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烛之武退秦师》

－－知识点小结及素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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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考点：
1、古代文化常识积累与识记。

考查：古代文学常识、官员选拔及任免制度、人物
身份及谦敬称谓、人文风俗礼仪、刑法、历法等。

2、惯用文言实词、虚词在句中意义和使用方法。

考查：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
偏义复词、固定结构等。

3、给没加点文句用斜线断句。

考查：语感、了解能力。

4、文段信息把握。（内容及情感等）
5、翻译句子。（综合考查能力） 2/49



                                         烛之武退秦
                             《左传》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
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fán）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
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
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
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
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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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
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
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
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
舍郑认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
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
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
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
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
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4/49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
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
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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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文化常识
文学常识积累：
1.《左传》：见书下注解
2.“春秋三传”：《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3.史书体例（几个常见史书体例）：
①编年体：“春秋三传”《资治通鉴》
②纪传体：《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等“二十四史”
③国别体：《国语》《战国策》
④通史：《史记》《资治通鉴》      

⑤断代史：《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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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及人物称谓：
1、春秋时期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
2、“大夫”是古代官名。先秦国君之下有卿、大
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以后成为普通
任官职者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
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各朝代称谓及官阶大小有
别。
3、子：古代对男子尊称。如，吾不能早用子，今

急而求子
4、寡人（诸侯谦称，寡德之人）、朕、孤、不毂

——古代诸侯王、君王几个自称
5、执事：办事官员，表示对对方敬称，可译为”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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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无能为也已：　
• ②共其乏困：　　　　　　　　
• ④秦伯说：　　　　　　
• ⑤失其所与，不知：
• ⑤　何厌之有？

1、本文通假字

（二）文言实词、虚词

通“矣”，了。

通“供”，提供。

通“悦”，高兴。

通“智”，明智。
通“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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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晋军函陵　　
   (名词作动词  “驻扎”)  

• ②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缺秦以利晋
  (“使…亡”，动词使动使用方法。 缺，使降低，削减。
利，
形容词使动使用方法，对…有利，使受益。)  

• ③邻之厚，君之薄也　　
• (“厚”“薄”——“增强” “变弱”，形作动词)  

• ④越国以鄙远  

   (鄙：边邑，名词意动使用方法，译为“以……为边邑
”；

   远：形容词用作名词，远地，远方)  

• ⑤朝济而夕设版焉　　
    (“朝”、“夕”——名词活用作状语,在早晨、当晚)  

• ⑥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  

   (“东”——方位名词作状语，在东边。
封，疆界，名词使动使用方法，使…..作为疆界。

2、词类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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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夜縋而出    

(名词作状语  在夜里，当晚)

• ⑧且贰于楚也
(数词作动词  隶属二主)

• ⑨共其乏困      以乱易整

（形容词作名词   乏困—缺乏东西。乱，
作战散乱局面。整，整齐局面。）

• ⑩且君尝为晋君赐矣
（动词作名词     赐—恩惠，好处）
 因人之力而敝之           以乱易整，不武

（形作动词，损害。）（名作动，合武德。10/49



• ①行李之往来  

•          (古义：出使人；今义：出门所带包裹)  

• ②若舍郑认为东道主  

• (认为，古义：把……作为；今义：认为。
• 东道主，古义：东方道路上招待过客主人。今义：
指称接待或宴客主人，或指请客人。现在“东道
主”也能够指某项活动主办国家、城市或单位等。
)  

• ③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       (夫人，古义：那个人；今义：普通人妻子)  

• ④亦去之　　
•          (去，古义：离开；今义：往，到) 

•

3、古今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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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 ①细小，轻微(同现义)  

• ②衰败　　          国势衰微。  

• ③身份、地位卑贱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

• ④精当，精妙。　微言大义(成语：精当语言
包含着深刻道理。)  

• ⑤隐蔽，不显露。见微知著(成语：看到微小
苗头，就知道可能会发生显著改变)  

