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2023-2024 学年高一下学期月考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先秦散文的基本文体形态：一是以论说为主，如《春秋》《老子》《庄子》《孟子》等

含哲学、政论文在内的文章；二是以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如《左传》《国语》等

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文章。这两种文体形态交相辉映，不仅成就了一个大时代里散文的辉煌，

而且还开创了中国的“杂文学”传统。而其文体特征则是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先秦时期的散

文文史哲没有分家，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混杂，文学与非文学交织，其时也没有专门从事

散文创作的散文家。可见，先秦时代的散文概念和内涵是模糊的，文体是自然朴素的，同时

也是极其包容的。正是这种模糊、自然朴素和包容性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宽阔、宏大坚实的

基础。

先秦之后的两汉以“历史散文”为主要文体形态，“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这一文

体的代表作，它将散文推到了一个顶峰。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方面瓦解了魏晋南北朝的

时文——骈文；一方面又融合叙事的历史、说理议论的哲学、抒情的文学于一炉，从而形成

了叙事、议论与抒情三位一体的“古典散文”格局。当然，“古典散文”只是唐宋的一种主

流散文文体形态，在唐代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品类多样，写法也多姿多彩，既有大量

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等有很强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车载斗量的诸如书信、奏议、诏令、

论辩、传状、碑记、箴铭、颂赞、哀祭、序跋、书说、赠序等偏于应用和议论的文章。明代

以后，先是“以拟古为主”的“七子”的散文创作成为时流，继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主张一切作品“皆从胸中流出”的小品笔记成为主要散文文体形态。而清代以桐城派为代表

的散文，既强调“义理、考据”，又注重“词章”，即将应用性与文学性融合在一起。从以

上对古代散文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的古代散文，从文体的角度讲，是

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杂文学”的系统。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形态呈现出两

个特征：其一，是它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主流文体；其二，

中国的古代散文，先秦时期是应用性与文学性并重，魏晋之后总体看文学性文体占据主导地

位，但应用性文体也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总结、回顾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演变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

象，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虽然，章学诚所言“至战

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说法可能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鲁迅认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

文学主要是诗文已进入到文体的“自觉时代”



应属不虚。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拿西方的文学作比较。西方的文学以戏剧、小说和诗

为主，散文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独立成体，所以不论是长篇论著或是短篇小品，其文体基础

都十分脆弱；即使“五四”时期热闹一时的英美“絮语散文”，其实真正上佳的作家和作品

并不是很多。而能够像中国散文那样融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优秀之作更少。与中国散

文相比，西方的散文随笔重“笔路”，重纪事、说理、个人性和科学精神，但在“文章”，

即抒情性、音乐性、语言韵味，乃至“文气”等更能体现文体意识的各个方面，则远远逊色

于中国古代散文。

（摘编自陈剑晖、杨汤琛《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有删改）

材料二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

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

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主要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

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

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

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

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

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

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

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

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有删改）

【小题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先秦散文以磅礴的底蕴成就了自身辉煌，开创了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学传统，也为

中国古代散文奠定了宽阔、宏大的基础。
 

B. 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散文长期势弱未成主流，文体基础薄弱，真正上佳的作家和作品

不多，不似中国古代散文具有文体意识。



 

C. 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尽管后来没能发展成为说理文的主流，但是对后代的佛教语录、

理学家语录和专论体说理文都有影响。
 



D. 寓言这种文学样式，因其自身的意蕴以及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可以从先秦的说理

性散文中脱离出来，并成为小说的雏形。

【小题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以散文的起源开端，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形态和文体意识。
 

B. 材料二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先秦说理散文的特点以及其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

 

C. 材料一借西方文学散文发展演变历程，论证中国古代散文家文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性。
 

D. 材料二以汉代杨雄的《法言》为例，来论证先秦说理散文在体制上对后世的影响。

【小题 3】 结合材料一内容，下列选项中不能用来证明材料中各时代散文文体形态特征的

一项是（ ）

A. 先秦散文开创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即议论文和叙事文。后世散文尽管有许多发展

变化，但与这两种形式都有密切关系。
 

B. 《史记》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编史方法，其中的“纪”“传”

部分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散文。
 

C.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建安七子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语言疏朗明白，不尚雕琢，

