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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諼客孟嘗君 

壹、時代背景 

  春秋戰國時代，可說是中國史上變動最激劇的時期。政治方面是由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

家，變成幾個中央政權統一的新軍國。社會方面則自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變

成後代農工商兵的自由業。而更重要的，則是民間自由學術的興起。特別是戰國時代，更具

有以下幾點特質： 
 
1.城市的興起 

    戰國以前，中國城市的規模不大，所謂“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
到了戰國時期，人口的自由流動使得大量平民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而活絡了商業和手工業，

於是湧現了一批大城市。當時，“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像齊國都城臨淄，城內居民達
七萬戶，“車輯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多華之狀，可想而知。臨淄
稷門附近的「稷下」地區，聚集了幾千名遊士講學論辯，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 
 
2.學術的解放 
  由孔子平民教育開其端，民間產生許多不同學說主張與流派，劉歆七略便載有九流十家，
即：儒、道、墨、法、農、名、雜、陰陽、縱橫，以及不入流的小說家。 
 
3.重商重利 

  城市文明的重要特徵，便是商業發達。當時許多人紛紛棄農務商，於是有這樣的民諺：「天
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正因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例如秦國的權臣呂不韋原是個投機商，他靠“販賤賣貴”而“家累千金”，後
來更把商業上「奇貨可居」的投機方法運用到政治上，因為做買賣僅盈利“百倍”，而“建國立
君”可以盈利“無數”、“澤可以遺世”。他把賭注下在秦“質子”公子異人身上，後來異人登位，
呂不韋也就一舉而為秦國權臣。 
    另一個例子是說士蘇秦。他早年出遊數載，困亟而歸，卻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於是引
錐刺股日以繼夜研讀《大公陰行》之謀。後終於封相拜爵，衣錦還鄉，「父母郊迎，妻側目而

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自跪而謝。」前踞後恭的態度，令蘇秦不由感歎說：「貧窮則父

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在可忽乎哉！」由此可見當時社會風氣

之一斑。 
 
4.策士盛行 
    戰國時代「養士」是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
不以收養門客為榮。從戰國初期的趙襄子、魏文侯及以後的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
秦相呂不韋、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

望其項背的。《孔叢子居衛》篇記載了孔子之孫孔伋的一段話：「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

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深刻地道出了戰國養士之風經久不衰的

原由。通過養士，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

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人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形成了「士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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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局面。 
 

貳、作者介紹--《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本彙編而成的歷史著作，內容包含戰國時代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
成書時間當在秦統一後。原來的書名不確定，經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總

共三十三篇，按國別記述，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

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以策士的遊說活動

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狀。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

的單篇。 
 
一、《戰國策》的史學價值： 

    《戰國策》在本質上是一部史書，但卻與《左傳》、《國語》等有很大不同。有許多記載，
似乎不可盡信，。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寫唐雎在秦廷中挺劍脅逼秦王嬴政，
與其說是歷史，還不如說是故事。 
 
    另一方面，由於策士以一種比較自由、可以擇君而輔之的身份，在當時的政治與外交中
有相當重要的作用，而《戰國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書中對士的個人尊嚴和個人作

用，給予極大肯定。如＜齊策＞中記顏斶見齊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

還滔滔不絕地論證了國無士則必亡，故「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又如＜秦策＞中讚揚

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卻使得「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于蘇秦之策」。這當然是誇大的，但也顯示了策士們的自信。 
 
    《戰國策》還熱情謳歌了多位義俠之士的豪情壯舉。 
    總而言之，《戰國策》既體現了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也體現出戰國游士、俠士這一類特
殊人物的思想特徵，不完全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說話。由於《戰國策》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

的束縛，又不完全拘泥於歷史的真實（當然從歷史學的眼光看這是缺陷），所以就顯得比以前

的歷史著作活潑而富生氣。而其中所收遊說之士的縱橫之論，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貌和各國

政治、經濟、外交的重大活動，保存了寶貴的史料。 
 
二、《戰國策》的文學價值： 

(一)富於文采： 

《戰國策》語言明快流暢，縱恣多變，委曲盡情。無論敍事還是說理，常使用鋪排和誇張的

手法，絢麗多姿的辭藻，呈現酣暢淋漓的氣勢。語言不僅是用來說明事實和道理，也是直接

作用於感情以打動人的手段。如《蘇秦始將連橫》、《莊辛說楚襄王》等篇，都是顯著的例子。 
 
(二)人物的性格、行為，描繪具體生動： 

如《齊策》寫馮諼，一開始，描繪他三次彈鋏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質待遇的奇特行為，初

