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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本文选自《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

传》或《左氏春秋》，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因为这部书是对春秋的解释，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间的矛

盾和斗争，擅于叙事写人，所以也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散

文名著。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撰写。这部著作记

叙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悼公四年（公

元前464）共二百五十多年间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着重记叙当时诸候列国之间的矛盾

和争夺，内容相当丰富 .记叙线索分明，详略得当，尤其擅长

描写战争，作者将许多重大战役的起因、过程、双方的谋划

、战场内外的斗争和战役的结果叙写得异常清楚，笔法又多

变化。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人物的言行及内心活动，往往

有比较生动的描述。这些对后来《史记》等书的写作有很大

影响。 二、文体知识《左传》着重记叙历史事件，是记叙性

的，本文既郑庄公家族内部的事情，是一篇历史散文，这篇

文的标题郑伯克段于鄢本来是春秋的一句话，意思是郑庄公

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标题的郑伯：指郑庄公。春秋时周天

子下有公、候、伯、子、男五等爵。郑国是伯爵级的诸候国

，姬姓，在今河南新郑一带，所以称它的国君为郑伯。鄢是

地名，在今河南鄢陵。 三、中心思想。本文记叙春秋时期郑

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争权夺利导致战争和兄弟相残害的历史事

件，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以及它们的腐朽、奸诈



，虚伪、卑鄙。 四、层次段落。作者以事件情节发展的时间

顺序结构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为第一自然段，交待时

间，人物。人物有姜氏、庄公、共叔段。并说明庄公母子间

，兄弟间不和的起因。（起因是母亲姜氏偏爱。）首先说时

间，是指鲁隐公元年发生的事，现在是追述当初的起因，所

以文中说初就是起初的意思。 人物：第一个是郑庄公。姓姬

，名掘突，武是死后谥号。二申是国名，姜姓，是候爵级的

诸候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

妻曰武姜。为什么叫武姜呢？当时妇女出嫁都要把丈夫的姓

放在前面，紧跟上娘家的姓，然后加上氏，根本不称呼妇女

的名字，所以叫武姜。第三个人物是庄公，庄公就是题目中

的郑伯，是郑武公长子，按封建礼法庄公为继承人。第四个

人物是共叔段，也就是文中提到的太叔，太叔是对段的尊称

。共叔段是郑武公的次子。这一段同时也介绍了故事的起端

。即庄公与母亲有矛盾。即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为寤生

。寤，即生庄公时难产，使姜氏受到惊吓，随之姜氏就很厌

恶庄公，所以母子之间有矛盾。文章中又交待了兄弟之间的

矛盾，这就是姜氏爱共叔段欲立，母亲想让共叔段继承王位

，她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这样兄弟之间有个争

夺继承权，争夺王位的问题。那么这两个矛盾是谁造成的呢

？主要是由于姜氏的偏爱造成的。第二层次为第二、三段写

情节的发展，姜氏为共叔段请京，共叔段不断扩张，露出他

的贪婪和野心，庄公虚伪应付，心怀杀机，等待时机。第二

、三段展开了矛盾，也可以说是情节在发展，姜氏想立共叔

段未成。庄公即位了，姜氏爱共叔段于是为其请求给制这个

地方，把制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没有答应，说这个地方



岩邑很险要，老臣虢叔都死在这个地方，那就给他京这个地

方吧。京在河南荥阳东南，距郑国都城新郑较近。共叔段得

了京以后很不安分，首先是京的面积大，城墙高超过了候伯

制度所做的要求，这就是蔡仲所说的：都城过百雉，国之害

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他对庄公说，共叔段这

样您将不好控制，不仅如此在第三段，共叔段进一步扩张，

又将西壁北壁归于自己，将土地延长至于廪延，这就用行动

证明了他是贪婪的，是有野心的。那么庄公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庄公认这是姜氏欲之，鄢辟害，躲不了这个祸害，那么

庄公怎么办呢？当蔡仲向他谏意说：蔓，难图也。说蔓草犹

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将蔓延的杂草尚且不能除根，何况

是国君宠爱的弟弟呢？庄公回答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

待之。意思是多做了不道义的事，必然自己跨台，你姑且等

着瞧吧，这是欲擒故纵的态度。到了第三段子太叔把西鄙、

贰鄙归于己时公子吕又向庄公提出请除之，公曰：不庸，将

自及。说用不着，他自己将赶上灾祸，等到共叔段又收贰为

已至于廪延的时候，子封又对庄公说，可矣，厚将得众。说

行了，共叔段的势力要再雄厚将会得到民众，而庄公说不义

不昵，厚将崩。意思是做不义的事必然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势力再扩大，就必将垮台，庄公表现了虚伪应付，心里还

是想消灭共叔段，但是感到条件不成熟，他在等待时机，以

便消灭之。 第三层为第四自然段，写情节发展到高潮和激化

，共叔段准备袭郑，庄公发兵，兄弟交战，兄弟矛盾得以解

决。庄公克段于鄢，共叔段逃亡至共这个小国，太叔完聚，

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

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



伐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情节激化也就是解决矛盾

的时候了。 第四层为第五自然段，写全文的结局和尾声，庄

公在战争结束后，幽禁了母亲姜氏，随后又后悔就采纳颍考

叔的意见在燧道与母相见，恢复了母子关系，母子矛盾得以

解决，这一层又分三个小层次。 第一个小层次写颍考叔得知

庄公与母亲问题处境时，提出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谏意

，就是文中的遂置姜氏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

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

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

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我独元！颍

考叔曰，问何谓也，？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何患焉？

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第二小层次

写庄公与母亲隧相见的经过，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

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第三小层次，通过一段评论以颍考叔和庄公的比照烘托出颍

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清晰的点出庄公对母亲

只是恢复了母子关系，不是孝道不是纯孝，是内外政治斗争

的需要，由此把庄公虚伪的特性更完整、全面的表现出来。

如诗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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