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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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孙子 武者①，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 阖
hé
庐②。阖庐曰：“子③之十三篇④，吾尽⑤观之矣，可以

小⑥试勒
lè
兵⑦乎？”对⑧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⑨之，出⑩宫中美女，

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11
二人各为

wéi
○12
队长，皆○13

令持戟
jǐ

○14
。 

 

【注】①孙子武：妫姓孙氏，名武。春秋时期军事家。世称“孙子”“兵圣”。②以兵法见于吴

王阖庐：（孙子）向吴王阖闾进献兵法，受到接见。阖庐：阖闾（lǘ）；姬姓吴氏，名光；春秋时期

吴国国君，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强兵兴国。③子：尊称对方。④十三篇：指《孙子兵法》，共

十三篇。⑤尽：全，全部。⑥小：稍微，略。⑦勒兵：练兵，统领军队。⑧对：答，回答。⑨许：

答应，允许。⑩出：这里使动用。引申为“召出”。○11姬：帝王或诸侯的妾。○12为：担任，充当。○13

皆：都，全。○14戟：一种兵器，是矛和戈的合体。 

 

令之曰：“汝①知而②心与左右手背③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④；左，视左手⑤；

右，视右手⑥；后，即视背⑦。”妇人曰：“诺⑧。”约束⑨既⑩布○11
，乃○12

设○13
钅
f
夫
ū
钺
yuè

○14
，即三令五申之○15

。

于是鼓之右○16
，妇人大笑。 

 

【注】①汝：你。②而：你（们），你（们）的。③心与左右手背：心、左手、右手和后背的

位置。④（吾令）前，则（汝）视心：我命令向前看，你们就朝着胸口所对的方向。⑤（吾令）左，

（则汝）视左手：我命令向左转，你们就朝左手的方向转。⑥（吾令）右，（则汝）视右手：我命

令向右转，你们就朝右手的方向转。⑦（吾令）后，（汝）即视背：我命令向后转，你们就朝后背

的方向转。即：就。⑧诺：应答之声。⑨约束：规约，规章。⑩既：已经。○11布：公布，宣告。○12

乃：于是，便。○13设：陈列，设置。○14 钅夫钺：斧钺。军中用以惩治犯令者的刑具。○15即三令五申之：

就再三命令和告诫她们。申：表达，说明。○16鼓之（令）右：击鼓命令向右转。 

 

孙子曰：“约束①不明②，申令③不熟④， 将
jiànɡ

⑤之罪⑥也。”复⑦三令五申⑧而鼓之左⑨，妇人复大笑。孙

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⑩而○11
不如法○12

者，吏士○13
之罪也。”乃欲○14

斩左右

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15
斩爱姬○16

，大骇
hài

○17
。 

 

【注】①约束：规约，规章。②明：显明，清楚。③申令：号令。④熟：熟练，熟悉。⑤将：

将领。⑥罪：过失，错误。⑦复：再。⑧三令五申：再三命令和告诫。申：表达，说明。⑨鼓之左：

击鼓（命令）向左转。⑩（申令）既已明。既：已经。明：显明，清楚。○11而：却，但是。○12（吏

士）不如法。如：遵从，依照。○13吏士：官兵。○14欲：想要，希望。○15且：将要。○16姬：帝王或诸

侯的妾。○17骇：害怕，吃惊。 

 

趣
cù

①使②使③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④此二姬，食不甘⑤味⑥，愿⑦勿⑧斩也。”孙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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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⑨既已受命为
wéi

将
jiànɡ

， 将
jiànɡ

在军，君⑩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
xùn

○11
。用其次为

wéi
队长，于是

复○12
鼓之○13

。妇人左右前后○14
跪起皆○15

中
zhònɡ

○16
规矩 绳

shénɡ
墨○17

，无敢出声。 

 