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世称“建安风骨”
 

D. 韩愈、柳宗元等人尖锐批判六朝以来的骈俪文，提倡更为实用的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

文，并称之为“古文”，与骈俪文对立。

【小题 4】 材料一论证手法多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小题 5】 材料二谈到“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的观

点，请从《齐桓晋文之事》中找出一个能证明这个观点的例子，并作简要分析。

[知识点]

学术论文

[答案]



【小题 1】 A

【小题 2】 C

【小题 3】 C

【小题 4】 ①举例论证。例如文中列举《春秋》《老子》《庄子》《孟子》《左传》《国

语》等证明先秦散文的基本文体形态。

②引用论证。例如文中引用章学诚、鲁迅的话证明我国古代散文较早就具有比较自觉的文

体意识。

③对比论证。例如在论证文体自觉意识时，作者对中西方散文在文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进行

了对比。

【小题 5】 （示例一）文中以“以羊易牛”的譬喻，寄寓心怀仁术的道理，含有孟子对齐

宣王的肯定和期许。

（示例二）文中以“为老人折枝”的譬喻，寄寓能行王道的道理，含有孟子对齐宣王的信

任。

（示例三）文中以“缘木求鱼”的譬喻，寄寓应行王道的道理，含有孟子对齐宣王的劝诫。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B.“不似中国古代散文具有文体意识”错误，由材料一“更能体现文体意识的各个方面，

则远远逊色于中国古代散文”可知，西方散文只是在文体意识方面更逊色，不是不具有；

C.“对后代的……专论体说理文都有影响”错误，材料二谈到“专论体说理文”成熟于战

国后期，在本段中与“语录体和对话体”并列，并非受其影响；

D.“并成为小说的雏形”，材料二说优秀的寓言故事“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可知“小说雏形”这个说法，属于偷换概念，无中生有。



故选 A。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

C.“论证中国古代散文家文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性”错误。材料一最后一段是为了证明“中

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而非其“重要性”，且材料对

西方文学中散文的发展演变历程并不充分交代。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C.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立在慷慨情绪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之为“建安风骨”，

在此主要指的是建安时期的诗歌，不是散文。

故选 C。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文章论证方法的能力。

解答时先要熟记论证方法，然后结合文本准确判断。

结合“如《春秋》《老子》《庄子》《孟子》等含哲学、政论文在内的文章；二是以记叙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如《左传》《国语》等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文章。”可知，运

用举例论证，列举《春秋》《老子》《庄子》《孟子》《左传》《国语》等证明先秦散文

的基本文体形态，清晰明确，事实胜于雄辩，有一定的说服力。



结合“章学诚所言‘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说法可能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鲁迅认为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文学主要是诗文已进入到文体的‘自觉时代应属不虚”可知，

为证明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引用论证章学诚、鲁

迅的话准确恰当，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文采，使论点更加有力和吸引人，进一步说明文章

的论点。

结合“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拿西方的文学作比较。西方的文学以戏剧、小说和诗为主，

散文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独立成体，所以不论是长篇论著或是短篇小品，……”可知，文

中为论证文体自觉意识时，作者对中西方散文在文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通过比

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特点。

【小题 5】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结合“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

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可知，以“以羊易牛”的譬喻，寄寓心怀

仁术的道理，含有孟子对齐宣王的肯定和期许，是更好的推行自己“仁政”主张的前提和

基础。

结合“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

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可知，以“为老人折枝”的譬喻，寄

寓能行王道的道理，含有孟子对齐宣王的信任，强调了君王不要畏惧，要真正地去为老百

姓做事。

结合“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

后必有灾。”可知，以“缘木求鱼”的譬喻，寄寓应行王道的道理，要实行“仁政”，而

不是做得与之相反，含有孟子对齐宣王的劝诫。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意外



铁凝



①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也很少有人出去照相。公社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