步刻畫了他的不同凡響而又故弄玄虛的性格。接著，展開了“馮諼署記”、“矯命焚卷”、“市義
復命”、“復謀相位”、“請立宗廟”等一系列波瀾起伏的情節，將這位有膽識、有策略、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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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恃才自傲、多辭善辯的“奇士”風采，表現得淋漓盡致。 
 
著名的荊軻刺秦王一篇，尤其是易水送別這一節，更是精彩紛呈，激動人心：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髪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這段描寫力極強。司馬遷作《史記‧刺客列傳》，有關荊軻部分，就大量抄錄《戰國策》的原

文。「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傳聞天下。  
 
(三)豐富的寓言故事： 

《戰國策》中的寓言，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又淺顯易懂，實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詳
後)。《戰國策》在語言藝術的成就，在文學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秦漢的政論散文、漢
代的辭賦，都受到《戰國策》辭采華麗、鋪排誇張的風格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描繪人

物形象，也是在《戰國策》的基礎上更為向前發展。 
 
三、《戰國策》的思想傾向 

    《戰國策》的思想觀念，脫離傳統儒家文學之教化觀，大多偏向反映戰國縱橫家之風格，
與《左傳》等史書頗有不同。這顯然與時代背景及政治社會上的需求有關。在以勢相爭，以

智謀相奪之下，那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策士，也不得不逞權謀詭詐、雄辯之才，換取功名

利祿（布衣可為卿相），《戰國策》的描寫比虛假的說教更富於真實性。 
 
  歷代學者基於儒家傳統，卻對此書頗多抨擊，有稱之為「離經叛道」之書；有稱其邪說

之害正，宜放而絕之；即如最早為之集錄編書的劉向也頗有微詞，稱其「不可臨教化」，但亦

肯定其「亦可喜，亦可觀」，大概古代學者多否定書中之思想觀念，但卻也不得不肯定其在文

學創作及語言藝術上之成就。 
 
※曾鞏‧戰國策目錄序（節選）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

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

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

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綜合整理： 

1. 作者：(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 

2. 內容：記載戰國策士遊說諸侯之事。 

3. 體例：依國語之例，按戰國國別及時間順序分類編排，為（         ）史書。 

4. 記載年代：記春秋之後至楚漢之起（即戰國），共 245年之事。 

5. 別稱：國策、國事、事語、長書、修書、短長等。 

² (  國事）：因所載之事皆有關於國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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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  短長）：因六國之時，重短長之術，蘇秦、張儀之謀，趨彼為短，歸此為長。 

² (  事語）：猶言故事及語錄。 

² (  修書）：指其為經過整理，以求其盡善之書。 

² (  長書）：古人著書於竹策，策有長短，長者為長書。 

6. 定名：西漢‧劉向定名為戰國策。 

7. 校定：傳至北宋，僅存 11篇，經（      ）校定，使得 33篇復完。 

8. 注疏：東漢‧高誘注。 

9. 風格特色： 

² 長於敘事，刻劃人物性格鮮明生動，並善用寓言故事及比喻，具有極高文學成就。 

² 文章脫離傳統儒家教化觀，偏向戰國縱橫家風格，敘事狀物鋪張揚厲、說理論事
犀利明快、陳述利害危言聳聽。 

10. 其他：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左傳及戰國策的說法。 

 

參、課文深究 
一、比較馮諼和孟嘗君的言行及人格特質： 
人物 人格特質 言語、行事(原文) 

馮諼 1. 

2. 

3. 

4. 

5. 

 

 

 

 

孟嘗君 1. 

2. 

3. 

 

 

 

 

二、戰國策與史記中有關「馮諼客孟嘗君」的比較： 

   戰國策  史記  

1. 馮諼歌「無以家為」，孟嘗君便給其家用。 馮諼歌「無以家為」，孟嘗君不悅。 

2. 孟嘗君請人去收租稅，並無說明原因。 孟嘗君去收租稅，因「邑入不足以奉客」。 

3. 馮諼自薦收租稅。 傳舍長薦馮諼。 

4. 
辭行之前，有「以何市而反？」「是吾家所

寡有者。」一段對話。 
無 

5. 到薛後，起矯命，以責賜諸民。 到薛後，得息錢十萬，買酒買肉，大吃大喝。 

6. 馮諼自動驅車返齊。 孟嘗君聽說馮諼燒券契，召馮諼返齊。 

7. 馮諼提出「市義」的說法。 
馮諼提出「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 

8. 孟嘗君不悅。 孟嘗君拊手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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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齊湣王廢孟，因「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齊湣王廢孟，因「惑於秦、楚之毀」。 