【注】①趣：急速，赶快。②使：命令，派遣。③使：使者。④非：无，没有。⑤甘：以为甜

美。⑥味：饮食，菜肴。⑦愿：希望。⑧勿：别，不要。⑨臣：对君父的自称。⑩君：国君。○11徇：

示众。○12复：再。○13鼓之：击鼓（发布命令）。鼓：击鼓。○14左右前后：这里都用作动词。○15皆：

都，全。○16中：符合。○17绳墨：木匠打直线的工具。比喻规矩、法度。 

 

于是孙子使①使②报③王曰：“兵既④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⑤，虽⑥赴
fù

⑦水火犹⑧可也。”吴

王曰：“将军罢休⑨就⑩舍
shè

○11
，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12

好
hào

其言○13
，不能用其实○14

。”于是阖庐

知孙子能用兵，卒○15
以为 将

jiànɡ
○16
。西破○17

强楚，入郢
yǐnɡ

○18
，北威○19

齐 晋，显名○20
诸侯，孙子与有力○21

焉。 

 

【注】①使：命令，派遣。②使：使者。③报：报告，告知。④既：已经。⑤唯王所欲用之：

听凭大王吩咐。⑥虽：即使。⑦赴：奔向，前往。⑧犹：同样地。⑨罢休：停止（训练）。⑩就：

前往。○11舍：客舍，宾馆。○12徒：只，仅仅。○13其言：指孙子的兵法理论。言：言论，学说。○14用

其实：实践兵法理论。○15卒：终于。○16以（之）为将。○17破：攻克，打败。○18郢：楚国的都城。○19

威：威慑，震慑。○20显名：扬名。○21与有力：出了大力。与：帮助。 

 

孙武既①死，后百馀岁有孙膑
bìn

。膑生阿
ē

 鄄
juàn

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②与庞涓
juān

俱

③学兵法。庞涓既事魏④，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⑤不及⑥孙膑，乃阴⑦使⑧ 召
zhào

孙膑。膑至，庞涓

恐其贤⑨于己，疾⑩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11
而黥

qínɡ
○12
之，欲隐勿 见

xiàn
○13
。 

 

【注】①既：已经。②尝：曾经。③俱：一起，一同。④事魏：在魏国当官。⑤能：才能。⑥

及：做得到，赶得上，比得上。⑦阴：隐蔽，暗中。⑧使（使）：派遣使者。⑨贤：多，胜过。⑩

疾：妒忌。○11以法刑断其两足：（罗织罪名，）依法惩治，砍了他的两脚。以：按照，依照。刑：处

罚，惩治。○12黥：墨刑。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13欲隐勿见：想使他埋没，不让他成名。

勿：别，不要。见：显现，出现。 

 

齐使者如①梁②，孙膑以③刑徒④阴⑤见⑥， 说
shuì

齐使。齐使以为奇⑦，窃⑧载与之齐⑨。齐 将
jiànɡ

田忌⑩

善○11
而客待○12

之。忌 数
shuò

○13
与齐诸公子○14

驰逐 重
zhònɡ

射○15
。孙子见其马足○16

不甚○17
相远，马有上、中、下

辈○18
。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19

弟○20
重射，臣○21

能令○22
君胜。” 

 

【注】①如：往，到……去。②梁：魏国。战国时魏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至大梁，故称“梁国”。

③以：凭借……身份。④刑徒：被判服劳役的犯人。⑤阴：隐蔽，暗中。⑥见：往见，拜见。⑦以

（之）为奇：认为他是奇才。⑧窃：偷偷地，暗地里。⑨与之齐：和（他）到齐国去。之：往，到……

去。⑩田忌：妫姓田氏，名忌，字子期。战国时期齐国名将。○11善：认为好。这里引申为“赏识”。

○12客待：以客礼相待。○13数：多次，屡次。○14公子：诸侯之子，除太子外，皆称公子。○15驰逐重射：

比赛驱马追逐，下了大赌注。重射：重金相射，即下大赌注。射：打赌，比赛。○16足：这里指脚力。

○17甚：很。○18辈：等，类。○19君：第二人称的尊称。○20弟：但，只是，只管。○21臣：对君父的自称。

○22令：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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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信然①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②。及③临④质⑤，孙子曰：“今以⑥君⑦之下驷⑧与⑨彼⑩上驷，取