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不免热闹几天。

②山杏的哥哥来了封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

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

③接到哥哥的信，山杏整天催爹妈去县城照相。现在，摘完了核桃，又摘完了柿子，爹

对山杏说：“明天咱们就上路。”

④山杏一晚上也没睡好。睁开眼看看，妈正弯着腰烙饼；又睁开眼看看，妈还弯着腰烙

饼；再睁开眼看看，一摞白面饼高高地堆在桌上。她想，这不就是过年吗?过年家里也没烙

过这么多白面饼。

⑤天不亮，山杏就穿上过年时的新罩衣，又叫妈给她拿出哥哥寄来的新塑料凉鞋。妈说：

“咱不，照相可不能露脚趾头。不如穿我做的扎花鞋。”山杏打整着自己．妈也打整着自己。

山杏还从墙上摘下那块落满灰尘的小镜子，前前后后让妈照。直到爹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

妈才挎起了沉甸甸的篮子。

⑥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

天才来到县城。山杏一心想着妈在路上嘱咐过她的话：“听人说，照相馆的灯比太阳还亮，

到那时候再亮也不能眨眼，一眨眼就照成瞎子了。”

⑦进了照相馆，一个烫着卷发的姑娘把他们领进一间黑屋。哗的一下，一屋子灯都亮了

——有高楼，有大厦，有鲜花，有木马……山杏的眼都不够用了。忽然间她被人拉住胳膊塞

在了爹妈中间，原来照相就要开始了。烫发姑娘躲在一只木匣子后面顶起块黑布，左比划，

右比划，这使山杏又想起妈在路上嘱咐过她的话。她扭头看看妈，妈已瞪起了眼睛顾不得看

她；她又扭头看看爹，爹也正大睁着眼睛向前看。山杏转回头，也赶紧把眼睛瞪得圆圆的。

木匣子里“咔嚓”了一声，一屋子灯也跟着灭了。他们又摸黑走出屋子。

⑧半个月后，山杏爹从大队部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赶紧抢着撕开口，里面

果然有张照片。谁知，上面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也没有睁大了眼的爹妈。照片上就一个

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姑娘：额前的卷发像云彩，弯弯的眼睛像月牙儿，比照相馆那

个卷头发的还好看。山杏和爹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⑨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

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嫂子。

⑩山杏知道撒谎不好，但又觉得，不管怎么说，从此，她家也可以和那些有照片的人家

比美了。

文本二



①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我对短篇小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短篇小说锻炼

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和用笔的节制，短篇小说使我的精神沉着，也留给我的心灵更多的畅想

余地。我从不认为写作短篇是营造长篇的过渡和准备。我甚至老是妄想以我的实践来证明短

篇小说的独立价值。即使在时代的物欲和功利色彩愈加鲜明的关头，即使在短篇小说常常作

为陪衬和偿还“感情文债”的今天，我仍然愿意“奋不顾身”地以短篇小说的方式磨砺自己

的心灵和笔。短篇小说有点像体操项目中的吊环和平衡木，吊环和平衡木给运动员提供的条

件较之其他项目更为苛刻，但那些不凡的健将却能在极为有限的场地翻跃、腾飞，创造出观

众意想不到的潇洒和美。短篇小说是一种挑战，它就像吊环和平衡木对于运动员那样，不给

你犯错误的机会，也让你没有改正错误的可能。因此短篇小说也是一种诱惑。我甚至不断以

一位美国作家的话给短篇小说助威，他说他终生喜欢短篇小说，因为“人生本不是一部长篇，

而是一连串的短篇”。我亦在一些文字里表述过我对于短篇小说的看重，我说：“我看重的

是好的短篇给予人的那种猝不及防之感：在滞缓、恒久的巨大背景前后，正是不同的人在上

演着同一剧目的不同片段，走马灯似的。好的短篇正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段弄得叫人无言以

