹如，好像。 

王：统治天下 

数：多次，频繁 

译文： 

“今天我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正在面朝北面驾着他的车，他告诉我说：

‘我想到楚国去。’我说：‘您到楚国去，为什么往北走呢?’他说：‘我的马很精良。’

我说：‘你的马虽然很精良，可离楚国越来越远。’他说：‘我的路费很多。’我说：

‘你的路费虽然多，可离楚国越来越远。’他说：‘我的马夫善于驾车。’这几个条件

越是好，就离楚国越远了. 

近义词： 

背道而驰， 缘
yuán

木求鱼，适得其反，升山采珠。 

反义词： 

如出一辙，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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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组 神话传说 

26、盘古开天地 

天地浑
hún

沌
dùn

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

千岁，天地开辟
pì

，阳清为天，阴浊
zhuó

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

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

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

里。 

翻译： 

 

    世界开辟以前，天和地浑浑沌沌地成一团，象个鸡蛋一样，盘古就生在

这当中。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开了，轻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

阴气下沉为地。盘古在天地中间，一天中有多次变化，比天、地都要神圣。

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大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

八千年。天升得非常高，地沉得非常深，盘古额长得非常高大。天地开辟了

以后，才出现了世间的天皇、地皇、人皇。数字开始于一，建立于三，成就

于五，壮盛于七，终止于九，因此天距离地有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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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夸父逐
zhú

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
kě

，欲得

饮，饮于河、渭
wèi

；河、渭不足，北饮

大泽
zé

。未至，道渴而死。弃
qì

其 杖
zhànɡ

，

化为邓
dènɡ

林。 

  

注释： 

  ①逐走：赛跑。逐：竞争。走：跑。  

  ②入日：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  

  ③欲得饮：很想能够喝水解渴。  

  ④河，渭：黄河，渭水。  

  ⑤北饮大泽：大湖。传说纵横千里，在雁门山北。  

  ⑥道渴而死：半路上因口渴而死去。  

  ⑦邓林：地名，现在在大别山附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邓林

既“桃林”。  

  ⑧未至：没有赶到。  

  ⑨渴：他感到口渴。  

  ⑩弃：遗弃。  

全文翻译：  

  夸父与太阳竞跑，一直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他感到口渴，想要喝水，

就到黄河、渭河喝水。黄河、渭河的水不够，又去北方的大泽湖喝水。还没

赶到大泽湖，就半路渴死了。他遗弃的手杖，化成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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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共工触
chù

山 

昔者共工与 颛
zhuān

顼
xū

争为帝，怒而触
chù

不周山，天柱
zhù

折
zhé

，地维
wéi

绝。天倾
qīnɡ

西北，

故日月星辰移
yí

焉
yān

；地不满东南，故水

潦
liáo

尘埃
āi

归焉
yān

。 

 

译文： 

  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夺部落天帝之位，(共工在大战中惨败）(共工)愤怒地用头撞击

不周山，支撑着天的柱子折断了，拴系着大地的绳索也断了。（所以）天向西北方向倾

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方向移动了；大地的东南角塌陷了，所以江河积水泥沙都

朝东南角流去了。  

注释： 

  ①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领袖，炎帝的后裔。    ②触：碰、撞。  

③不周山：山名，传说在昆仑西北，《淮南子》载：“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

曰不周。” 

④昔者：从前。        ⑤颛顼（zhuānxū）：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黄帝的后裔。 

⑥天柱折，地维绝：支撑天的柱子折了，挂地的绳子断了。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有

八根柱子支撑、地的四角有大绳系挂。维，绳子。绝，断。 

⑦焉：文中译为“这，这里”     ⑧水潦（lǎo）：泛指江湖流水。潦，积水。  

⑨尘埃：尘土，沙子，这里指泥沙。 ⑩地维绝：系大地的绳索断了。 

阅读理解： 

  （1）“怒而触不周之山 ”中的“怒”字表现了共工怎样的性格特点？  

  “怒”字表现了共工的豪气、勇敢；也反映出他性格的暴躁、刚烈。  

  （2）如何理解《共工怒触不周山》中结尾的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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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工怒触不周山》是一个神话故事。它反映了远古部族间的斗争，同时涉及到古