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11
驰三辈○12

毕○13
，而田忌一不胜而再○14

胜，卒○15
得王千金。

于是忌进○16
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17

以为师○18
。 

 

【注】①然：认为对的。②逐射千金：比赛驱马追逐，赌注高达千金。射：打赌，比赛。③及：

等到……时候。④临：接近，将近。⑤质：质证，对证。这里引申为“对抗”。⑥以：拿，用。⑦

君：第二人称的尊称。⑧驷：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⑨与：敌，对付。⑩彼：他，他们。指王及诸

公子。○11既：已经。○12辈：放在数字后面，表示同类的人或物的多数。可译为相应的量词。这里翻

译成“场”。○13毕：完成，结束。○14再：两次。○15卒：终于。○16进：推荐，荐举。○17遂：就，于是。

○18以（之）为师：把他尊奉为老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①，请救于齐。齐威王欲 将
jiànɡ

②孙膑，膑辞谢③曰：“刑馀④之人不可。”于是乃

以田忌为 将
jiànɡ

，而孙子为师⑤，居⑥辎
zī
车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⑧兵之⑨赵，孙子曰：“夫

fú
解杂乱纷

纠⑩者不控 卷
quán

○11
，救斗

dòu
○12
者不搏撠

jǐ
○13
，批亢

ɡānɡ
捣虚○14

，形格势禁○15
，则自为

wéi
解耳○16

。 

 

【注】①急：（情势）紧急，急迫。②将：以为将。③辞谢：婉言推辞。④刑馀：受过肉刑，

判过刑。⑤师：官职。军师。⑥居：坐。⑦辎车：有帷盖的载重大车。⑧引：率领。⑨之：往，到……

去。⑩杂乱纷纠：指乱丝乱麻。纷：杂乱，混杂。纠：绞，缠绕。○11控卷：握拳。卷：拳；拳头。

○12救斗：劝架。救：制止，谏止。斗：争斗，打架。○13搏撠：击刺，以撠刺人。这里引申为“动手”。

搏：击，拍。撠：用手击刺别人。○14批亢捣虚：打击敌人的要害和虚弱之处。批：用手击打。亢：

咽喉，喉咙；比喻要害。捣：击，攻打。○15形格势禁：受形势阻碍或限制。这里引申为“形势变化

了”。格：抗拒，阻止。○16则自为解耳：（危机）就自然解除了。 

 

今梁 赵相攻，轻兵锐卒①必竭于外②，老弱③罢
pí
于内④。君⑤不若⑥引⑦兵疾⑧走⑨大梁，据⑩其街路○11

，

冲○12
其方○13

虚○14
，彼○15

必释○16
赵而自救○17

。是○18
我一举○19

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20
也。”田忌从之，魏果去○21

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22
梁军。 

 

【注】①轻兵锐卒：指精锐部队。②竭于外：都在国外（作战）。竭：尽。③老弱：这里用作

名词。老弱残兵。④罢于内：状语后置。在国内（忙于转运粮草）疲惫不堪。罢：疲；疲乏，疲劳。

⑤君：第二人称的尊称。⑥不若：不如。⑦引：率领。⑧疾：迅速，敏捷。⑨走：奔向，趋向。⑩

据：占据，占有。○11街路：指交通要道。○12冲：刺。这里引申为“攻击”。○13方：正，正在。○14虚：

空，空虚（或“虚弱”）。这里用作名词。○15彼：他，他们。指魏军。○16释：放下，舍弃。○17自救：

宾语前置。○18是：此。这里引申为“这样”。○19一举：一战。举：举动，行动。○20收弊于魏：收服

疲敝的魏军。弊：困乏，疲敝。○21去：离开。○22破：攻克，打败。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①于齐。齐使田忌 将
jiànɡ

