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



 《侍坐》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周王室衰微，诸侯
国之间相互征伐，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春秋战国
时代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阶段。在这
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宗法等级制度及
其礼仪规范陷入了严重危机，出现了所谓 的"礼崩乐坏"

的状态。



第一段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末期鲁国

（今山东曲阜）人。他是春秋时思想家、教

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曾长期聚徒讲

学，在教育上，提倡“有教无类”，注重“

因材施教” 。传说有弟子七十二人，身通

六艺者三千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政

治上主张“礼治”，鼓励人们“入仕”，即

“出来做事”。孔子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

奉为至圣先师。 

孔子介绍



曾皙：曾晳，又称曾点，字子晳，春秋末
年鲁国南武城人。他是宗圣曾参之父，孔
子早期弟子，笃信孔子学说。
曾参：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
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
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汲师从参公，又
传授给孟子。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
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
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
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
社会的，丰富的思想道德营养。曾参是孔
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
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
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
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
圣人。



冉求（前522-前489），春秋末鲁国

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

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

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

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

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

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

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

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

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性格

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

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

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

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

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

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

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

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公西赤，字子华，鲁国人。小孔子

四十二岁。束带立朝，娴宾主之仪。

曾言其志说："宗庙之事，如会同，

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认为他

很谦虚。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尔，

则何以哉？”

1.以：介词，因为。
2.乎：相当于“于”，介词，放
在形容词之后，可译为“比”。
3.尔：你们。以：动词，认为。
4.居：在平时、闲居，指平时在
家的时候。
5.则：作“辄”解，常常，总是，
就。
6.知：了解，知道。    

7.如：连词，假如，如果。
8.或：代词，在这里指人。以：
用，做。何以：以何，如何。

毋吾以也：否定句中的宾语前置句，即“毋以吾也”。
吾知也：否定句中的宾语前置句，即“不知吾也”。
则何以哉：疑问句中的宾语前置句，即“则以何哉”。



文章主要围绕哪个主题讨论？全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主题：志向。

第一部分（1）：孔子问志。
第二部分（2-12）：弟子述志。
第三部分（13-16）：孔子评志。

文本研读



第一部分：孔子问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

则何以哉？”

乎：于，比。

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
长一些的，就不敢在我面前说话了。你们经常说：'人家不了解我呀！'假如
有人了解你们，（请你们从政），那么你们采用什么措施呢？"

闲居，平时 如，连词，表假设。
或，不定代词，有人。
知，了解。

宾语前置

不要

因为，介词。

以：用，做

状语后置

宾语前置

以：同“已”，止。



第二部分：弟子述志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

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子路急忙回答道：“（一个拥有）千辆战车的中等国家，夹处在几个大国之间，

别国把战争强加给它，上天又在兵灾之后降给它饥荒之灾，如果让我来治理这个国

家，等到过了三年，可以使人民个个都有勇气，并且知道做人的道理。”

孔夫子微微地笑了。（又问）：“求，你怎么样？”

轻率急忙 夹 指军队

bì等到 正道，指是非准则笑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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