代天文学上的盖天说。远古的人类显然还不能解释日月星辰运动变化的原因，对这一现

象的最好解释就是借助于神话，通过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解释“天倾西北”“地

不满东南”的现象。神奇的传说中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  

  （3）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请你作一点推测。  

  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原因是“争为帝”，即争夺部落首领的位置。他的怒触似乎包含

有失败的愤怒与不甘心，而且，似乎还夹杂着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想法。当然也体现了共

工庞大的气势。  

  （4）尾声：借助神话解释了人类的远古时代对大自然的困惑，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夸

张手法赋予浪漫主义色彩。  

小结： 

  （1）夸父和共工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夸父和共工都很勇敢、坚强，敢于挑战权威，夸父敢于与太阳赛跑，共工敢于与颛

顼争帝。  

  他们都是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英雄。  

  （2）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尚不知如何解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不了解和掌握自

然规律，因此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因此把各种疑惑归之于神的存在，自然之力被

形象化，人格化。所以创造了神话传说，歌颂心目中的英雄，也就塑造出了神话中盘古、

女娲、黄帝等等传奇人物来。尽管他们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

来的英雄气概和为民造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9、刑
xínɡ

天舞干戚
qī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
zànɡ

于常

羊之野。 乃以乳为目,以脐
qí

为口,操干

戚
qī

而舞。 

 译文： 

刑天和黄帝争夺神的位置，黄帝砍断了他的

头，把他的头埋葬在常羊山。于是他用乳头当做

眼睛，用肚脐当做嘴巴，拿着盾和斧头挥舞着。 

注释： 

  1、葬：埋。  2、操：手持，拿着。  3、干戚：干 ，盾；戚，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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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舜
shùn

耕
ɡēnɡ

历山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
pàn

;渔雷泽
zé

,雷泽之人皆让居;陶
táo

河滨
bīn

,河

滨器皆不苦窳
yǔ

。一年而所居成聚
jù

,二年成邑
yì

,三年成都。尧
yáo

乃赐
cì

舜
shùn

衣，

与琴，为筑仓廪
lǐn

，予
yǔ

牛羊。 

 

 

 

 

注释： 

舜（shùn），是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  

窳 yǔ：1、粗劣，坏。 

仓廪：储藏米谷之所；仓：谷藏曰仓。廪：米藏曰廪。 

耕历山 ：在历山耕作。  

渔雷泽：在雷泽捕鱼。 陶河滨：在黄河边制作陶器。 

 

译文： 

尧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让他在河畔耕种，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

都让他居住，在河滨制陶，在那里的陶器没有不好的。一年后他所居住的地

方就聚集起来，两年后成了一个小镇，三年后就成了一个都市。尧于是赐给

舜一套细葛布衣服，给他一张琴，为他建造仓库，还赐给他牛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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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文一百篇（31-40） 

第八组 那些勤奋的人儿 

31、欧
ōu

阳苦读 

   欧阳公四岁而孤
ɡū

,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
dí

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

篇章。及其稍
shāo

长,而家无书读,就闾
lǘ

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

至昼
zhòu

夜忘寝
qǐn

食，惟
wéi

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
fù

文字，下笔一如成人。 

【翻译】 

   欧阳修在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家境贫穷，没有钱供他上学。欧阳修的

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

让他学习写诗。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他就到乡里的读书人家

去借书来读，有时借此机会抄录下来。以至于白天黑夜废寝忘食，欧阳修只

一心一意努力读书。他从小时候起所写的诗歌文章，就与大人一样有文采。 

画荻教子（huà dí jiào zǐ)是一个古代汉族民间传说故事。是指用荻

在地上书画教育儿子读书。用以称赞母亲教子有方。该成语于欧阳修有关。 

注释： 

1、选自《欧阳公事迹》，题目为编者所加。 

2、欧阳公：指欧阳修。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3、孤：幼年丧父。      4、资：财务，钱财。 

5、太夫人：指欧阳修的母亲。 

6、 荻（dí）：芦苇杆。多年生草本植物，与芦苇相似。 

7、以：用……办法      8、书：写。 

9、闾（lǘ）里：街坊，乡里，民间。 

10、士人家：读书人家    11、或：有时。 

12、因： 借：……机会。 

13、惟读书是务：只致力于读书。 14、务：致力，从事。 

15、文字：文章         16、资：财务，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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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推敲
qiāo