10. 無 有「諸客見孟嘗君被廢，皆去」一段。 

11. 孟歸薛，有「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一段。 無 

12. 孟嘗君使馮諼遊齊。 孟嘗君使馮諼遊秦。 

13. 無 

孟嘗君復位後，有「客見文一廢，皆背文而

去」之嘆。並有「客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

而大辱之」之憤。 

14. 馮諼誡孟嘗君，立宗廟於薛。 無 

15. 無 
孟嘗君和馮諼表現對門客的憤怒，曰：「富

貴多士，貧賤寡友。」 

16. 
有「孟嘗君為齊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馮諼

計也」一段。 
無 

17. 無 孟嘗君聽馮諼之計，待客如故。 

 

肆、戰國四公子 

一、孟嘗君 

孟嘗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嬰封靖郭君，是齊威王的么兒，也是齊宣王同父異母弟。

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當權，宣王七年，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即位，並封田嬰於薛。田嬰有

子 40餘人，孟嘗君為賤妾於五月五日生（古相傳五月五日生之子不吉利）。嬰告訴孟嘗君之
母：「勿養活他。」但其母卻不忍如此，私下撫育他。及長，被田嬰發現，嬰盛怒並質問田文，

文反詰其父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

耳，誰能至者？」父曰：「子休矣。」後田嬰卒，諡為靖郭君。而田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為了增強政治實力，孟嘗君大力招徠各諸侯國的賓客和逃亡的人，對他們極為禮遇，不

論貴賤，總親切相待。與賓客談話，總詳細地詢問其親屬的住處，並有侍史在屏風後做紀錄，

賓客離去，孟嘗君馬上派人去問候其親屬，所以天下的士翕然從之，門下之士達數千人。 
 
  齊閩王二年（西元前二九九年），孟嘗君奉派出使秦國，因故被秦昭王囚禁起來，且有被

殺之虞，所以孟嘗君聽從門下之客的建議，求救於秦昭王的寵姬，寵姬提出要以白狐裘為交

換的代價，但孟嘗君唯一的一件白狐裘已經送給秦昭王了，幸賴門下一名善盜的食客為之將

白狐裘盜出，秦王的寵妾果然說服秦王釋放孟嘗君。孟嘗君立即出奔，一行人來到關口，城

門緊閉，依規定雞鳴時才可開城門，孟嘗君擔心秦王後悔，一位門下之客就學雞鳴引起四周

雞群放聲啼叫，關門因此打開，孟嘗君得以順利出秦返齊。 
 
  孟嘗君在齊國為相多年，任用賢能，努力治理，一再擊秦伐燕，聲名大振，因此有人散

佈謠言說：「齊人只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並言其有意自立為王；孟嘗君知道齊王懷疑

自己，便逃回薛地，後又帶賓客至魏。後孟嘗君逝，歸葬於薛。孟嘗君去世後，諸子互相爭

位，結果齊、魏聯合滅薛，因此孟嘗君沒有子嗣，其門下客多歸附呂不韋。 
※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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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

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二、平原君 

  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之弟。在趙惠文王和孝成王時三任國相。在兄弟中，平原君最為

賢能，他禮賢下士，賓客達數千人。 
    平原君的住家和民居相連。有一次，平原君的美人在樓上看見鄰居家的跛子拖著蹣跚的
步伐去打水而大笑。第二天，跛子來見平原君，要求懲處這個美人，平原君雖答應卻未依其

言而行。一年後，門下之客有一半多不辭而別，平原君不解，一個門客告訴他：「因為主君不

殺笑跛子的美人，大家認為主君賤士愛色，所以離去。」平原君知美人易找而賢士難求，便

殺美人，提其頭親自登門向跛子謝罪，離去的門士聞之又陸續回來了。 
 
    秦軍圍攻邯鄲時，趙王曾派平原君去求援，當時擬推楚國為盟主，訂立合縱盟約聯兵抗
秦。平原君約定跟門下有勇有謀文武兼備之食客二十人同往楚國，挑選食客時，只選得十九

人，還差一人，這時門下食客中有人名毛遂者，逕自向平原君自我推薦，願一同前往。平原

君起初以毛遂進門三年竟未有絲毫表現，懷疑毛遂的能力，毛遂便說：「我就算是今天請求放

在口袋裡的錐子，假使我早就被放在口袋裡，是會整個錐鋒都脫露出來的，不只是露出一點

鋒尖就罷了。」 平原君遂同意讓毛遂一同前往。那十九人則互使眼色，暗自嘲笑。等毛遂至
楚國，議論天下局勢，令眾人個個佩服，都責怪自己事先怎沒注意過他。平原君與楚王談判

