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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晋文。之事章》的论辩艺术

崔 炳 扬

本文选自 《孟子 ·梁惠王》上篇。孟子

姓孟名轲,是孔子以后儒家学派 的 代 表 人

物。在战国中期,他以散文家、语言家和雄

辩家著称于世。他遗留下来的七篇散文 ,具有

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就艺术性而

言 ,最突出的又是论辩艺术。所谓论辩艺术 ,

就是语言的逻辑艺术。孟子那高超的论辩艺

术,是在不断驳诘危害儒道的异己学派和游

说列国诸侯舍霸图王的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

的。

据 《孟子》一书记载,孟子在游说诸侯
“行王道,施仁政”的活功中,曾经和齐宣

王展开过多次辩论。本文就生动地记述了孟

子说服齐宜王施行推恩保民的仁政言论。论

辩充满机趣,引人入胜。仔细讲清孟子辩论

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对提高学生 的 思 辩 能

力、说话艺术和写作技巧都有帮助。

这篇文章运用只iˉ 话形式展开辩论。齐宣

王问霸道,孟轲讲王道,两者的主张9针锋

相对。孟子要折服对方,就得紧紧抓住对方

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施展自己的辩才。

当时,齐国是战国
“
七雄

”
之一。齐宣工

继承齐威王的王位后,孟子曾任定王的 “客

卿
”
,受到尊重。宣王想为建立霸业取点经 ,所

以劈头就问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公、晋文公都

是春秋时代的霸主,在 《春秋》、 《论语》

等儒家经典中都有明确记载,作为 “仲尼之

徒”
的孟子不会不知道这些史实,而且孟子

本人在 《盂子》的《告子》和 《离娄》篇中也

提到过齐桓、晋文之,事。因为他反对霸道 ,

避炙削弱自己宣传王道的火力 ,所以便用
“
仲

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

为咎口,巧抄地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并立即

把谈话转入王道,使它成为全文的主旨。第

一回合就赢得了;讠辛论的主动权。
“霸道”是好战残民的政策, “王道”

是减轻人民痛苦的改策。从本质上讲,两者

都是为了达到统治阶级 “王 (统治)天下”

的目的。宜王念念不忘 “霹道
”
,对

“王道”

的乍法格格不入,可是 “王天下”的一面又

恰巧是他所追求的。所以他好奇 J凼 问: “德

何如则可以王矣?” 孟子赶紧提出 “保民”

的主张。这是工道政治的根木思想,是盂子
“民贵君轻

”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他认为

定王要亻r“保民” (受 民)之愆,才能得民

心9 “王天下”。那么怎样才能做到 “只民

而王”呢?要分三个步骤:一是要 “拄思”

(把 白己的仁心推及百姓);二是要 “制民

之产”;三是要 “教民”。双方围绕这三点

层层深入论辩 ,使 文章气势磅礴 ,跌宕生姿。

第一步论辩十分曲折,反映了宣王认识

的曲折性,必须多费言辞。这一步是从宣王

问 “若寡人者可以呆民乎哉?” 引起的。孟

子因势利导,从一件小事引出一番大道理 ,

抓住宣王
“
以羊易牛

”
祭钟的行为加以鼓励 ,

肯定他那 “不忍”的仁德之心就是 “保民
”

的思想基础。同时又帮他分清
“
见牛未见羊

”
、

“牛羊何择”的模糊认识。等到宣王都觉得

不能自圆其说时,孟子又说百姓的误解没关

系9仍然归结到 f仁术
”上来,说明宣王确

。】05·



有实行王道的条件。这番谈话效果很好,孟

子既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又使对方感到

高兴。宜王竟认为孟子能 〃忖度
”

自己的丿b

意,囚而 “有戚戚焉
”。这就为孟子说,服宣

王舍霸图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什么 “不忍之心”就
“
足以王天下

”
?

