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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石小书生《史记》课外阅读材料 

周一至周五，每日阅读 1小段，通读文意。周末复习本周相关内容，熟记相关字词。 

遵循前人点校传统，人名、地名下加横线，书名下加波浪线。 

注释主要选用韩兆琦的注本。坎坎坡主整理。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①吾国”，未尝②不废书而叹③也。曰：嗟乎，利诚

④乱之始⑤也！夫子⑥罕⑦言利者，常⑧防其原⑨也。故曰“ 放
fǎnɡ

于利而行⑩，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11
，

好
hào

利之弊○12
何以异○13

哉！ 

 

【注】①利：有利于，对……有利。②未尝：不曾， 未曾。③废书而叹：放下书本叹息，表

示有所感。④诚：确实，的确。⑤始：开始，开端。⑥夫子：指孔子。⑦罕：稀少，少。⑧常：常

常，每每。⑨防其原：从根源上防范。原：根源，来源。⑩放于利而行：依据个人利益行动。放：

依循，依据。○11庶人：泛指平民，百姓。○12弊：弊病，害处。○13异：不同。 

 

孟轲，驺
zōu

①人也。受业②子思③之门人④。道既通⑤，游⑥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⑦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⑧，则⑨见⑩以为○11
迂远○12

而阔于事情○13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

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14
徒○15

，而诸侯东面○16
朝
cháo

齐。 

 

【注】①驺：鲁邑。②受业：从师学习。③子思：孔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④门人：弟子，

学生。⑤道既通：通晓了（儒家）学说之后。道：学说，主张。既：已经。⑥游：游说。⑦适：到……

去。⑧不果所言：不能兑现对孟子的诺言。指空口称赞孟子的主张，却不采纳施行。果：实现，完

成。⑨则：乃，即。就是。⑩见：被。○11以为：认为。○12迂远：不切实情。○13阔于事情：不切实际。

阔：疏远，远离。○14之：这。○15徒：党徒，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16东面：面朝东。 

 

天下方①务②于合从
zònɡ

③连衡④，以攻伐为贤⑤，而孟轲乃⑥述唐、虞、三代之德⑦，是以所如者不合⑧。

退⑨而与万章之徒⑩序诗 书○11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

zōu
子之属○12

。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13
，以鼓○14

琴干○15
威王，因及国政○16

，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17
。 

 

【注】①方：正，正在。②务：致力，专力从事。③合从：合纵。战国时六国联合反对秦国的

联盟。④连衡：战国张仪倡导的政治主张，即六国事奉秦国，与苏秦倡导的“合纵”相对。⑤以攻

伐为贤：追求攻城略地。伐：进攻，征伐。贤：善，好。⑥乃：却，反而，竟然。⑦述唐、虞、三

代之德：传述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唐、虞、三代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唐：帝尧的封

号。虞：远古部落名，舜为其酋长。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⑧所如者不合：走到哪里，都不

被（那里的统治者）接受。如：往，到……去。⑨退：归，返回原处。⑩之徒：这些人。之：这。

徒：党徒，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11序诗书：阐释《诗经》《尚书》。序：叙；评论、介绍作品内容

的文字。○12属：类，等辈。○13驺忌：邹忌。○14鼓：弹奏。○15干：求。这里引申为“求见”。 ○16因及

国政：（由弹琴的方法）说到治国策略。因：顺着。○17先孟子：活动时间在孟子之前。 

 

其次驺衍①，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②淫侈③，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
yì
及黎庶矣④。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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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⑤，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⑥。其语闳
hónɡ

大不经⑦，必先验小物⑧，推而

大之⑨，至于无垠
yín

⑩。先序今以上至黄帝○11
，学者所共术○12

，大并世盛衰○13
，因载其礻

j
几
ī
祥度制○14

，推而

远之○15
，至天地未生，窈

yǎo
冥不可考而原也○16

。 

 

【注】①驺衍：邹衍。战国末期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②益：更加。③淫侈：奢侈。

④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如果（统治者）用《诗经·大雅》中颂扬的道德来要求自己，再