訂立合縱盟約的事，再三陳述利害關係，從早晨至中午，一直未果。眾人鼓動毛遂說：「先生

登堂。」於是毛遂緊握劍柄登上殿堂，楚王先是看輕毛遂身微而叱之，毛遂便嚴正地指責楚

王，楚王甚感慚愧，當眾發誓確定合縱盟約。平原君回到趙國後，立即把毛遂尊為上等賓客。 
 
三、信陵君 

  信陵君魏無忌，魏昭王的小兒子，魏安僖王同父異母之弟。因其封邑為信陵，故稱信陵

君。信陵君為人特別仁愛，而且禮賢下士，士人不論貴賤，其皆謙虛地以禮相待，從來不敢

因為自己貴為公子而稍有驕色。所以四方之士都來投奔他，食客達三千人。魏都大梁夷門監

者侯嬴是一個七十歲的隱士，家裡很窮。信陵君帶了貴重禮品送他，侯嬴不受。信陵君因此

大擺筵席，賓客坐定之後，信陵君方駕車親迎侯嬴。行車不久，侯嬴要求要順道去拜訪朋友

朱亥。信陵君駕車入市，侯嬴故意耽誤了好一段時間，信陵君臉色不變，耐性地等著，至此

信陵君好客敬客之名，更廣為流傳了。 
 
  魏安僖王二十年（西元前二五七年），秦君包圍趙都邯鄲。趙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姊

姊，故平原君請魏出兵救趙。魏安僖王出兵後，因受秦國威脅，故駐軍於鄴，觀望戰局。信

陵君一心救趙，卻無兵權，於是侯嬴獻計，讓魏王寵姬為之竊得兵符，信陵君方得指派軍隊，

打敗了秦君，解除趙的危機。但竊兵符之事，使魏王十分憤怒，信陵君害怕被誅，於是讓將

領帶兵回魏，自己卻留在趙國長達十年。後來秦攻魏，信陵君納毛公、薛公之言回魏相救。

回到魏國的信陵君被授與上將軍的印綬。諸侯們聽到信陵君回國的消息，都派了軍隊前來援

救。信陵君率魏、楚、燕、韓、趙五國大軍，大敗秦軍於河外。信陵君威震天下，秦便故意

散佈謠言說信陵君欲自立為王，魏王因此解信陵君之將印。信陵君因此鬱鬱不樂，便稱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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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朝，與賓客終日飲酒作樂，四年後，便因飲酒過度而亡。 
 
四、春申君 

  春申君黃歇，楚國賢士，在戰國四公子中，他執政時間最長。與其他三公子不同的是，

他並非王室公子，而是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榮登相位，受封為君。 
  春申君曾遊學各地，以博文善辯著稱。他曾說服秦昭王和楚約為盟國，並幫助在秦為質

的楚太子完平安潛逃回國繼位，這就是楚考烈王。楚考烈王繼位後，以黃歇為國相，封之為

春申君。春申君勵精圖治，決心重振楚國雄風。他效法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三位公子，

大力招徠賓客，給賓客優渥的生活待遇，使他們為春申君竭誠盡力，為他出謀策劃，地方因

此得到良好的治理。 
 
  楚考烈王沒有嫡子。趙人李園得知此事，帶妹妹前來投靠春申君，然後找機會使其妹得

幸於春申君；後其妹有孕，李園讓其妹勸春申君隱瞞其懷孕之事，將之進獻楚王，將來其子

可繼位為楚王，則春申君地位可保。春申君聽從李氏的意見，將其獻給楚考烈王。後李氏之

子受封為太子，後楚王病危，李園擔心當年的事蹟敗露，影響自身及太子之地位，於是撲殺

春申君，並滅其全家。 

 

伍、《戰國策》寓言選(成語典故) 

1.楚策一(            )：假借他人權勢，欺凌善良的卑劣行為。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

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

屬之昭奚恤； 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2.楚策四(            )：受過驚嚇的人，再遇類似情況就惶恐不安。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

