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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课外讲堂》

前言

古人云：开卷有益。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是一种人生感悟，是一种历史回顾，是一种思想交流，
是一种境界提升。经典名著凝结着古今人类的智慧，蕴藏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思想的精华
。作家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融人作品之中，而我们在阅读、在与名家大师对话的过程中，把作品还原到
现实生活中，融入我们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验，贮存于我们的生命之中，经过时间的打磨，更加
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们需要不断从名著中汲取营养：从喜剧中获得前
进的动力，从悲剧中看清社会的现实，从史书中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寓言中体味人生的哲理和
智慧，从诗歌中感悟心灵的丰富和个性的舒张⋯⋯然而中国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
力也难面面俱到。为此，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课外讲堂》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根据青少年学生的
阅读特点，结合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选取中华五千年以来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作品、篇章，内容丰富全面，既与课内知识点紧密相连，又适当扩大了阅读范围。同时为了便
于学生阅读，在忠实原著精髓的基础上，汲取精华，释疑解难，使之更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力争
为莘莘学子奉上一套编排精细、版本权威的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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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外讲堂:春秋左传》根据青少年学生的阅读特点，结合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选取中华五千
年以来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篇章，内容丰富全面，既与课内知识点紧密相
连，又适当扩大了阅读范围，同时为了便于学生阅读，在忠实原著精髓的基础上，汲取精华，释疑解
难，使之更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为争为莘莘学子奉上一套编排精细，版本权威的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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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课外讲堂》

章节摘录

季梁谏追楚师原文楚武王侵随，使蘧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闩伯比言于楚子曰
：“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①。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
问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②。请赢师以张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门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注释①我则使然
：指因为自己的失误而使事情变成这样。我，此处指闩伯比。②侈：骄傲自大。译文楚武王发兵攻打
随国，先派遣蘧章求和，军队驻扎在瑕地等候回音，随国派少师主持议和。门伯比对楚武王说：“我
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得势，这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大三军，整顿军备，用武力去威逼其他国
家，他们由于害怕就会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国，所以不容易离间。汉水以东的国家以随国最大，随国要
是自高自大，就必然抛弃其他小国，小国与随离心，我们便可以从中取利。少师为人骄傲狂妄，请君
王用疲弱士卒出战以使他更加骄傲。”熊率且比说：“随国有季梁在，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门伯
比说：“这是为日后着想，少师能得到他国君的信任。”于是楚武王故意陈列疲弱之军，接待了少师
官。原文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
？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栓肥腈①，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日‘博硕肥腈’，谓民力之
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瘊蠡②也，谓其备腈成有也，奉盛以告日‘洁粢丰盛’，谓
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日‘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
无谗慝③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梗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
而修政，楚不敢伐。注释①腊：猪肥。②癜蠡：家畜病名。③慝：恶，邪恶。译文少师回到随国后，
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准备听从他的建议。季梁劝阻随侯说：“上天正准备赐天命给楚国，楚军的疲弱
，是楚国在诱骗我们，君王何必如此着急呢？据臣所知，小国之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
义而大国邪恶。所谓‘道’，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明。在上位的人想到造福百姓，这种行为就是
忠；祝史真实不欺地祷告，这种行为就是信。现在百姓挨饿而国君享乐不节制，祝史用虚报功德的谀
词来祭祀，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成功！”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毛色统一，膘也肥壮，做祭
品的黍稷既丰盛又完备，怎么可能不取信于神明？”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古代
圣王都是先团结好百姓，然后才专心于神灵的事。因此在奉献牺牲的时候祷告说，‘牲口体壮膘肥’
，这是表示百姓的财力普遍存在，表示牲畜肥壮而生长繁殖旺盛，没有各种癣疥病，又种类齐全而肥
壮。在奉献祭器里的谷物时祝告说‘洁净的粮食装得满满的’，这是说明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
，百姓安乐而五谷丰登。在奉献甜酒时祝告说‘又甜美又清香的好酒’，这是说明君臣上下都有美德
而没有邪恶之心。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说人心没有邪念。所以应专心致力于春、夏、秋三季的农事
，修明五教，亲近九族，用这些行为来祭祀神灵。这样就能使百姓和乐而神灵降福，因此国家做任何
事都会成功。如今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鬼神没有主人，君王一人的祭祀虽然很丰盛，又能求得什么福
呢？君王暂且修明政事，亲善兄弟之邦，或许得以避免祸难了。”随侯听了很是害怕，决心修明政事
，楚国也没敢来攻打随国。作品赏析公元前704年，楚武王自立为武王，楚开始称王。楚武王是一位奉
行“铁腕政策”的国君，楚国由此强盛。当时，汉水以东的国家中随国的国力比较强大，阻碍了楚国
北上的步伐。楚武王遂兴师伐随。但是，楚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灭亡随国，而是想让随国成为其附庸
国，因而，“使莲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其时，随国有季梁和少师两个重要大臣，季梁贤明，
少师受宠于随君。本文发生于鲁桓公六年，记述了楚国侵伐随国，楚国的计策被随国的大臣季梁看穿
，季梁劝阻了随君，随国国君遂罢兵而修政。可以说春秋时期是个谋略纵横的时代，关系到诸侯国的
兴亡。因为最后还是如楚国献计者门伯比所料——“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且说本文的亮点——季梁提出的“忠于民而信于神”的“民本”思想，这也正是本文的主旨，即民
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再去考虑祭祀神祗之类的事情
，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在论述中先“忠民信神”并提，然后循循善诱，进一步论述
以民为主，神为附的思想，“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一席话说得有理
有据，说服力很强，遂使“随侯惧而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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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外讲堂: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
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它在历史散文的地位上是上承《尚书》、《春秋
》，下启《国策》、《史记》的桥梁，是战国时代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课外讲堂:春秋左传》以
孔子的《春秋》为纲，运用大量史实，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同时
，作者左丘明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春秋时期能人异士的斗智斗勇、纵横捭阖；争霸战争的金
戈铁马、气势恢宏。而儒家所崇尚的等级秩序、宗法伦理以及民本思想也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总之
，《课外讲堂:春秋左传》是一部文史并美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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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拜读一下
2、普及版，适合大众的阅读和思考
3、书的质量不错，同事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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