 

 岛初赴
fù

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
sēnɡ

敲月下

门。”又欲“推”字，炼之未定，于驴上吟
yín

哦
é

，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

讶之。时韩退之权京兆
zhào

尹
yǐn

，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
wèi

已
yǐ

。俄
é

为左右拥止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

神游象外，不知回避
bì

。退之立马久之，谓
wèi

岛曰：“‘敲’字佳。”遂
suí

并

辔
pèi

而归，共论诗道，留连累日，因与岛为布衣之交。 

【注释】 

1.贾岛：唐朝诗人。                     2.岛初赴举京师：贾岛当初到京城去考进士。 

3.赴举：参加科举考试。              4.京师：京城（长安） 

5.得句：想出诗句，一般指一句或两句。  6.又欲”推“字：又想用”推“字。 

7.炼之未定：用心琢磨，反复锤炼，决定不下来。 

8.吟哦：吟咏。 

9.引手作推敲之势：伸出手做出推和敲的姿势来。 

10.韩愈吏部权京兆：礼部侍郎韩愈代理京兆尹。 

11.左右拥至尹前：随从人员（拿下贾岛）带到韩愈跟前。 

12.讶：对……感到惊讶。               13.具对：全部详细回答。 

14.云云：如此。                       15.炼：锤炼，申引为反复思考。 

16.俄：不久。                         17.立马良久：让马站住很久。 

18.留连：舍不得离开。                 19.权：代理……职务。 

20.京兆尹：京城地方长官。           21.第三节：指韩退之仪仗队的第三节。 

22.尚：还，仍然。                   23.已：停止。 

24.俄：不久，指时间短。 

25.神游象外：精神离开了眼前的事物神：精神 游，离

开象，眼前事物象外：现实生活，眼前事物之外。 

26.车骑：车马。       27.辔：驭马的缰绳，这里指马。 

28.布衣之交：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交往。布衣：平民，百

姓。 

29.引手：伸手。   30.遂：于是就。 

31.至：到某地。 

【翻译】 

   贾岛初次在京城里参加科举考试。一天他在驴背上

想到了一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想用“推”

字，又想用“敲”字，反复思考没有定下来，便在驴背

上（继续）吟诵，不停做着推和敲的动作，围观的人对

此感到惊讶。当时韩愈临时代理京城的地方长官，他正

带车马出巡，贾岛不知不觉，直走到（韩愈仪仗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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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还在不停地做（推敲）的手势。于是一下子就被（韩愈）左右的侍从拥到韩愈

的面前。贾岛详细地回答了他在酝酿的诗句，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没有确定，精

神离开了眼前的事物，不知道要回避。韩愈停下车马思考了好一会，对贾岛说：“用‘敲’

字好。”两人于是并排骑着驴马回家，一同谈论作诗的方法，好几天不舍得离开。（韩

愈）因此跟贾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3、怀素
sù

写字 

   怀素居零陵
línɡ

时,贫
pín

无纸可书,乃
nǎi

种芭
bā

蕉
jiāo

万余株
zhū

,以蕉叶供挥
huī

洒, 

名其庵
ān

曰“绿天” 。书不足,乃漆
qī

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

板皆穿。 

【翻译】 

怀素居住在零陵的时候,十分贫困没有纸来写书法，于是种了一万多

株芭蕉，用芭蕉叶来挥文泼墨，把他的庵叫做“绿天庵”。没有地方写了，

于是找来一个木盘和一块木板，涂上漆，当做砚台和练字板。天天磨墨，天

天写，墨干了再磨，磨完再写；写完就擦，擦净再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硬是把木盘磨漏了，木板擦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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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王冕
miǎn