魏加曰： 「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

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

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 。聞弦音，引而高

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3.燕策一(            )：欲求才之殷切。       

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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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已。」

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4.齊策二(            )：比喻多做不必要的事，反而徒勞無功。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個飲之，一個飲之有請畫

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

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

終亡其酒。 

 

5.燕策二(            )：比喻兩者相爭，卻反被第三者得利。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燕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見一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

蚌合而拑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一漁者見之，得而並擒之。』」 
 

6.魏策四(            )：比喻實際行動與想法相反；或雙方想法背道而馳，無法謀合。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

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

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

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戰國策成語整理： 

1.(雞口牛後  )：比喻人寧可在小場面中自主，也不要在大場面受人支配。〈韓策〉 
2.( 亡羊補牢 )：比喻出了差錯，趕緊想辦法補救，以免再受損失。〈楚策四〉 
3. 天崩地坼：喻巨變。〈趙策〉 
4. (引錐刺股 )：形容發憤讀書，不敢懈怠。〈秦策〉 
5. (白虹 )貫日：喻精誠可以感動上天。〈魏策〉 
6. ( 百步穿楊)：形容箭術高明，百發百中。〈西周策〉 
7. 米(珠 )薪(桂 )：形容物價上漲，生活極度困難。〈楚策〉 
8. 刺股懸樑：形容發憤治學、刻苦上進。〈秦策〉 
9. 肩摩踵接：形容人多，非常擁擠。〈齊策〉 
10. 長驅直入：喻軍隊銳不可當，勢如破竹。〈燕策〉 
11. 門庭若市：喻人多，非常熱鬧。〈齊策〉 
12. 冠蓋相望：蓋，車篷。形容賓客或使者絡繹不絕。〈魏策〉 
13. ( 蹠狗吠堯)：原指人各為其主，以其主之是非為是非；今形容人偏袒惡人而嫉斥賢者。〈齊策〉 
14. 鬥雞走狗：喻遊手好閒，不事生產。〈齊策〉 
15. ( 肝腦塗地)：形容死狀極慘；也可比喻盡忠竭力，不惜犧牲生命。（燕策） 
16. ( 抱薪)救火：喻用錯方法，以致禍害加深。（魏策） 
17. 左( 支)右( 絀)：形容顧此失彼，窮於應付的窘境。（西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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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學常識 

一、《左傳》、《國語》與《戰國策》比較 

書名 左  傳 國  語 戰  國  策 

別稱 春秋內傳、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傳 

春秋外傳 國策、國事、事語、長書、

修書、短長等 
作者 相傳為左丘明所作 相傳為左丘明所作 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 
年代 春秋（魯隱公元年~哀公 27

年，凡 12公，共 255年） 
春秋（周穆王 12年~周貞
定王 16年，共 538年） 

戰國（春秋以後~楚漢之
起，凡 245五年） 

內容 以記事為主 
以魯史為中心，旁及同時

代諸國之事 

以記言為主 
分八國記事(周、魯、齊、
晉、鄭、楚、吳、越) 

戰國策士遊說之事(記言) 
分十二國記事(東周、西
周、秦、齊、楚、燕、趙、

魏、韓、宋、衛、中山) 
體例 編年史 國別史之祖 國別史 
特色 注重記史，敘事詳明，描

述生動 
著重勸善 
對話風趣，對人物性格有

細緻的刻畫 

委婉善諷，練達人事，曲

盡人情 
寓言故事 

其他 漢之馬、班，唐之韓、柳，

皆受其沾溉 
為太史公寫史記之重要參

考書 
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其說 

注疏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三國（吳）韋昭注 西漢劉向編定，東漢高誘注 
 

二、史書分類 

                              ┌─通史：  
     ┌─依時間分─┤               
     │                     └─斷代史： 
   史書            ┌─編年體： 
     │                      │  紀傳體： 
     └─依體裁分─┤    國別史： 
                 │  政書：以典章制度為主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 
※配合題(多重選，可重複)  A紀傳體  B編年體  C國別史  D通史  E正史  F紀傳體之祖 

                             G國別史之祖  H春秋內傳  I春秋外傳  J經部  K史部  

1.  2.  3.  4.  5.  6.  7.  

春秋  左傳  公羊傳  榖梁傳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8.  9.  10.  11.  12.  13.  14.  

