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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_E6_88_90_E

8_80_83_E4_B8_93_E5_c66_237859.htm 《寡人之于国也》 第

一部分，作家作品。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

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人。他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主张施行仁政和王道，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孟子散文善于“欲擒故纵，引君入彀”的论

辩手法。善用比喻，富有感情色彩与充沛的气势，《孟子》

共七篇。 第二项，文体知识。本文是一篇以对话形式展开的

论说，是一篇论辩性议论文。 第三项，主旨。本文中心论点

是“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全文表现了孟子王道，

仁政的政治思想，批评统治者在灾荒年景归罪于年成不好的

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战国时期社会不平，阶级对立的

实质。 第四项，层次、段落。全文围绕“民不加多”和“如

何使民加多”的问题展开论述。全文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

为第一自然段。梁惠王提出在灾荒之年，移民移粟，但民不

加多的疑问。 第二部为二、三、四段。孟子以战为喻，说明

梁惠王移民移粟的办法，依然与邻国无本质区别，从而指出

了民不加多的原因。 第三部为第五、第六自然段。孟子具体

而详细地阐明了王道仁政的主张，指出要使民加多，就要有

新举措，要不违农时，发展生产，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要使民老少的衣、食、住均能受益，同时在德教方面也受教

育，这样则不王者，未之有也。民便可以加多了。 第四部为

第七自然段。先揭示灾荒之年，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

现状。然后以杀人为喻，指出只要梁惠王不把过失归罪于年



成，那么“斯天下之民至埃”的良好愿望就会实现。 全文到

此归结到总的论点。全文的结构特色以“民不加多”为线索

，展开了论述。 第五项，学习要点。 第一点、本文体现的孟

子王道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富民、爱民，以民为本的思想。 

富民，就要反对战争，使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正如课文

中的第五段提出的要不违农史，要数罟不入夸池，要斧斤以

时入山林，以达到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

可胜用也，这样的鱼粮丰收，万木繁茂的景象，使民养生丧

死无憾也。 爱民，体现在第六段，就是要使民确实受益。孟

子具体提出，要给民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要使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

民不饥不寒，使民确实丰衣足食。 富民、爱民，以民为本，

这样作为一国之王，才能受到万民的拥戴，才能做到国富民

强，这是孟子王道政治的主要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