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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四年春，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 蔡溃， 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 “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
“

管仲对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6 五侯九伯，

女实征之， 以夹辅周室。 ＇ 赐我先君履： 东至千海， 西至于河， 南至千穆陵，

北至于无棣。 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

复， 寡人是问。
“

对曰： “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 君

其问诸水滨！
“

师进， 次千胫。

夏， 楚了使屈完如师。 师退， 次千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 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 “岂不谷是为， 先君之好是

继。 与不谷同好， 如何？
”

对曰： “君惠微福千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 寡君之

愿也。
“

齐侯曰： “以此众战， 谁能御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
”

对曰： “君

若以德绥诸侯， 谁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

所用之！
”

屈完与诸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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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鲁僖公四年的春天， 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 蔡国溃败， 接着

又去攻打楚国。

楚成王派使节到齐军对齐桓公说： “您住在北方， 我住在南方， 因此牛马

发情相逐也到不了双方的疆土。 没想到您进入了我们的国土这是什么缘故？
”

管

仲回答说： “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先君大公说： 6 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 你都

有权征讨他们， 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 ＇ 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



东到海边， 西到黄河， 南到穆陵， 北到无隶。 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

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 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 我特来征收贡物；周昭王南巡

没有返回， 我特来查问这件事。
“

楚国使臣回答说： “贡品没有交纳， 是我们

国君的过错， 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巡没有返回， 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

一间吧！
“

千是齐军继续前进， 临时驻扎在胫。

这年夏天， 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中去交涉， 齐军后撤， 临时驻扎在召

陵。

齐桓公让诸侯国的军队摆开阵势， 与屈完同乘一辆战车观看军容。 齐桓公

说： “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

了。 你们也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 怎么样？屈完回答说： “承蒙您惠临敝国并为

我们的国家求福， 忍辱接纳我们国君， 这正是我们国君的心愿。
“

齐桓公说：

“我率领这些诸侯军队作战， 谁能够抵挡他们？我让这些军队攻打城池， 什么样

的城攻不下？
＂

屈完回答说： ｀如果您用仁德来安抚诸侯， 哪个敢不顺服？如果

您用武力的话， 那么楚国就把方城山当作城墙， 把汉水当作护城河， 您的兵马

虽然众多， 恐怕也没有用处！
”

后来， 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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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原文及翻译三国志

原文：

徐晃字公明， 河东杨人也。 为郡吏， 从车骑将军杨奉讨贼有功， 拜骑都

尉。 太袒讨奉千梁， 晃遂归太祖。 太祖授晃兵， 使击卷、原武贼， 破之， 拜裨

将军。

太祖既围邺， 破邯郸， 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 太祖遣晃攻之。 晃

至， 飞矢城中， 为陈成败。 范悔， 晃辄降之。

太祖还邺， 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千阳平。 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

晃别征破之， 贼自投山谷， 多死者。 太祖闻， 甚喜， 假晃节， 令曰： “此阁

道， 汉中之险要咽喉也。 刘备欲断绝外内， 以取汉中， 将军一举， 克夺贼计，

善之善者也。
“

太祖遂自至阳平， 引出汉中诸军。 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 屯



宛。 会汉水暴溢， 千禁等没。 羽围仁千樊， 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晃所将多新

卒， 以难与羽争锋， 遂前至阳陵陂屯 。 太祖复还， 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

令曰： “须兵马集至， 乃俱前。 “贼屯 偃城。 晃到， 诡道作都 堑， 示欲截其

后， 贼烧屯 走。 晃得偃城， 两面连营， 稍前， 去贼围三丈所。 未攻， 太祖前后

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贼围头有屯 ， 又别屯 四冢。 晃扬声当攻围头

屯 ， 而密攻四冢。 羽见四冢欲坏， 自将步骑五千出战， 晃击之， 退走， 遂追陷

与俱入围， 破之， 或自投沔水死。 太祖令曰： “贼围堑鹿角十重， 将军致战全

胜， 遂陷贼围， 多斩首虏。 吾用兵三十余年， 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 未有长驱

径入敌围者也。 ＂晃振旅还摩陂， 太祖迎晃七里， 置酒大会。 太祖举厄酒劝

晃， 且劳之曰： “全樊、襄阳， 将军之功也。
”

文帝即王位， 以晃为右将军， 进封逑乡侯。 及践阵， 进封杨侯。 与夏侯尚

讨刘备千上庸， 破之。 以晃镇阳平， 徙封阳平侯。 明帝即位， 拒吴将诸葛瑾千

襄阳。 增邑二百， 并前三千一 百户。 病笃， 遗令敛以时服。 性俭约畏慎， 将军

常远斥候， 先为不可胜， 然后战， 追奔争利， 士不暇食。 常叹曰： “古人患不

遭明君， 今幸遇之， 当以功自效， 何用私誉为！
”

终不广交援。 太和元年薨， 谥

曰壮侯。

（节选自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译文：

徐晃字公明， 河东杨池人。 早年在郡里作小吏， 因随车骑将军杨奉镇压黄

巾起义有功， 被拜为骑都尉。 太祖在梁地讨伐杨奉， 徐晃就归顺了太祖。

太祖围困邺城后， 攻破了邯郸。 易阳令韩范诈称拿城来降却又拒守城池，

太袒派徐晃前去攻打， 徐晃兵临城下， 给韩范写了封信， 用箭射入城中， 为他

陈明利害， 劝韩范投降。 韩范被说服后改变主张， 徐晃就接受了他的投降。

太祖返回邺， 留下徐晃和夏侯渊在阳平抵御刘备口刘备派遣陈式等十多个

营垒截断了马鸣阁道， 徐晃单独带兵征讨打败了他们， 贼人自己跳入山谷， 摔

死了很多。 太祖听说后， 非常高兴， 授给徐晃符节， 下令说： “这个阁道， 是

汉中的险要通道。 刘备想断绝我军内外联系， 以便夺取汉中， 将军这一 举动成

功地让刘备的奸计失去作用， 真是好极了。 “太祖於是亲自到阳平， 撤出汉中

各军。 太祖又派徐晃协助曹仁征讨关羽， 驻扎在宛县。 关羽将曹仁包围在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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