三國志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新唐書  資治通鑑  元史  台灣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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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類文選讀 

一、觸讋說趙太后 (戰國策) 

    趙太后1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2為質，兵乃出。」太后

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趙太后剛剛執政，秦國就猛烈攻趙。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國說︰「一定要長安君作為人質，

才會出兵。」趙太后不答應，太臣極力勸諫。太后明明白白地對左右的人說︰「誰再說要長

安君做人質的，我就在他的臉上吐口水。」 

 

    左師觸讋言願見3，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4，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5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6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7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稍解。 
※左師觸讋請求太后接見，太后鐵青著臉地請他進來。觸讋進了門，想急急上前，卻又蹣跚

吃力，走得十分慢，到太后面前謝罪說︰「老臣的腳有毛病，不能快走，很久沒被太后接見

了，總是私下原諒自己，可是又擔心太后身體欠安，所以請求接見。」太后說︰「我全靠坐

車子才能行動。」觸讋問︰「每天的飲食應該沒有減少吧？」太后說︰「吃點稀粥罷了。」

觸讋說︰「老臣近來不想吃東西，於是勉強自己散散步，每天走上三、四里，似乎稍微增加

了一些食欲，身體也較舒適了。」太后說︰「我可做不到啊。」太后的臉色稍為緩和。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8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9之數，以衛

王宮。沒死以聞10。」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11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對曰：「老臣竊以為媼12之愛燕后13，賢14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

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15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

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16﹗」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

哉？」太后曰：「然。」     

                                                
1趙太后︰即趙威后，公元前 266年，趙惠文王卒，以其子孝成王年幼，故由威后執政。 
2長安君︰趙太后少子，封為長安君。 
3左師：官名。見︰被接見的意思。讋，ㄓㄜˊ。 
4趨︰快步走。 
5郄︰ㄒㄧˋ，通「隙」，不愜，不舒服。 
6輦：ㄋㄧㄢˇ，古時一種用人力牽挽的車。 
7鬻︰粥的本字。 
8賤息︰指自己的兒子。賤是謙辭。 
9黑衣︰指宮廷衛士。 
10沒死以聞︰冒死把事情告訴你。 
11填溝壑︰死後沒人埋葬，屍體被扔在山溝裡，意指死亡。 
12媼︰ㄠˇ，老年婦人的專稱。 
13燕后︰趙太后的女兒，嫁到燕國，所以稱為燕后。 
14賢︰多於、勝過。 
15踵︰腳後跟。 
16必勿使反︰一定不要讓她回來。古代諸侯之女遠嫁國外，只有被廢或亡國才回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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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讋接著說︰「老臣的兒子舒祺年紀最小，很不成材，而老臣又老了，心裡很疼愛他，希

望太后讓他當上宮廷侍衛，保衛王宮。老臣冒死來向太后稟明。」太后說︰「好吧，他年紀

多大？」觸讋說︰「十五歲了。雖然年紀小，但是總希望在自己死前把他托付給你。」太后

說︰「男子也愛錫自己的小兒子嗎？」觸讋說︰「比女人還厲害。」太后笑著說︰「女人特

別疼愛自己的小兒子﹗」觸讋答︰「我還以為你老人家疼愛燕后多於長安君。」太后說︰「你

錯了﹗我疼愛燕后遠不如長安君。」觸讋說︰「父母疼愛子女，就會替他們考慮長遠的利益。

你老人家送燕后出嫁時，握著她的腳跟，為她哭泣，想著她遠嫁而十分悲傷，那情景夠傷心

了。她出嫁後，你並非不想她，可是每當祭祀時，你必定為她祝福說︰『千萬別讓她回來﹗』

這豈不是為她作長遠打算，希望她有子孫能相繼做王侯嗎？」太后說︰「對呀。」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

有。」曰：「微獨17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18多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奉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19，長安君何以自

托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20君之所使之﹗」

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觸讋又說︰「三世以前，趙王子孫封侯的，他們的後裔還有沒有依然為侯的？」趙太后說︰

「沒有。」觸讋說︰「不僅趙國，其他諸侯國有沒有依然為侯的？」趙太后說︰「我沒有聽

說過。」觸讋說︰「難道國君的子孫一定不好嗎？這是因為他們地位尊貴卻沒有功勛，俸祿

豐厚、擁有寶物眾多，卻對國家沒有貢獻，所以無法保住王侯地位，快者自己會招致殺身之

禍，慢者則禍延子孫。現在你把長安君的地位提得很高，封給他肥沃的土地，給他大量珍寶，

卻不趁著現在的機會讓他為國立功，一旦太后你不在了，長安君憑什麼保持他在趙國的地位？

老臣以為太后為長安君打算得不夠長遠，所以以為你愛他比不上愛燕后。」太后說︰「好吧，

任憑你派遣他。」於是就替長安君準備了一百輛車子，送他到齊國去做人質，齊國於是出兵助趙。 

 

