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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令伯，一名虔，西晋初年官员，文学家。他曾任蜀汉尚书郎，后仕晋为河

内温县令，因不满西晋王朝统治而辞官归田。

李密

李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其《陈情表》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

典之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以情真意切、辞藻华丽见称，

尤其是《陈情表》一文，更是被人们广为传颂。

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及历史地位



时代背景
李密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期，这是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时代。西晋王朝

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推行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陈情表》便是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个人背景
李密在蜀汉时期曾任尚书郎，蜀汉灭亡后，他面对西晋王朝的征召，因祖母年

迈需要照顾，无法应召出仕。为了表达自己的苦衷和尽孝的决心，他写下了这

篇《陈情表》。

《陈情表》创作背景



文章结构

《陈情表》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家庭困境；第二部分陈述

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深情厚谊；第三部分表达自己无法应召出仕的苦衷和尽孝的决心；第

四部分则恳请晋武帝体谅自己的难处，并赐予终养祖母的恩典。

主要内容
文章主要围绕“孝”字展开，通过叙述李密与祖母的深情厚谊以及自己无法应召出仕的苦衷，

表达了作者对孝道的崇敬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同时，文章也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和辞

藻华丽的写作风格，使《陈情表》成为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经典之作。

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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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思想
文中通过李密与晋武帝的书信往来，展示了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规范，体现了

儒家礼治思想。

忠孝观念
文中李密表达了对晋武帝的忠诚与对祖母的孝道，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忠孝两全

的观念。

仁义道德
李密在陈述自己不能应诏赴任的原因时，以仁义道德为出发点，强调了对家庭

的责任感。

儒家思想在文中体现



孝道内涵

在当今社会，孝道观念仍然具有重要

意义。它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石，也是个人品德修养的重

要体现。

现代价值

推广实践
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积

极推广孝道观念，让更多的人认识到

其重要性，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强调尊

敬、关爱和赡养老人。在《陈情表》

中，李密对祖母的孝顺与照顾，是孝

道观念的典型体现。

孝道观念及其现代意义



君臣之礼
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规范十分严格，如臣子对君主的称呼、跪拜等。在《陈情表》中，李密对晋武帝的称谓

与书信格式均体现了君臣之礼。

古代礼仪制度简介

家庭之礼
古代家庭礼仪强调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在文中，李密对祖母的孝顺与照顾，也体现了家庭礼仪的要求。

社会之礼
古代社会礼仪涉及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如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等。虽然《陈情表》未直接涉及这些方面，

但通过李密的言行举止，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礼仪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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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这句话表达了李密对祖母的孝心和依赖，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忠诚和责任感。通过赏析这句话，

可以深入理解《陈情表》所倡导的孝道和家庭伦理。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李密以乌鸟反哺作比，表达了自己愿意侍奉祖母到老的决心。这句话运用了生动的比喻，使

得文章更加感人肺腑。

经典名句欣赏与解读



修辞手法运用技巧探讨

对偶
文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使得文章节奏鲜明，增

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排比
通过排比句式的运用，如“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使得文章气势磅礴，

感情充沛。

比喻与借代
文中巧妙运用比喻和借代手法，丰富了语言表达，如“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以日落

西山比喻祖母生命垂危，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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