宣王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如果这时

讲一番 “推恩”的大道理,就会使对方感到

沉闷和厌倦。为了使对方乐于听下去,孟子

引用了浅显易懂而又含意深长的 比 喻 来 推

理9以加强说服力。孟子先用 “力足以举百

钧9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9

而不见舆薪”两个比喻,让宣王承认这两个

假设的反逻辑性。然后反问:那么 “恩足以

及禽冉 ,而功不至于百姓
”
又是为什么呢?晓

喻宣王这就象
“一羽之不举”是不肯用力 9

“舆薪之不见
”是不肯用眼

一
样, “百姓之

不见倮”,就是你不肯施与恩德。由此得出

“王之不工9不为也9非不能也”的论断。

宜置不否认这个论断,但他对 “不为者与不

能者
”的具体表现还不甚明白。于是孟子又

用 “挟泰山以操北海”和 “为长者折枝”一

纽比喻加以对比,形象地说明了前者;黾绝对

办不到的事,后者是轻易办到的事。进一步

间明了宜王不行王道,是不肯干,而不是不

能干。这些比喻,具有巨大的逻辑力量,对

促进宣王接受推恩保民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仵

用。孟子这才向宜王讲明 “推恩”与 “不推

恩”的不同后果: “推恩足以保四海
”
9“不

推恩无以保妾子。”然后委婉地点出: “王

请度之”9让宣王权衡利害,决定去取。

可是,宣王仍然犹豫不决,不肯说出接

受推恩保民的话。孟子看出了宣王对称霸还

抱有幻想,便直截了当地提问: “抑王兴甲

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逼使宣置承认这是 “将以求吾所大欲。”
但

他又加以掩饰,对“
大欲

”
的内容不加解释。

这怎么能对症下药呢!于是孟子采用由此及

彼的谈话方式,故意先从小欲方面提出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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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轻嫒
”
、 “采色

”
、 “声宙”和 “

便

嬖”五点加以逼 ul。 因这土L是宣王己)经得到

满足的东西,所以他加以否认: “吾不为是

也。”孟子根揖宜工闸齐杠、晋文之丰的思

想倾向,推断其
“大欲”就是 “欲辟土地 ,

朝秦、楚,莅中国,而坜四夷″。断言宣王

“兴甲兵”以求 “大欲
”
,就象 “缘木求鱼”

一样,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达不到日的,

而且后必有灾。为什么这样严茧?主王不以

为然c孟子便借古论今。启发对方认清形势。

他先 i殳 门:吧阝人与乍
'^、

战 .口刂工以为孰胜?”

因邹国弱小9楚国强大”t工立即判:夕亍出 :

“楚入胜。”孟子便抓住这点加以拄讠臼:“小

田不可以敌大9寡固不可以敌众,弱田不可

以敌强”,从反面抒出:齐冂妄图 “以一服

八” (齐 国相当于天下的大.分之一),就等

于 “邹敌楚”9必然白取灭亡。然后又从正

面劝宜王从 “呆民”的根本上着手,迮用五

个排比句,描绘出
“
发政施仁

”
的尸:体效果。

通过反复论辩,宜工暗中承认以 品霸道”求

〃大欲”,没有实现的可ε:9只有
“倮民而

工”9才只有 “英之能伫Ⅰ
”沟力呈。f此 ,

宣王才明确表示
“
愿夫 子 辅 吾 志、明 !∴丈效

我
”,并 “诂尝试之。孟子 i盯赶势向他穴讲

了 “制民之产
”和 “

效R” 门fE。 使谈话过

入丁新阶段。

在盂子看来” “制民之产
”是 “推恩保

民”的根本措施,他分三层详加说明:先启

发对方认识 “制民之产
”的重要性:民元洹

产,无法生活9就会犯上作乱。强调 “仁人

在位
”应该使民从善,不应罔民。如果坑害

人民,就不利于自己巩回王位”统治天下。

接着对比古代明君制民之产与今日制民之产

的不同结果。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多乐岁终身饱。凶年

免于死亡。”而 “今也制民之产″与 “明君

制民之产
”z洽恰相反。暗示宣王要学

“
明君

”