②而往，直走③大梁④。魏 将
jiànɡ

庞涓闻之，

去⑤韩而归，齐军既⑥已过⑦而西⑧矣。孙子谓田忌曰：“彼⑨三晋⑩之兵素○11
悍○12

勇而轻○13
齐，齐号

hào
○14
为
wéi

怯
qiè

，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15
。兵法，百里○16

而趣
qū

○17
利者蹶

jué
○18
上将，五十里○19

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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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地为
wéi

○20
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 

 

【注】①告急：因危急而向人求救。②将：领兵。③走：奔向，趋向。④大梁：魏国都城。⑤

去：离开。⑥既：已经。⑦过：越过（齐、魏边境）。⑧西：这里用作动词。西行，向西进军。⑨

彼：那。⑩三晋：这里指魏国。赵氏、魏氏、韩氏原为晋国六卿，三家联合打败晋国执政的智氏，

后逐步瓜分晋国，并最终得到周天子的承认，成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故将赵、魏、韩这三

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11素：一向，平素。○12悍：勇猛，勇敢。○13轻：轻视。○14

号：称。○15因其势而利导之：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因：顺着。○16百里：

这里用作动词。急行百里。○17趣：追逐，追求。○18蹶：使挫败。○19五十里：这里用作动词。急行五

十里。○20为：修筑，修建。这里引申为“营造”。 

 

庞涓行①三日，大喜，曰：“我固②知齐军怯
qiè

③，入吾地④三日，士卒亡⑤者过⑥半矣。”乃⑦弃其步军，

与其轻锐
⑧
倍日并行

⑨
逐之。孙子度

duó
⑩
其行○11

，暮○12
当至马陵。马陵道狭○13

，而旁多阻隘
ài

○14
，可伏兵，

乃斫
zhuó

○15
大树白○16

而书之○17
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 

 

【注】①行：行走。这里引申为“追赶”。②固：本来。③怯：胆小，畏缩。④地：地域，领

土。⑤亡：逃跑，逃亡。⑥过：超过，胜过。⑦乃：于是，便。⑧轻锐：轻兵锐卒，指精锐部队。

⑨倍日并行：日夜兼程。⑩度：揣测，估量。○11行：这里用作名词。行军速度。○12暮：夜。○13狭：

窄。○14旁多阻隘：（道路）两旁大多地势险要。○15斫：砍，劈。○16白：削去树皮，露出白色的树干。

○17书（于）之：状语后置。书：书写，记载。 

 

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
nǔ

①，夹
jiā

道而伏②，期③曰“暮④见火⑤举⑥而俱⑦发⑧”。庞涓果夜至斫
zhuó

⑨木下，见

白书⑩，乃○11
钻火○12

烛○13
之。读其书○14

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
yì

○15
。庞涓自知智穷○16

兵败，

乃自 刭
jǐnɡ

○17
，曰：“遂○18

成竖子○19
之名！”齐因○20

乘胜尽破○21
其军，虏

lǔ
○22
魏 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

下，世传其兵法。 

 

【注】①齐军善射者万弩：定语后置。一万名擅长射箭的齐国弓弩手。善：擅长，善于。弩：

用机械发矢的弓。②夹道而伏：埋伏在道路两旁。夹：处于某物的两旁。③期：约定时日。④暮：

夜。⑤火：照明用具。火把。⑥举：点燃。⑦俱：一起，一同。⑧发：发射。⑨斫：砍，劈。这里

被动用。⑩白书：白色树干上写了字。○11乃：于是，便。○12钻火：点燃火把。○13烛：照，照耀。○14

书：文字。○15失：逸。奔逃。○16智穷：智慧穷尽。○17自刭：自杀。刭：用刀割脖子。○18遂：终于，

竟。○19竖子：愚弱无能的人。这里指孙膑。○20因：于是，就。○21破：攻克，打败。○22虏：俘获。 

 