推广到百姓中（，社会风气就会好转）。施：延续，延及。黎庶：民众。⑤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阴阳二气消长，因而产生了怪诞迂曲的变化。消息：消长，事物的生灭、荣枯。怪迂：怪诞迂曲。

⑥言：一个字为一言。⑦闳大不经：博大精深，却不合情理。闳大：宏大。不经：缺乏根据，不合

情理。⑧验小物：从小事谈起。⑨推而大之：推展开来，把它扩大。即从一件事推及其他事。⑩无

垠：无边无际。垠：边际。○11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先叙述当下的事，上溯黄帝时期。序：叙说，叙

述。○12术：述。传承。○13大并世盛衰：大体依朝代兴亡来议论盛衰。○14因载其礻几祥度制：借以记载

吉凶制度。礻几祥：吉凶。○15推而远之：推广到越来越远的地方。○16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直至天地尚未形成，荒远未知、不可考查的事情。窈冥：杳冥。幽暗深远的样子。原：推究，考查。 

 

先列中国①名山大川，通谷②禽兽，水土所殖③，物类④所珍，因⑤而推之，及⑥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

引⑦天地剖判⑧以来，五德转移⑨，治各有宜⑩，而符应若兹○11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12

八

十一分居其一分○13
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14

，不得为州数○15
。 

 

【注】①中国：指我国中原地区或在中原地区华夏族建立的政权。②通谷：深谷。③殖：繁殖，

生长。④物类：万物，各类的物。这里指人类。⑤因：根据，按照。⑥及：涉及，推及。⑦称引：

援引（言语、事例），引证。⑧天地剖判：开天辟地。剖：破开，分开。判：分，分开。⑨五德转

移：这是邹衍的学说主张。阐述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及相应的吉凶变化。

⑩治各有宜：治国各依合适的制度。如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宜：合适。○11符应

若兹：社会有什么问题，上天会表现出相应的祥瑞与灾异，二者之间像符契一样准确无误。兹：此，

这。○12乃：就是，原来是。○13八十一分居其一分：八十一分之一。○14禹之序九州是也：大禹治水后

划分的九州就是这九州。序：按顺序排列，有次序。九州：据《尚书·禹贡》为冀州、青州、兖州、

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15不得为州数：（大禹划分的九州）不能算州。指这不是

邹衍所说的九州。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①所谓九州也。于是②有裨
pí

③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

乃④为⑤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⑥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⑦。其术⑧皆此类也，然要其归⑨，必止⑩

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11
。始也，滥耳○12

。王公○13
大人○14

初见其术，惧
qú
然顾化○15

，其后不能

行○16
之。 

 

【注】①乃：就是，原来是。②是：此。指邹衍所说的九州中的每个州。③裨：稗。细小。④

乃：才。⑤为：是。⑥大瀛海：大海。瀛：大海。⑦天地之际焉：（那里）是天地的边际。⑧术：

学说，理论。⑨要其归：考查他的根本思想。要：关键，要领；这里用做动词。⑩止：停止，停留。

这里引申为“归结”。○11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君臣上下六亲之间实施的人际关系准则。六亲：指父、

母、兄、弟、妻、子。○12始也，滥耳：乍听起来，虚无缥缈。滥：失实。○13王公：泛指达官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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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大人：地位尊贵的人。○15惧然顾化：大为吃惊，考虑实施。形容邹衍的学说打动人心。惧：瞿；

惊视的样子。顾：顾念，考虑。化：变化，改变。○16行：做，实施。 

 

是以驺子重①于齐。适②梁，惠王郊迎③，执宾主之礼④。适赵，平原君侧行⑤撇席⑥。如⑦燕，昭

王拥彗
huì

⑧先驱⑨，请列弟子之座⑩而受业○11
，筑碣

jié
石宫，身亲往师○12

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13
尊礼○14

如

此，岂与仲尼菜色○15
陈 蔡，孟轲困○16

于齐 梁同乎哉！ 

 