好学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
lǒnɡ

上,窃
qiè

入学舍,听诸
zhū

生诵书;听已,辄
zhé

默
mò

记。

暮
mù

归,忘其牛,父怒
nù

挞
tà

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
chī

如此,曷
hé

不听其所

为?”冕因去,依僧
sēnɡ

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
zhí

策
cè

映
yìnɡ

长明灯读之,琅
lánɡ

琅
lánɡ

达
dá

旦
dàn

。 

 原文： 

王冕者，诸暨
jì
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

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

或牵牛来责蹊田者。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

“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

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
tián

若

不见。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 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

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儿

竞遮道讪笑，冕亦笑。选自《元史·王冕传》  

译文：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地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

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有人牵着牛来责骂他们家

的牛践踏田地，踩坏了庄稼。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事情过后,他仍是这样。他

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

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借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

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大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

http://so.gushiwen.org/author_5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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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安阳的韩性听说以后对此感到很惊讶,收他做弟

子,后来他成了大学问家。韩性死后，他的门人像侍奉韩性一样的侍奉王冕。那时王冕的

父亲已死，王冕便将母亲带入越城供养。时间久了，母亲想念故乡，王冕就买了头白牛

驾着母亲，自己穿戴着古式的帽子衣服跟随在车子后面，乡里的小孩都聚集在道两旁笑，

王冕也笑。 

注释： 

（1）牧：放牧。              （2）陇：田埂。      （3）窃：偷偷地，暗中。 

（4）辄：总是（常常）、就。  （5）或：有人；有的人 

（6）蹊田：践踏田地，指踩坏了庄稼 

（7）挞：鞭打。 

（8）曷：通“何”，为什么。 

（9）去：古义—离开，离去。今义：到。。。。。。去。 

（10）潜：暗暗地、悄悄地。 

（11）执策：拿着书卷。 

（12）旦：早晨，天亮。 

（13）狞恶可怖：狰狞凶恶，令人害怕。 

（14）恬：心神安适。 

（15）异：（意动) 

（16）一词多义（之）①父怒，垯之：他。②执策应长明灯读之：无实义。 

（17）“被”通“披”：穿戴 

 (18)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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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宋濂
lián

嗜
shì

学 

  余
yú

幼时即嗜
shì

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
zànɡ

书之家,手自笔录,

计日以还。天大寒,砚
yàn

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
fú

之怠
dài

。录毕,走送之,不敢

稍
shāo

逾
yú

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
biàn

观群书。 

注释： 

(1)余：我。 

(2)嗜(shì)学：爱好读书。 

(3)假借：借。 

(4)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读书。弗，不。之，指代抄书。 

(5)走：跑，这里意为“赶快”。 

(6)逾约：超过约定的期限。 

译文： 

我小的时候就爱好读书。家里穷，没有办法买书来读，经常向有书的人

家去借，亲手用笔抄写，计算着约定的日子按期归还。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

砚池里的墨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屈伸，也不敢放松。抄写完毕，赶快把书

送还，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家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因此能够

看到各种各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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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组 听孔夫子讲课 

36、学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yuè

乎
hū

？人不

知而不愠
yùn

，不亦君子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故：旧的 而：就（承接） 可：可以 以：凭借 为：成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wǎnɡ

，思而不学则殆
dài

。” 

   子曰：“由！诲
huì

汝
rǔ

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①出自《学而》：学习需要不断复习才能掌握。学了知识，按时复习，这是愉快的事。

这里既有学习方法，也有学习态度。 

  朋，这里指志同道合的人。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在一起探讨问题，是一种乐趣。 

  人家不了解，我却不怨恨，是君子的风格。这是讲个人修养问题。 

    子：先生，指孔子。 

    时习：按一定的时间实习（或温习）。 

    君子：这里指道德上有修养的人。 

    说：通"悦",高兴，愉快。 

    愠：恼恨，怨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②出自《为政》：复习旧的知识，能够从中有新的体会或发现。这样，就可以做

老师了。 

    罔：迷惑，迷惑而无所得。  殆：疑惑，精神疲倦而无所得。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复习了旧知识，又领悟了新知识，（这样的人）就可

以做老师了。 

    ③出自《为政》：只读书而不肯动脑筋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一味空想而不

肯读书，就会有疑惑。这里阐述了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也是讲学习方法的。 

全句的意思是：子路啊，告诉你对待知和不知的态度吧（即对待学问的态度）！知

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 

“是知也”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意思）。 

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孔子名言，后世被用来提醒人们用老实的态度对待知识问题，

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要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鲁莽虚荣