吴起者，卫人也，好
hào

用兵。尝①学于曾子②，事③鲁君④。齐人攻鲁，鲁欲⑤ 将
jiànɡ

⑥吴起，吴起取⑦

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⑧，遂⑨杀其妻，以明⑩不与○11
齐也。鲁卒○12

以为 将
jiànɡ

○13
。 将

jiànɡ
○14

而攻齐，大破○15
之。 

 

【注】①尝：曾经。②曾子：姒姓曾氏，名申，字子西。儒家代表人物曾参（即传统所称的“曾

子”）之子。③事：服事，侍奉。④鲁君：指鲁元公。君：国君。⑤欲：想要，希望。⑥将：以为

将。⑦取：娶。⑧就名：成名。⑨遂：就，于是。⑩明：明确，阐明。○11与：帮助。○12卒：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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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之）为将。○14将：领兵。○15破：攻克，打败。 

 

鲁人或
①
恶
wù

②
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

③
人也。其 少

shào
时，家

④
累千金，游仕

⑤
不遂

⑥
，遂

⑦
破

⑧
其家。

乡党⑨笑之，吴起杀其谤⑩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11
门。与其母诀○12

，啮
niè

臂○13
而盟○14

曰：‘起不为
wéi

卿
qīnɡ

○15
相

xiànɡ
，不复○16

入卫。’遂事○17
曾子○18

。 

 

【注】①或：有。②恶：憎恨，讨厌。③猜忍：多疑而残忍。④家：家财，家产。⑤游仕：外

出求官。游：外出求学，求官。仕：做官。⑥遂：成功，顺遂。⑦遂：就，于是。⑧破：耗损。⑨

乡党：乡里。党：乡里。⑩谤：公开批评、指责别人的过失。○11郭：泛指城。○12诀：告别，辞别。

○13啮臂：咬臂出血，以示诚信。○14盟：盟约，在神前立誓订约。○15卿：官阶名。○16复：再。○17事：

服事，侍奉。这里指拜师学习。○18曾子：姒姓曾氏，名申，字子西。儒家代表人物曾参（即传统所

称的“曾子”）之子。 

 

居① 顷
qǐnɡ

之②，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
bó

③之，而与起绝④。起乃之⑤鲁，学兵法以事鲁君⑥。鲁君疑

之，起杀妻以求将⑦。夫
fú
鲁小国，而⑧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⑨鲁矣。且鲁 卫兄弟之国也⑩，而君○11

用

起，则是弃卫○12
。”鲁君疑之，谢○13

吴起。 

 

【注】①居：过了。②顷之：不久。之：助词，无义。③薄：轻视，看不起。④绝：断绝（关

系）。⑤之：往，到……去。⑥鲁君：指鲁元公。⑦将：领兵。⑧而：却，但是。⑨图：谋取，对

付。⑩鲁卫兄弟之国也：鲁国是周公旦的后代，卫国是康叔封的后代，周公旦与康叔封都是周武王

的同母弟。○11君：第二人称的尊称。○12则是弃卫：这样就会得罪卫国。弃：违背。吴起杀了三十多

个卫国同乡，是卫国在逃的要犯。○13谢：拒绝。这里引申为“罢免”。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①贤，欲②事③之。文侯问李克④曰：“吴起何如⑤人哉？”李克曰：“起贪⑥而好
hào

色，然⑦用兵司马穰
ránɡ

苴
jū
不能过⑧也。”于是魏文侯以为

wéi
将

jiànɡ
⑨，击秦，拔⑩五城。 

起之为
wéi

将
jiànɡ

，与士卒最下者○11
同衣食。卧○12

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13
，与士卒分劳苦。 

 

【注】①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斯。重用翟（zhái）璜、李悝（kuī）、乐（yuè）羊、吴起等