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一气呵成的人生，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

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段。或许再精彩的小说，你读过之后愣愣神儿，也会说一句：不过

如此。”

②的确不过如此，人生本来如此。重要的在于你毕竟被那猝不及防的精彩迷惑过，不过

如此的人生，是不可以没有片刻的迷惑，片刻的忘情的，甚至于片刻的受骗。

③当我写作长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命运”；当我写作中篇小说时，我经

常想到的两个字是“故事”；当我写作短篇小说时，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景象”。

④我并不想强迫读者一定接受我以短篇的形式表述出的那些人生景象，我只愿意琢磨，

我该以何样的本领把我心中的一万种景象呈现给我的读者。

（选自铁凝《我看短篇小说》）

【小题 1】 下列对文本一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第②段插叙哥哥最想念山杏的原因，同时又为后文山杏惦记着照相的情节做了铺垫。

 

B. 作者写山杏看母亲“烙饼”的镜头，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写山杏因兴奋而辗转反侧、睡

不踏实的状态，体现了山杏一家对照相的重视。
 

C. “哗的一下，一屋子灯都亮了——”第⑦段这个句子中的破折号作用是引出下文的“高

楼、大厦、山花、木马……”
 



D. 小说描写普通的人和平常的事，从中反映了乡村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对富裕生活的追求，

以及渴望改变落后生存现状的决心。

【小题 2】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文本二中，铁凝解释自己偏执的喜爱短篇小说，是因为它“锻炼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

和用笔的节制”，她觉得短篇小说是具有独立价值的。
 

B. 人生无法一气呵成，山杏等人物的人生片段，带给读者片刻的迷惑、忘情，正是人生中

的经典片段成就了短篇小说的精彩。
 

C. “再精彩的小说，你读过之后愣愣神儿，也会说一句：不过如此。”意在突出长篇小说

并不比短篇小说更精彩，读来不过尔尔。
 

D. 铁凝的“景象说”见解独到，她认为短篇小说是对纷繁复杂的人生景象的呈现，通过个

性化的表达构建含蓄蕴藉的艺术世界。

【小题 3】 请从描写角度赏析文中两处画横线的句子。

（1）山杏还从墙上摘下那块落满灰尘的小镜子，前前后后让妈照。直到爹在门口等得不耐

烦了，妈才挎起了沉甸甸的篮子。

（2）山杏和爹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小题 4】 在文本二中，铁凝将短篇小说比作“体操项目中的吊环和平衡木”，认为它们

能“创造出观众意想不到的潇洒和美”，请谈谈《意外》在情节处理上是如何体现这种“意

想不到”的特点的？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

[知识点]

中国现当代小说 ， 铁凝

[答案]

【小题 1】 D

【小题 2】 C



【小题 3】 （1）细节描写，小镜子“落满灰尘”，足见山杏家的生活尚处在为物质而奔

忙的生存状态；“沉甸甸”呼应前文妈妈烙饼的情节，给“五百里”的路程增加了生命力

与体验感。（2）动作描写，照应前文，“果然”印证照相后必然得到照片，暗中扣题；

“谁知”出乎意料的收到一张陌生微笑女子的照片，面对此景，他们只是互相看着，五味

杂陈让“谁也说不出话来”。

【小题 4】 （1）情节：①一家人为了进城照相，精心准备，跋山涉水，出乎意料的是照

相馆粗心大意，竟然寄错了照片，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②山杏一家居然把一个陌生人的照

片挂在了墙上，表现了他们的质朴与无奈；③面对参观者的询问，山杏将错就错，谎称照

片上的姑娘是自己未来的嫂子，化解了尴尬。（2）好处：情节突转，打破了读者的心理

预期，留下了更多想象回味的空间。深化了主题，表现了山村人对美和新生活的追求。

[解析]