【注】①重：重视，敬重。②适：到……去。③郊迎：出迎于郊，以示敬重。④执宾主之礼：

用对待贵宾的礼节来接待他。指惠王将邹衍视为客人，而不是臣子。执：执行，施行。⑤侧行：侧

身而行，以示恭敬。⑥撇席：用袖子挥掸坐席。撇：拂，拭。⑦如：往，到……去。⑧拥彗：拥篲。

拿着扫帚。迎接贵客，常执帚却行以示敬意。意思是清扫完毕，等待宾客光临。⑨先驱：前行开路。

⑩列弟子之座：指愿意做邹衍的弟子。○11受业：从师学习。○12师：以……为师。拜师求教。○13见：

被。○14礼：表示恭敬，以礼相待。○15菜色：饥饿的面色。这里用作动词，挨饿。○16困：艰难，窘迫。 

 

故①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
wànɡ

②，伯夷饿不食周粟
sù

③；卫灵公问阵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

轲称大
tài

王去邠
bīn

⑤。此岂有意阿
ē

⑥世俗苟合⑦而已哉！持方枘
ruì

⑧而内
nà

⑨ 圜
yuán

⑩凿○11
，其○12

能入乎？或曰，伊

尹负鼎○13
而勉汤以王

wànɡ
，百里奚饭○14

牛车下而缪
mù
公○15

用○16
霸，作先合○17

，然后引之大道○18
。驺衍其言○19

虽

不轨○20
，傥

tǎnɡ
亦有牛鼎之意乎○21

？ 

 

【注】①故：旧。从前。②王：称王，统治天下。③粟：泛指粮食。④卫灵公问阵：详见《论

语·卫灵公》。阵：指排兵布阵。⑤称大王去邠：称述太王（为躲避狄人侵扰而率众）离开邠（迁

居岐山）的事。称：称述，称道。大王：太王，指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dǎn）父。去：离开。邠：

也作“豳”。据《孟子·梁惠王》，是孟轲对滕文公说的。⑥阿：迎合，曲从。⑦苟合：苟且附合，

曲意迎合。⑧枘：榫（sǔn）头。器物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⑨内：纳。这里引申为“嵌

入，安置”。⑩圜：圆。圆形。○11凿：孔窍，穴道。这里指卯眼，榫眼。器物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

凹下的部分。○12其：岂，难道。○13负鼎：背着炊具。指做厨师。鼎：一种烹饪器；又用为礼器；多

以青铜铸成，三足（或四足）两耳。○14饭：喂养（牲畜）。○15缪公：秦穆公。○16用（之）：因此。 ○17

作先合：先联合共事。○18引之大道：引导他们实施理想的治国策略。大道：理想的治国之道。○19言：

言论，学说。○20不轨：超越常规，不合法度。○21傥亦有牛鼎之意乎：或许有效仿百里奚喂牛、伊尹

背鼎的意思吧？傥：或许，可能。 

 

自驺衍与齐之稷
jì
下先生①，如淳于髡

kūn
、慎到、环渊、接子、田 骈

pián
、驺

zōu
奭
shì

之②徒③，各著书言治

乱之事④，以干⑤世主⑥，岂可 胜
shēnɡ

道⑦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⑧，学无所主⑨。其谏 说
shuì

，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⑩。 

 

【注】①稷下先生：指稷下学者。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zī）有稷门。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

士，因此在稷门设馆，让他们讲学、议论。因当时学者多云集于此，所以称“稷下先生”。②之：

这。③徒：党徒，同类或同一派别的人。④治乱之事：指国家安定、混乱的相关原因。即治国策略。

⑤干：求。这里引申为“求见”。⑥世主：国君。⑦胜道：说得完。胜：尽。道：说，谈论。⑧强

记：记忆力强。⑨学无所主：学问没有中心。指不属于某一派，是杂家。⑩承意观色为务：重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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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观色，曲从统治者的意愿。淳于髡的这种做法与《史记·管晏列传》中赞颂的晏婴“至其谏说，

犯君之颜”背道而驰。承意：揣测人意。务：事，事情。 

 

客有 见
xiàn

①髡于梁惠王，惠王屏
bǐnɡ

②左右③，独坐而再④见⑤之，终无言也⑥。惠王怪⑦之，以让⑧客曰：“子

之称⑨淳于先生，管⑩、晏○11
不及○12

，及○13
见○14

寡人，寡人未有得也○15
。岂寡人不足○16

为言○17
邪
yé
？何故哉？”