人，开创魏国霸业。②欲：想要，希望。③事：服事，侍奉。④李克：李悝。偃姓李氏，名悝（一

作克），魏人，曾受业于曾申，后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战国初期法家代表人物。⑤何如：如何，

怎么样。⑥贪(名)。指“母死不赴、杀妻求将”诸事。⑦然：可是，但，却。⑧过：超过，胜过。

⑨以（之）为。⑩拔：攻克，攻取。○11士卒最下者：定语后置。待遇最差的士兵。○12卧：睡觉。○13

亲裹赢粮：亲自包粮、背粮。裹：包，包扎。赢：背负。 

 

卒有病疽
jū
者①，起为

wèi
吮
shǔn

之②。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③，而将军自吮其疽，何④哭为
wéi

⑤？”母

曰：“非然⑥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 踵
zhǒnɡ

⑦，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⑧不知其死所

⑨矣。是以⑩哭之。” 

 

【注】①卒有病疽者：定语后置。疽：毒疮。②为（之）吮之：为他吮吸毒疮（的脓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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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子卒也：判断句。子：儿子。④何：何故，为什么。⑤为：语气词。用于句尾，表示反问语

气。⑥然：对的，是的。⑦旋踵：退缩。踵：脚后跟。⑧妾：女子自称的谦词。⑨所：处所，地方。

⑩是以：宾语前置。因此。是：此。以：因为。 

 

文侯以①吴起善用兵，廉平②，尽能得士心③，乃以为西河守④，以拒⑤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⑥西河而下⑦，中流，顾⑧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⑨，

此魏国之宝也！”起对⑩曰：“在德不在险○11
。昔三苗氏○12

左○13
洞庭○14

，右彭蠡
lǐ

○15
，德义不修○16

，禹灭之。 

 

【注】①以：因为。②平：公正。③尽能得士心：能得到全军的拥戴。尽：全，全部。士：武

士，兵士。④守：郡的长官。⑤拒：抵御。⑥浮：泛舟。⑦下：去，到。通常指由西往东，由北往

南，由上游往下游。⑧顾：回头，回头看。⑨美哉乎山河之固：谓语前置，定语后置。险要的山河

多么壮美啊。固：地势险要，牢固。⑩对：答，回答。○11在德不在险：（国家稳固）靠的是德义修

明，而不是山河险要。○12三苗氏：传说中的南方部族。○13左：古代地理以东为左。○14洞庭：洞庭湖。

○15彭蠡：彭蠡（lǐ）泽。即鄱阳湖。○16德义不修：宾语前置。修：整治，修理。 

 

夏桀
jié

①之居②，左③河④济
jǐ

⑤，右泰⑥华
huà

⑦，伊阙
què

⑧在其南，羊肠⑨在其北，修政⑩不仁，汤放○11
之。殷纣

zhòu

○12
之国，左孟门○13

，右太行
hánɡ

○14
，常山○15

在其北，大河○16
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

德不在险○17
。若○18

君○19
不修德，舟中之人尽○20

为
wéi

敌国也。”武侯曰：“善○21
。” 

 

【注】①夏桀：夏代的最后一个君主。②居：住处。③左：古代地理以东为左。④河：黄河。

⑤济：济水。⑥泰：泰山。⑦华：华山。⑧伊阙：伊阙山。即龙门山。⑨羊肠：羊肠坂。太行山要

道。⑩修政：治国。修：整治，修理。○11放：驱逐，流放。○12殷纣：商代最后一个国君，历史上有

名的暴君。○13孟门：或曰山名，未详其实。○14太行：太行山。○15常山：恒山。○16大河：黄河。○17在

德不在险：（国家稳固）靠的是德义修明，而不是山河险要。○18若：假如。○19君：第二人称的尊称。

○20尽：全，全部。○21善：（说得）好。 

 