的保民办法9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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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贲锄今午一害文汁的i⊥杜巾,必殒古

先集中组织干部、党员认认真真地学习中央

有大文件,结合实F亏:展开词刂仑,重 新 认 识

转变中的农村形势”正确对待新时期的农民 ,

从而澄浦模糊的以至错误的观念”从思t~L

来一个大的转变和提高。另一方浊i,要大力帮

助干部更新知识结构 9学 会J、 揽经济全局。提

高领苷水平。由于孔卩农付夕it∷f长期足臼r企

半自给经济占主导地位,我们的农村工作干

邯9从上到下几乎都缺之领导大规棋商J1生

产的经验,这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任务之

闸 ,便形戊了一个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理在:

一是知识不足;二足领导能力不适应。发展

商品生产要求干邙懂得自然规律 和 经 济 规

律,有现代比的Ⅱ汶光和全画的经济知识。可

是我们不少农村工作干部,只知道抓生产,

不懂得抓氵叶j迈;只知道用行政乎 段 指 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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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顾人民死活的办法9就会引 起 社 会 动

乱”这是绝对不可取的。然后才讲刭 “H民

之产
”虍1标准和作法:要给人民

“
五亩之宅

。

和 “百亩之田”
,Ⅱ让他们树桑畜禽多要减轻

徭仗,使百姓有耐问发展生产,迟到 “老者

衣帛食肉,黎 民不饥不寒”的生活境地。解

决了百姓吃穿住的闸题,还要兴办学校。注

意 “教民”,反复向百姓计明i罩顺父母、敬

爱兄长的大道理”使
“
颁白者不负于送潞。”

如 (宣王)能 “发政施仁”,拄忑洙「L,∶ E

“制民之产’和 “
教民”结合起来,付谙实

践9统治天下就很容易的丁。

这段汶论,有通俗易懂的理论,有具体

产,不挂冉运炯阶渣规柞3厂1童祝产量、产

值,却忽视抓经济效益。这样是很难把领导

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工作牧好的。今天的中国

农村并不只是一个农业的活动领城,它 包含

右自然铒l护 和经济的、让会的等多方画的极

其丰宙的内容。每一力1百 的内容,又包含仃

不 l司 ∴1以 次和众 多 的 囚 素。四此,领导农

村,不 能七同于领诗农业,还 Jj须间Ⅱ刂会领

廿其他各业,领导整个经济发展,学 会仝lΠ

甘理。正因为农付经济和农衤刂1Ⅰl仵是由披此

关以的各个方面组戊的有机整体,我们的领

导⊥饣i=要符合于客观实际,就必须在认识上

力求全面9避免片面性 ,学会总揽经济仝局 ,

总揽整个农村工作的仝局。只有从全局出发 ,

才能站得高,覆 得远9才能刨造性地打开工

仵的新局面,加速农利 “两个转比
”
9走 出一

条具有中凵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的步骤和作法。在谈话中,处处不离百姓的

生活△教养问题。同时又紧紧抓住宣王的利

害关系不放。所以宣王没有插话9也未加以

反驳”说明他接受了孟子的王道主张,在恭

听领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虽然宣王并未

实行孟子的主张 ,但这次辩论是非常成功的。

工安石在 《孟于》一诗中吟道: “沉魄

浮刁L不 lⅠ招,遗编一渎想风标。”
郭沫若同

志△ 《十批川书 ·亿辩思潮的批判》中说 :

“往不奸地和人辩,⋯⋯辩词都很巧妙,足
见得池对辩术也很有研究。” 《齐桓晋文之

辜章》是 《孟子》里具宥代表性的篇章,孟

子在本章中的i离超论辩艺术,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