    子義21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

之重，而況人臣乎？」 

※ 子義聽到這件事，說︰「國君的兒子，是國君的親生骨肉，尚且不能憑著沒有功勛的尊位、

沒有貢獻的俸祿，來保住金玉寶器，何況是臣子？」 

 

二、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楚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 (官名，其職為替天子傳達) 操以入。中射之士 (官名，

宮中侍衛官)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

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

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17微獨︰不但、不只。 
18重器︰寶物。亦可解作名譽、權力、地位。 
19山陵崩︰比喻國君死亡，此指太后去世。 
20恣︰任憑。 
21子義︰趙國的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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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孟嘗君傳(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  

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

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附錄一： 《讀〈孟嘗君傳〉》賞析(劉德斌) 

 

    王安石的論說文《讀〈孟嘗君傳〉》，全篇只有四句話、88字。它議論脫俗，結構嚴謹，
用詞簡練，氣勢軒昂，被歷代文論家譽為“文短氣長”的典範。一生立志革新變法的王安石，

十分強調文章要有利於“治教”，要有益於社會進步。他曾說：「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

又說：「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讀〈孟嘗君傳〉》這篇論說文，就是為“有補於

世”而作的。很明顯，抨擊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 自然就會使讀者認識到，不能
像孟嘗君那樣，徒有“好養士”的虛名，而沒有濟世興邦的才能，應該腳踏實地為振興國家

作出具體貢獻。《讀〈孟嘗君傳〉》這篇文章所以能成為“千秋絕調”，為歷代文學愛好者傳

誦、欣賞，就是因為它文極短而氣極長，就是因為在如何看待“孟嘗君能得士”的問題上，

王安石有務出新意、發人深思的脫俗看法。 
 
    孟嘗君，姓田，名文，是戰國時齊國的公子，封于薛（今山東滕縣南）。他與當時趙國的
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都以“好養士”出名，稱為“戰國四公子”。孟嘗

君當時有食客數千，可謂賓客盈門、謀士雲集了。但是，王安石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士”

必須具有經邦濟世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雞鳴狗盜”之徒是根本不配“士”這個高貴稱號

的。孟嘗君如果真能得“士”，也就可以“南面而制秦”，又何必賴“雞鳴狗盜”之力而灰

溜溜地從秦國逃歸齊國呢？被世人贊為“孟嘗君能得士”的例證“雞鳴狗盜”故事，正是孟

嘗君“不能得士”的有力佐證。因此，孟嘗君只不過是一個“雞鳴狗盜之雄耳”。王安石採

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論證手法，一反“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無可辯駁地把孟嘗君

推到“雞鳴狗盜”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真是寥寥數語，曲盡其妙，淡淡幾筆，氣勢

縱橫，細細玩味，有很豐富的政治內容。 
 
    《讀〈孟嘗君傳〉》作為一篇翻案性的論說文，並沒有冗長的引證，長篇的議論，僅用四
句話 88個字，就完成了立論、論證、結論的全過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為一立，開門見山
提出議論的中心問題，即孟嘗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

得士」為一批，陡然一轉，否定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傳統看法，提出了作者對孟嘗君的評

價，即孟嘗君僅僅是個“雞鳴狗盜之雄”，實在批得精巧，批得有力。「不然，擅齊之強，得

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為一駁，駁“孟嘗君能得士”，駁孟嘗

君“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緊扣主旨，用事實駁斥了孟嘗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

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證明，孟嘗君是不能得士的。“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為一斷，斷“士以故歸之”，斷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會跟孟嘗君走的，這一斷，如斬釘截鐵，

鏗鏘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辯。全篇緊緊圍繞“孟嘗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批，

一駁，一斷，一波三折，嚴謹自然，完整統一，強勁峭拔，極有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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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非常反對華而不實的文風，反對過於雕鏤的文辭，主張“意惟期多，字惟求少”。
他給祖擇之書云：「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

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已。」《讀〈孟嘗君傳〉》這一篇論說文，

謀篇佈局嚴謹自然，遣詞造句也極其簡練，文簡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適用為本”的行

文用詞原則。 
 
    孟嘗君自秦國逃歸齊國，《史記‧孟嘗君列傳》有較詳細生動的描述，是歷史上一個情節
曲折令人愛讀的故事。但是，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這篇文章中，沒有引用孟嘗君自秦