吴起为
wéi

①西河守②，甚③有声名④。魏置⑤ 相
xiànɡ

， 相
xiànɡ

⑥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⑦论⑧

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将
jiànɡ

⑨三军⑩，使士卒乐死○11
，敌国不敢谋，子孰与○12

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13
万民，实○14

府库○15
，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 

 

【注】①为：担任，充当。②守：郡的长官。③甚：很。④声名：名声，声誉。⑤置：建立，

设置。这里引申为“选拔”。⑥相：使为相。⑦子：尊称对方。⑧论：评定，考核。这里引申为“比

一比”。⑨将：领兵。⑩三军：周代天子六军，诸侯之大国三军。一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11乐死：

乐于为国死战。○12孰与：和……比，谁（更强）。○13亲：近，亲密。这里使动用，使亲附。○14实：

充实，充满。○15府库：收藏钱财与兵器的地方。 

 

起曰：“守①西河②而③秦兵不敢东 乡
xiànɡ

④，韩 赵宾从⑤，子孰与起⑥？”文曰：“不如子。”起曰：“此

三者，子皆出吾下⑦，而⑧位⑨加吾上⑩，何也？”文曰：“主○11
少
shào

国○12
疑，大臣未附○13

，百姓不信，方

○14
是○15

之时，属
zhǔ

○16
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17

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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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子之上也○18
。”吴起乃○19

自知○20
弗
fú

○21
如田文。 

 

【注】①守：掌管。②西河：西河郡。③而：因而，所以。④东乡：宾语前置。乡：向；朝着

某个方向前进。⑤宾从：服从，归顺。⑥子孰与起（强）。子：尊称对方。孰与：和……比，谁(更)。

⑦出吾下：在我之下。不如我。⑧而：却，但是。⑨位：职位，官爵。⑩加吾上：在我之上。○11主：

君，长。这里指新君，刚即位的魏武侯。○12国：这里指国人。○13附：归附，归顺。○14方：正，正在。

○15是：此。○16属：嘱。委托，交付。○17良：甚，很。○18此乃吾（位）所以居子之上也：判断句。乃：

就是，原来是。所以：……的原因。居：处于。○19乃：于是，便。○20自知：宾语前置。○21弗：不。 

 

田文既①死，公叔②为③相，尚④魏公主，而害⑤吴起。公叔之仆
pú

⑥曰：“起易去⑦也。”公叔曰：“奈

何⑧？”其仆曰：“吴起为人⑨节⑩廉○11
而自喜名○12

也。君○13
因○14

先与武侯言曰：‘夫
fú
吴起贤人也○15

，而侯

○16
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17

，臣○18
窃○19

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20
曰：‘奈何？’ 

 

【注】①既：已经。②公叔：未详其人。或曰韩国贵族；或曰公叔座，病重才向魏惠王（魏武

侯之子）举荐商鞅。③为：担任，充当。④尚：匹配。多指高攀婚姻。⑤害：妒忌。⑥仆：奴仆，

仆人。⑦去：使离开，驱赶。⑧奈何：怎么办。⑨为人：做人。⑩节：气节，节操。这里用作动词。

有气节，崇尚节操。○11廉：锋利，有棱角。个性张扬。○12喜名：爱惜名誉。○13君：第二人称的尊称。

○14因：趁，趁机。○15夫吴起贤人也：判断句。○16侯：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的第二等。赵魏韩三

家分晋（侯爵）后，周天子被迫承认赵魏韩三国的诸侯地位，皆称侯。这里以爵位尊称国君。○17壤

界：交界，毗连。○18臣：对君父的自称。○19窃：谦词。私自，私下。○20即：就。 

 

君①因②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③，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④矣。以此卜
bǔ

⑤之。’君因召吴

起而与归⑥，即⑦令公主怒而轻⑧君。吴起见公主之贱⑨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

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⑩信也。吴起惧得罪○11
，遂去○12

，即之○13
楚。 

 