【小题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D.“渴望改变落后生存现状的决心。”理解有误，文中并没有表现出渴望改变落后生存现

状的决心，反映出的向往之情也更多的是对现代生活的向往。

故选 D。

【小题 2】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艺术特色的鉴赏能力。

C.“意在”句不对。“不过如此”，并不是想突出长篇小说不比短篇小说精彩，而是借此

明确，无论哪种精彩的小说，实质上都是“片段”的精彩，都会产生“片刻的迷惑”“甚

至片刻的受骗”的效果。

故选 C。

【小题 3】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重点句子的能力。



鉴赏时先明确艺术手法，再写出所写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

“照”时前前后后地全方位的照，小镜子“落满灰尘”，足见山杏家的生活尚处在为物质

而奔忙的生存状态；“沉甸甸”呼应前文妈妈烙饼的情节，由此情节“妈正弯着腰烙饼；

又睁开眼看看，妈还弯着腰烙饼；再睁开眼看看，一摞白面饼高高地堆在桌上”可知，去

县城的路程很远，去照相很不容易，此句运用细节描写，可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鲜明的

个性和心情也增加了生命力与体验感。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运用动作描写，可以让读者更加生动地感受到故事情节和人物关

系，从而更容易被故事所吸引。照应前文“谁知，上面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也没有睁

大了眼的爹妈”，出乎意料的收到一张陌生微笑女子的照片，面对此景，他们只是互相看

着，五味杂陈让“谁也说不出话来”，人物的动作自然，增加了画面感和可读性。

【小题 4】

本题考查学生主要表现手法和审美价值的的能力。

由题干可知，要分两方面作答，一是情节处理上，二是艺术效果上。

（1）结合“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

饼，……”“山杏赶紧抢着撕开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谁知，上面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

杏，也没有睁大了眼的爹妈。……”可知，一家人为了进城照相，精心准备，跋山涉水，

好不容易才进城照了照片，出乎意料的是照相馆粗心大意，竟然寄错了照片，给他们寄来

了一个甜美的女子的照片，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心情上形成了落差；

结合“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

可知，山杏一家没有扔掉，居然把一个陌生人的照片挂在了墙上，表现了他们的质朴与无

奈，体现了一种人性美；

结合“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嫂子”可知，面对

这种尴尬的事情，父母没法回答询问者，山杏将错就错，谎称照片上的姑娘是自己未来的

嫂子，化解了尴尬，使文章内容自然顺畅，合情合理。



（2）好处：“意想不到”处会打破读者的心理预期，多次的突转不仅使情节跌宕起伏，

吸引读者阅读兴趣，而且耐人寻味；而爹妈不远几百里、辗转波折去照相，哪怕照片不对，

但还是将其挂上，情节突转，深化了主题，表现了山村人对美和新生活的追求。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晋文公问于狐偃曰：“寡人肥甘周于堂，卮酒豆肉集于宫，壶酒不清，生肉不布，杀一

牛遍于国中，一岁之功尽以衣士卒，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

关市之征而缓刑罚，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

寡人亲使郎中视事，有罪者赦之，贫穷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

此皆所以慎产也；而战之者，杀之也。民之从公也，为慎产也，公因而迎杀之，失所以为从

公矣。”曰：“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令无得不战。”公曰：“无得不战奈

何?”狐子对曰：“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公曰：“刑罚之极安至?”对曰：“不辟亲贵，

法行所爱。”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陆，期以日中为期，后期者行军法焉。于是

公有所爱者曰颠颉，后期，吏请其罪，文公陨涕而忧。吏曰：“请用事焉。”遂斩颠颉之脊

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后百姓皆惧曰：“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

况于我则何有矣。”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取五鹿；

攻陽胜虢；伐曹；南围郑，反之陴；罢宋围。还与荆人战城濮，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

遂成衡雍之义：一举而八有功。所以然者，无他故异物，从狐偃之谋，假颠颉之脊也。

（节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材料二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

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

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

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

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

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

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

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慎大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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