逃歸齊國故事中的任何情節，而是抓住最本質的內容，從大家所熟悉的“雞鳴狗盜”成語著

筆，這樣，就省去了許多筆墨。“雞鳴狗盜”這一成語，在文中共用了三次。第一次“特雞

鳴狗盜之雄耳”，是為破“孟嘗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是為破

“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是為破“士以故歸之”

而用。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讀來並不使人感到重複累

贅，反覺抑揚頓挫，琅琅上口，津津有味。可見王安石用詞的精妙真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附錄二：新世紀用人，品格第一 

                         ‧ 台積電董事長 張忠謀：重振傳統美德(天下雜誌 287期專訪) 

當品格操守重新攫取世界企業注意，成為企業發展核心，台灣企業領導人怎樣面對與看待？  

  
    二十世紀末期，從美國開始，全球都飽嚐泡沫經濟的苦果，並且延續至今。其中，人性
的貪婪是最大的後遺症。新世紀的人才必須能夠一肩扛起，迅速挽救，更要從中記取教訓，

避免重蹈覆轍。  
  
    要成為新世紀當中最被需要的人才，可以從兩方面努力。首先，必須體會並願意重振重
要的傳統價值；再來，也要針對新趨勢，培養新的特質與能力，來迎接新挑戰。  
  
    值得新世紀新人才重振的重要傳統價值，包括以下幾項：  
一、正直與誠信。 

    正直與誠信長久以來都是極受推崇的社會價值，但在過去幾十年中已快速流失。不久前
相繼爆發的美國安隆與世界通訊等會計醜聞，就是企業領導人漠視這項特質。不但造成投資

人信心喪失，也使得景氣復甦停頓。  
  
聰明誤事   

    其實，安隆案中公司的高階主管及會計師們，何嘗不是聰明才智之士？但是 Arthur 
Anderson在查出安隆公司的不法情事後卻隱而不彰，反而與安隆公司的高層共謀一手遮天，
最後紙包不住火，東窗事發，終至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愈是具備聰明才智的人，如果缺乏正直、誠信的價值觀，愈是危險人物。這
類機巧之士或許能在一時間為部份人創造獲利假象，但長期著眼，他們永遠是個危險的不定

時炸彈。為了避免類似安隆弊案再次發生，除了重拾誠信與正直的價值觀之外，我建議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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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構及企業都應該針對誠信原則，提出屬於該機構、該企業的具體詮釋，並且敬謹遵守、

持續推行。  
  
    在台積電，堅持正直與誠信的職業道德，是我們企業經營理念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
項。這個理念代表台積電的品格，也是執行業務時的必遵法則。關於此點，我還特別以文字

明確詮釋，以供全公司同仁遵循：  
  
    「我們說真話。我們不誇張、不作秀。對客戶，我們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必定不計
代價，全力以赴。對同業，我們在合法範圍內全力競爭，但絕不惡意中傷。同時，我們也尊

重同業的智慧財產權。對供應商，我們以客觀、清廉、公正的態度進行挑選及合作。在公司

內部，我們絕不容許貪污，不容許派系及小圈圈產生，也不容許『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
的形成。至於我們用人的首要條件是品格及才能，絕不是『關係』。」  
  
二、大我 

    大我是小我的相對，小我英文意即「 I am number one」，也就是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優先。
大我則是在個人利益之上，優先顧及一個大於個人的利益，這個利益可以是團隊、公司或國

家利益。  
  
三、勤奮 

    我們國人的勤奮美德，是造就台灣經濟奇蹟的最重要原因。三、四十年前，美國的有識

之士就鼓吹：「美國如要維持國家競爭力，每週工時一定要提高，不能只有甚或低於四十小時。」

事實上，這些有識之士本身每週的工作絕對不只四十小時，而我自己從開始職場生活迄今，

每週工作平均至少五十小時以上。  
  
    進入新世紀，勤奮美德不但值得保持，而且是一個必須保持的傳統價值。 
   
四、長期耕耘 

    凡是有價值的事，就是值得長期耕耘的事。  
    過去二十年來，社會出現一種暴發戶心態，大家總是想著如何擁有一個好點子、好機運，
用盡手段、權謀，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獲利最大，然後一輩子遊山玩水，不需工作。這種心態

已然將古今中外皆倡導的長期耕耘價值觀捨棄了，如果不予重拾，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十分

不利。（摘自張忠謀演講，吳怡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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