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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E3_80_8A_

E5_B7_A5_E4_B9_8B_E4_c64_353935.htm 《工之侨献琴》选自

明代刘基的寓言专著《郁离子》。 刘基，字伯温，浙江处州

青田县南田（现属浙江文成县）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

（1311），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元文宗至顺元年

（1330）中进士，三年后步入仕途，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

浙儒学副提举、江浙行省都事等官。由于与执政者意见不合

，大概于至正十四年（1354）便弃官归里。至元十八年

（1358），朱元璋攻下金华、括苍，再三聘请刘基出山。经

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于至元二十年（1360）到了应天府（南

京），向朱元璋陈述“时务十八策”，从此成了朱元璋的主

要谋士，终于辅佐朱元璋完成了削平群雄、灭亡元朝、统一

中国的大业。明朝建立后，他又帮助朱元璋制订出一系列政

策法令；当时重要的规章制度，大都出于其手。朱元璋尊他

为“帝师”，为“老先生”，称赞他“学贯天人，资兼文武

”，可媲美汉初的张良。任之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为诚

意伯。他为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每“论天下安危，

义形于色”（《明史》本传）。终因执法严明，得罪丞相李

善长和权贵胡惟庸，洪武四年便告老还乡。洪武七年因胡惟

庸的诬陷而被羁留南京，次年被送还乡，不久便“忧愤疾作

”而死。 刘基不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

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造诣，成

了明初一大家。清人沈德潜《明诗别裁》中说他的诗“独标

高格，时欲追逐杜（甫）、韩（愈），放超然独性，允为一



代之冠”。《郁离子》是一部寓言专著。明人吴从善在《郁

离子序》中曾对书名作了这样的解释：“夫郁郁，文也；明

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

后世者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在这部书中，“郁

离子”是一个假托的人物，作者常常借他的口来表述自己的

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慨。中学语文课本新编入的《工之侨献

琴》就是其中的一篇。 《工之侨献琴》这则寓言故事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具有强烈的爱憎和尖锐的政治针

对性。 文章开篇写工之侨制作了一种稀世之乐器，并自以为

是天下最好的琴。工之侨将琴献给主管礼乐的官府，却被号

称“国工”的音乐大师，以“弗古”为由弃还。工之侨只好

改弦更张，伪装古董。文章叙述了工之侨伪装的经过：先请

漆工绘制了“断纹”，再请刻字工刻了“古”，然后装在匣

子里埋在地下，经过一年才拿出来。这说明工之侨把这件事

做得很精心。献琴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不直接去献，而是“

抱以适市”，让别人重价买了去献，结果当年的弃物成了“

希世之珍”。最后，工之侨慨叹道：“悲哉世也！岂独一琴

哉？莫不然矣”。这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一个“悲哉

世也”的呼声，道出了时代的弊病和危机，显示作者强烈的

爱憎和尖锐的政治敏感。“莫不然矣”就深刻说明这种重虚

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少数现象，而是渗透于社会各

个阶层的一种弄虚作假的风气。 二是它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在我国历史上献宝不被赏识的事例并不罕见，《韩非子》中

所记的卞和献璞于楚王就是一例。卞和献璞，因为玉在璞中

，美质尚未外露，一般人无法看到它的光采，因而不为楚王

所赏识，就这一点说，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工之侨献琴，其



美却袒露在外，只要稍加拨弄，便可鉴别，因此，良琴的见

弃，不是因为它的长处未现，而是由于“国工”的偏见，由

于价值观念的倒置。工之侨第二次献琴成功，是因为他是一

个十分清醒的、聪明的智士，他用同一张琴嘲弄了太常、国

工、贵人、乐官等人。这些人并不看重琴的质量的好坏，也

不懂得它的好坏，而只看古不古，古，就是“希世之珍”，

而对所谓的“古”，又是真假莫辨，只要有“断纹”，有“

古”，有泥土味，就叫做“古”真是盲目到了极点。《工之

侨献琴》一文，表面上看写的是琴的遭遇，实际上是写人。

作者借工之侨伪造古琴试探索世风的机智，讽刺了元末一帮

缺乏见识，不重真才实学而只重虚名的虚伪之人，其寓意是

十分鲜明而深刻的。 三是形式活泼，形象生动。 中国古代寓

言，数量十分可观，但多散见于群书之中，而寓言专著，则

寥若晨星。《郁离子》每篇都是一则独立的寓言故事。《工

之侨献琴》全文虽仅120字，人物却有好几个，形象刻画生动

，妙趣横生。文章最后写工之侨不愿毁掉自己的真诚，不愿

随波逐流，最后决定跑到山里去，这是作者的一种自喻，认

为那里才能保持高尚的品德。文章或用递进手法，如从“献

之太常”到“献诸朝”，从“使国工视之”到“乐官传视”

；或用对比手法，如“弗古，还之”与“世之珍也”的对比

，很好地表现了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讽刺了鼓励人

们弄虚作假的封建统治者。 总之，这则寓言以工之侨献琴为

线索，通过同一张琴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对盲目崇古

而不重实际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全文言近旨

远，推理严密，议论精辟；富有形象性，亦谐亦庄，妙趣横

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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