客以谓髡。髡曰：“固也○18
。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19

；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20
：吾是以默然。” 

 

【注】①见：推荐，介绍。②屏：使退避。③左右：身边侍候的人，近臣。④再：两次。⑤见：

接见。⑥（髡）终无言也。⑦怪：责怪，埋怨。⑧让：责问，责备。⑨称：颂扬，扬名。⑩管：指

管仲。○11晏：指晏婴。○12及：做得到，赶得上，比得上。○13及：等到……时候。○14见：往见，拜见。

○15未有得：没有听到只言片语。○16足：值得，配。○17为言：（让他）开口说句话。○18固也：本该如

此。固：本来。○19志在驱逐：心里想着策马打猎。○20音声：音乐。 

 

客具①以报王，王大骇
hài

②，曰：“嗟
jiē

乎，淳于先生诚③圣人④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⑤者，

寡人未及视，会⑥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
ōu

⑦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 屏
bǐnɡ

⑧人，然私

心在彼⑨，有之⑩。”后淳于髡见，壹○11
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12

，髡因○13
谢○14

去○15
。

于是送以安车驾驷○16
，束帛○17

加璧，黄金百镒
yì

○18
。终身不仕○19

。 

 

【注】①具：详细。②骇：害怕，吃惊。③诚：确实，的确。④圣人：出类拔萃的人。⑤善马：

良马。⑥会：恰巧，适逢。⑦讴：歌唱。⑧屏：使退避。⑨私心在彼：我的心还在那上面。私：私

人，个人。彼：那。⑩有之：的确有这种事。○11壹：竟然。○12以卿相位待之：指任命他担任卿相。

○13因：于是，就。○14谢：拒绝。○15去：离开。○16安车驾驷：四匹马拉的坐乘小车。安车：一种与立

乘有别的坐乘小车。一般用一匹马拉，多为贵妇人或年老大臣所用。汉代以后，高官告老或帝王征

召有威望的大臣，往往赐乘安车，并用四马。驾：套车。驷：四匹马拉的车。○17束帛：将帛捆成一

束，作为聘问、婚丧、相馈赠的礼品。帛一束为五匹。○18镒：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为一镒，一说二

十两为一镒。○19仕：做官。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 老道德之术①，因②发明③序其指意④。

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驺奭者，齐诸驺子⑤，亦颇采驺衍之

术以纪文⑥。于是齐王嘉⑦之，自⑧如⑨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⑩，为
wèi

开第康庄之衢
qú

○11
，高门大屋，

尊宠之。览○12
天下诸侯宾客，言○13

齐能致○14
天下贤士也。 

 

【注】①黄老道德之术：指道家学说。黄老：黄帝与老子；道家以黄、老为祖，因亦称道家为

黄老。道德：特指老子所说的道与德。术：学说，理论。②因：于是，就。③发明：发挥，有所创

见。④序其指意：叙说道家的意旨。序：叙说，叙述。指意：意旨，意向。⑤诸驺子：诸位邹子之

一。⑥纪文：撰写文章。纪：记。⑦嘉：赞美，赞赏。⑧自：从。⑨如：于。从。⑩列（于）大夫：

赐予大夫的待遇。○11开第（于）康庄之衢：在大路上修建住宅。第：贵族的住宅；这种住宅有等级

之分，故称。康：大，广大。庄：四通八达的大道。衢：四通八达的道路，大路。○12览：招引。○13

言：告诉（诸侯）。○14致：招引，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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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赵人。年五十始①来游学②于齐。驺衍之术③迂大④而闳
hónɡ

⑤辩⑥；奭也文具⑦难施；淳于髡久

与处
chǔ

，时有得善言⑧。故齐人颂⑨曰：“谈天衍⑩，雕龙奭○11
，炙

zhì
毂
ɡǔ
过髡○12

。”田骈之○13
属○14

皆已死。齐

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15
。齐尚○16

修列大夫之缺○17
，而荀卿三为○18

祭酒○19
焉。 

 