【注】①君：第二人称的尊称。②因：趁，趁机。③试延以（尚）公主：状语后置。用娶公主

一事来试探并挽留他。试：试探。延：招请，接纳。④辞：推辞，不接受。⑤卜：验证，证实（或

“推测，估计”）。⑥与（之）归（府）。归：返回。⑦即：就。⑧轻：轻视。⑨贱：轻视。⑩弗：

不。○11得罪：获罪。○12去：离开。○13之：往，到……去。 

 

楚悼王①素②闻起贤，至则相③楚。明④法审令⑤，捐不急之官⑥，废公族疏远者⑦，以抚养战斗之

士⑧。要
yào

⑨在强兵，破驰说
shuì

之言 从
zònɡ

横者⑩。于是南平百越○11
；北并陈○12

蔡○13
，却○14

三晋○15
；西伐秦。诸

侯患○16
楚之强。 

 

【注】①楚悼王：芈（mǐ）姓熊氏，名疑。重用吴起，变法图强。②素：一向，平素。③相：

为相。④明：明确，阐明。⑤审令：慎重发布命令。审：慎重，审慎。⑥捐不急之官：革除闲散官

员。捐：除去。⑦废公族疏远者：废除国君远门宗族的爵禄。公族：君王的同宗子弟。公族疏远者：

定语后置。⑧士：武士，兵士。⑨要：关键，要领。⑩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此处与史实不合；当吴

起之时，秦孝未出，商鞅未用，强秦未见，苏秦、张仪亦未出，何谈合纵连横？破：击中目标；这

里引申为“打击”。驰说：游说。从：合纵；战国时六国联合反对秦国的联盟。横：连横；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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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的策略。○11百越：泛指南方部族。○12陈：陈国。○13蔡：蔡国。○14却：使退。这里

引申为“击退”。○15三晋：赵、魏、韩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这里指韩国、

魏国。○16患：忧虑，担忧。 

 

故①楚之贵戚
qī

②尽欲害③吴起。及悼王死，宗室④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⑤之⑥王尸而伏之。击起之

⑦徒⑧因⑨射刺吴起，并⑩ 中
zhònɡ

○11
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

yǐn
○12
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13

射起而夷○14
宗死者七十馀家。 

 

【注】①故：旧。从前，原来的。②贵戚：君主的内外亲族。③害：伤害，杀害。④宗室：指

国君的同族。⑤走：跑，疾行。⑥之：往，到……去。⑦之：这。⑧徒：党徒，同类或同一派别的

人。⑨因：于是，就。⑩并：一起，一并。○11中：射中目标。○12令尹：楚国最高官职，总揽军政大

权，多由芈姓贵族担任。○13坐：因犯……罪。○14夷：诛灭，消灭。这里被动用。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①师旅②，皆道③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

设者④。语⑤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⑥筹策⑦庞涓明⑧矣，然不能蚤
zǎo

⑨救

患于被刑⑩。吴起说
shuì

武侯以○11
形势○12

不如德○13
，然行之于楚○14

，以○15
刻○16

暴○17
少恩亡其躯○18

。悲夫
fú

○19
！ 

 

【注】①称：颂扬，扬名。②师旅：军队的通称，也指战争。这里引申为“用兵”，指挥军队

作战。③道：说，谈论。④行事所施设者：所作所为。⑤语：谚语，成语。⑥孙子：指孙膑。⑦筹

策：计谋，谋划。⑧明：明智，贤明。⑨蚤：早。⑩救患于被刑：免于受（膑）刑。救：拯救，挽

救。患：祸害，灾难。被：蒙受，遭受。○11以：依靠。○12形势：地理状况，地势。○13德：这里用作

动词。施行德政。○14行之于楚：状语后置。行：做，实施。○15以：因为。○16刻：苛严，苛刻。○17暴：

凶恶，残暴。○18亡其躯：丢了性命。亡：失去，丢失。○19夫：语气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