•⑥（假如）没有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                                微斯人，吾谁与归？

4、一词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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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
1、蜀之鄙有二僧：
2、越国以鄙远：
3、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4、我皆有礼，夫犹鄙我：

边邑，边远地方。

把…作为边邑，意动使用方法。

目光短浅，庸俗。

轻视，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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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１）      以其无礼于晋
（２）     敢以烦执事
（３）     越国以鄙远
（４）     焉用亡郑以陪邻

（５）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因为

拿，用

而，表顺承。

来，用来。表目
标。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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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臣之壮也,尤不如人

•邻之厚，君之薄也

•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唯君图之                                    

•因人之力而敝之 

用于主谓短语间，
取独，不译。

代词，这件事。

助词，。
代词，指秦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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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点实词、虚词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
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
”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
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
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
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认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
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
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
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
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
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
去之。

16/49



• ①以其无礼于晋　　　　
• ②佚之狐言于郑伯曰　　
• ③夫晋，何厌之有？　  

• ④是寡人之过也。
• 晋军函陵    

（三）文言特殊句式

状语后置句
或介宾短语后置句

宾语前置句

判断句

省略句，介宾短语后置句

17/49



•

【适用话题】 
　　选择、爱国、匹夫有责、口才与成功、
艺高人胆大、发觉人才、隐忍、宽容、知
错能改、小我与大我、个人与集体、关键
时刻彰显个人品质、站在他人角度才能说
服他人、迂回比正面进攻效果好、双赢、
机遇与准备……

（四）《烛之武退秦师》写作素材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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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就能够多角度切入： 

• ①烛子武年轻时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但被埋没几
十年而黯然失色。到了晚年，国难当头，才被委于
重担，出使秦国，挽救了国家危难。

• ②假如没有佚之孤对烛之武充分了解和极力举荐，
烛之武纵有多大才华也没有施展机会。

• ③烛之武年轻时未被重用，难免产生委屈和不满，
但国难当头，他不计个人恩怨，毅然出使秦国。

• ④面对烛之武怨言，郑伯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而
是深深自责，连说“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过也”。

金子总会发光。 

千里马需要伯乐发觉和扶植。 

顾全大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责已恕人，宽容待人 。 19/49



•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太平时期，郑伯未能早用烛之武，兵临城下
危难之际才想到他，难怪烛之武有怨言。不过面
对国家危难，烛之武还是很快接收了郑伯委命，
“夜缒而出”，并取得成功。不计个人恩怨，不
顾个人安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烛之武爱国精
神值得赞扬。

【适用话题】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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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永不言弃人生

         烛之武怀才不遇，但他时刻关注天下形势，思
索安定天下救助苍生路径。他对晋国历史和晋君
为人十分清楚，对秦伯心理和秦晋之间恩怨一目
了然，表明他是一位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不
公，也决不放弃，到了紧要关头，你就有用武之
地。

【适用话题】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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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语言艺术魅力

          烛之武会见秦伯，先言郑国必亡无疑，再言
亡郑有利于晋而无益于秦，最终揭露晋之野心，
分化秦晋联盟。烛之武一席话说得秦伯心悦诚服，
主动与郑人结盟。不费一兵一卒，仅凭三寸不烂
之舌，破秦晋联军，足见语言之魅力。

【适用话题】多维解读

22/49



•

 4.个人巨大作用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
国，美国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
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国，
不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
一个人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烛之武
退秦师便是一个例证。

【适用话题】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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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郑伯欲使烛之武，烛之武有怨言，郑伯首先自我
检讨，进而再言亡郑之利害，成功地说服了烛之
武。烛之武使秦，也并不直接指责秦国以强凌弱
之举，而是替对方着想，晓以利害，秦伯心服。
古人言，欲取之而先予之。郑伯和烛之武成功，
都是辩证法成功。

【适用话题】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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