【注】①始：才，方才。②游学：到各处游历讲学。③术：学说，理论。④迂大：迂阔。迂远

不切实际或不合时宜。⑤闳：宏大。⑥辩：言辞漂亮，巧言。⑦文具：空具条文而无实际内容。⑧

时有得善言：不时能收获良言。⑨颂：诵。陈述，述说。⑩谈天衍：形容邹衍的学说迂阔浩渺。○11

雕龙奭：形容邹奭的学说是雕虫小技。○12炙毂过髡：形容淳于髡的学说有益。炙毂过：加热后能润

滑车轴的盛油器。炙：烤。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外沿与车辐相接，中有插轴的圆孔。过：疑应作

“车果”（ɡuǒ）；车上用的盛油器；加热后则油流出，以润滑车轴。○13之：这。○14属：类，等辈。○15最

为老师：是（稷下学者中）年纪最长，学问最高的。○16尚：还，仍然。○17修列大夫之缺：增补享受

大夫待遇的学者席位的空缺。○18为：担任，充当。○19祭酒：官名。 

 

齐人或谗①荀卿，荀卿乃适②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③。春申君死而荀卿废④，因⑤家⑥兰陵。李斯尝

为弟子，已而 相
xiànɡ

秦。荀卿嫉
jí

⑦浊世⑧之政，亡国乱君相属
zhǔ

⑨，不遂大道⑩而营于巫祝○11
，信礻

j
几
ī
祥○12

，

鄙儒小拘○13
，如庄周等又猾稽○14

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15
，序列著数万言○16

而卒。因

葬兰陵。 

 

【注】①谗：说别人的坏话。②适：到……去。③令：县级地方行政长官。④废：废黜，放逐。

这里被动用。⑤因：于是，就。⑥家：居住。⑦嫉：憎恨。⑧浊世：混乱的时世。⑨相属：接连不

断。属：连接。⑩遂大道：遵循儒家的治国之道。遂：因循。大道：理想的治国之道。○11营于巫祝：

被鬼神邪说迷惑。营：荧；迷惑。巫：以求神、占卜为职业的人。祝：宗庙中主持祭礼的人。○12 礻几

祥：吉凶。○13鄙儒小拘：浅陋的儒生拘泥于小节。鄙：庸俗，浅陋。○14猾稽：滑稽。指能言善辩，

处世圆滑。○15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研究儒家、墨家、道家的学说实践后，对国家兴衰的影

响。推：推断，推求。○16序列著数万言：整理并创作了数万字。序：叙说，叙述。 

 

而赵亦有公孙龙①为坚白同异之辩②，剧子之言③；魏有李悝
kuī

④，尽地力之教⑤；楚有尸子⑥、长

卢⑦；阿
ē

⑧之吁子⑨焉。自⑩如○11
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 传

zhuàn
云○12

。 

盖墨翟
dí
，宋之大夫，善○13

守御○14
，为节用○15

。或曰并孔子时○16
，或曰在其后。 

 

【注】①公孙龙：战国末期名家代表人物。②为坚白同异之辩：展开关于坚石和白马不同属性

的辨析。同异：偏义复词，偏指异。公孙龙和惠施是战国名家的两大流派，分别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离坚白）和同一性（合同异）。公孙龙强调逻辑分析，认为坚（触觉）、白（视觉）是石头的不同

属性，白（颜色）、马（形态）是马的不同属性，因而不能混着说。③（有）剧子之言。剧子：疑

应作“巨子”；墨家称其学派中有重大成就的人。言：言论，学说。④李悝：一名李克。战国初期

法家代表人物。主张重农与法治相结合。⑤尽地力之教：教导人们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指发展农

业。⑥尸子：名佼。曾为秦相商君卫鞅的门客。⑦长卢：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⑧阿：齐邑。⑨

吁子：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⑩自：从。○11如：于。从。○12论其传云：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论：

议论，述说。传：书传，文字记载。云：语助词，无实义。○13善：擅长，善于。○14守御：防守。御：

抵挡，阻止。○15为节用：主张节省费用。○16并孔子时：和孔子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