的风气。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76/50706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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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道与德
dé

 

 子曰：“朝
zhāo

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见贤
xián

思齐焉
yān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德不孤
ɡū

，必有邻。” 

 孔子说：“早晨得知了道，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句话中“道”指

的是儒家的“仁义之道”，“死”是动词的为动用法，意思是“为……而死”。 

贤:形容词用作名词，贤者，有贤德的人。齐：看齐。焉：于加之。内：

方位名词作状语，在心里。 思：思考，心里想。见贤思齐焉：见到贤人就

向他学习，希望和他看齐。 

翻译 

孔子说：“看见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看见没有德行的人，

自己的内心就要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立的，一定会有思想一致的人与他相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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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君子与小人 

 子曰：“君子坦
tǎn

荡
dànɡ

荡，小人长戚
qī

戚。” 

 子曰：“君子喻
yù

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
jiāo

，小儿骄而不

泰。” 

 子曰：“君子欲讷
nè

于言而敏于行。” 

 坦荡荡：坦，平坦；荡荡，宽广的样子。戚戚：忧愁的样子. 孔子说：“君

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喻：明白，通晓，此处指使……明白。利：利益。于：对于。义：道义。

孔子说:“君子看重的在于义气,而小人看重的却在于利益。” 

孔子说：“君子安详、坦然而不傲慢。小人傲慢而心情不得安宁。” 

讷读作 nè。这里的“讷”是忍而少言，“敏”是机敏、积极，意思是君子说

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话要慢慢说，要三思而后说，不

要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办事情一定要积极敏捷、果敢决断、雷厉风行，不

要拖泥带水。不然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却不知所以然，岂不误了大事；而

做事优柔寡断，机会必将贻误殆尽。“君子欲讷于

言而敏于行。”出自《论语·里仁》篇。意为孔子说：

“君子的修养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

动敏捷。” 

http://baike.baidu.com/view/904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0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8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4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6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2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20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20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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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意志和品质 

 子曰：“譬
pì

如
rú

为山，未成一篑
kuì

，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虽覆
fù

一篑，进，吾往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diāo

也。” 

【注释】 

(1)为山：堆积土山。(2)篑：音 kuì，土筐。（3）平地：填平洼地。（4）覆：倾倒。 

【译文】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

的；譬如填平洼地，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注释】 

1.三军：军队的通称。古制，12500 人为一军。2.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泛

指平民百姓。男子汉 3.夺：改变，换。4.志：（某人的）志气。 

【译文】 

孔子说：“军队的主帅可以改变，男子汉（有志气的人）的志气却不可以改变。” 

【注释】岁寒，是每年天气最寒冷的时候。到了每年天气最冷的时候，就知道其他

植物多都凋零，只有松柏挺拔、不落。比喻有修道的人有坚韧的力量，耐得住困苦，受

得了折磨，不至于改变初心。  (1) 雕：同“凋”，凋零。（2）然后：就。 然，这样. 后，

之后. 

孔子说：“（到了）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季节，这样才知道松树和柏树是最后凋谢的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90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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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孝 

 孟
mènɡ

懿
yì

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
jí

之忧
yōu

。”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
zhuàn

，

曾是以为孝乎？” 

 (1)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家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临终前要

他向孔子学礼。 (2)无违：不要违背。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 

【释义】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向孔子问什么是孝顺。孔子说：“对于父母来说，要

时时刻刻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 

【释义】子游（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就对他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孝，

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赡养父母。我们知道狗或马都知道这个养，人若是不孝顺父母的话，

那不就和它们（一般动物）没有区别了吗？”  

 子夏；孔子的学生。色：和颜悦色。难（nan 二声）：不容易。弟子：年轻人。 

服：做，操持。劳，劳作之事。先生：长者。馔（zhuan 四声）：食用。 

曾（zeng 一声）是以为孝乎：曾，副词，相承，就，一说难道。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长期在长者面前保持和颜悦色是很困难的。长者有事，年

轻人替他们劳动；有美酒好食时，让长者享用，就这些能以为是孝吗？” 

 

小古文一百篇（4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