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第
一
課

左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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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
解

本
篇
為
記
敘
文
，
選
自
︽
左
傳
︾
，
主
旨
描
述
鄭
國
大
夫
燭
之
武
，
以
智
慧
的
辯
才
，
說
服
秦
穆
公

退
兵
，
化
解
秦
、
晉
強
國
環
伺
的
危
機
。

作
者

︽
左
傳
︾
原
名
︽
左
氏
春
秋
︾
，
是
一
部
以
敘
事
為
主
的
編
年
體
史
書
，
與
︽
春
秋
公
羊
傳
︾
、
︽
春

秋
穀
梁
傳
︾
合
稱
﹁
春
秋
三
傳
﹂
。

︽
左
傳
︾
的
作
者
相
傳
是
春
秋
末
期
的
魯
國
史
官
左
丘
明
所
著
，
也
有
人
認
為
左
丘
明
與
孔
子
同
時

代
，
但
是
唐
代
以
後
一
般
認
為
非
一
時
一
人
所
作
，
成
書
時
間
大
約
在
戰
國
中
期
。

︽
左
傳
︾
，
以
魯
史
為
中
心
，
記
載
魯
隱
公
元
年
︵
西
元
前
七
二
二
︶
迄
魯
哀
公
二
十
七
年
︵
西
元

前
四
六
八
︶
共
二
百
五
十
五
年
的
歷
史
。
不
但
記
錄
春
秋
時
期
各
國
的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和
文
化
等
方
面

史
實
，
也
反
映
了
當
時
社
會
真
實
面
貌
，
是
研
究
先
秦
歷
史
、
思
想
的
重
要
史
料
。



三

第
一
課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
左
傳
︾
的
文
章
樸
實
簡
潔
，
敘
事
詳
贍
而
多
變
化
，
說
理
明
暢
又
有
層
次
，
極
具
文
學
、
史
學
價
值
，

後
世
研
究
者
常
把
它
和
︽
史
記
︾
並
稱
，
尊
為
歷
史
散
文
之
祖
。

課
文

僖
公
三
十
年
彍

九
月
甲
午
，
晉
侯
鈫

、
秦
伯
𤊄

圍
鄭
，
以
其
無
禮

於
晉
旔

，
且
貳
於
楚
焩

也
。
晉
軍
烄

函
陵
𡡅

，
秦
軍
氾
南
鵭

。 

佚
之
狐
貟

言
於
鄭
伯
賩

曰
：
「
國
危
矣
，
若
使
燭
之
武
𧷜

見
秦

君
，
師
必
退
。
」
公
從
之
。
辭
妚

曰
：
「
臣
之
壯
也
，
猶
不
如
人
，

今
老
矣
，
無
能
為
也
已
。
」
公
曰
：
「
吾
不
能
早
用
子
，
今
急
而
求

子
，
是
寡
人
之
過
也
。
然
鄭
亡
，
子
亦
有
不
利
焉
！
」
許
之
，
夜
縋

矃

而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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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見
秦
伯
曰
：
「
秦
、
晉
圍
鄭
，
鄭
既
知
亡
矣
。
若
亡
鄭
有
益
於

君
，
敢
以
煩
執
事
姰

。
越
國
以
鄙
遠
䍮

，
君
知
其
難
也
，
焉
用
亡
鄭

以
陪
鄰
㛔

？
鄰
之
厚
，
君
之
薄
踪

也
。
若
舍
鄭
以
為
東
道
主
躧

，
行
李

𤰉

之
往
來
，
共
其
乏
困
輰

，
君
亦
無
所
害
。
且
君
嘗
為
晉
君
賜
轊

矣
，

許
君
焦 
瑕
䋴

，
朝
濟
而
夕
設
版
焉
汘

，
君
之
所
知
也
。
夫
晉
，
何
厭

澻

之
有
？
既
東
封
鄭
𢌡

，
又
欲
肆
其
西
封
䢛

；
若
不
闕
秦
，
將
焉
取
之

潹

？
闕
秦
以
利
晉
，
唯
君
圖
之
！
」

「
秦
伯
說
溋

，
與
鄭
人
盟
，
使
杞
子
、
逢
孫
、
楊
孫
戍
之
𡟚

，

乃
還
。
」

子
犯
鯩

請
擊
之
㚵

。
公
曰
：
「
不
可
。
微
夫
人
之
力
不
及
此
𤤯

。

因
人
之
力
而
敝
之
邻

，
不
仁
；
失
其
所
與


，
不
知
；
以
亂
易
整
啱

，

不
武
䤆

。
吾
其
還
也
。
」
亦
去
之
。



五

第
一
課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注
釋

彍 

僖
公
三
十
年
　
左
傳
因
以
魯
史
紀
年
，
即
魯
僖
公
三
十
年
，
西
元
前
六
三○

年
。

鈫 

晉
侯
　
即
晉
文
公
，
重
耳
也
。
魯
僖
公
五
年
，
晉
國
有
驪
姬
之
亂
，
殺
其
世
子
申
生
，
諸
公
子
出
亡
。

 

公
子
重
耳
亡
命
在
外
十
九
年
，
後
因
得
秦
穆
公
之
助
，
返
國
即
位
，
是
為
文
公
。
當
位
時
不
但
平
定
周

室
內
亂
，
大
破
楚
軍
於
城
濮
，
遂
稱
霸
諸
侯
。

𤊄 

秦
伯
　
秦
穆
公
，
名
任
好
。

旔 

無
禮
於
晉
　
文
公
出
亡
時
過
鄭
，
鄭
文
公
不
加
禮
遇
。

焩 

貳
於
楚
　
對
晉
有
貳
心
，
而
與
楚
國
友
好
。

烄 

軍
　
駐
紮
軍
隊
，
此
處
為
動
詞
。

𡡅 

函
陵
　
在
今
河
南
省
。

鵭 

氾
南
　
水
名
。
氾
，
音

氾
。 

貟 

佚
之
狐
　
鄭
大
夫
。



國

四

六

賩 

鄭
伯
　
鄭
文
公
。

𧷜 
燭
之
武
　
鄭
大
夫
。

妚 

辭
　
推
辭
。

矃 

縋
　
懸
繩
而
下
，
通
﹁
墜
﹂
，
音

墜
。

姰 

執
事
　
原
指
辦
事
之
官
史
，
此
指
秦
伯
，
為
示
敬
之
詞
。

䍮 

越
國
以
鄙
遠
　
越
過
晉
國
，
以
遠
方
國
家
為
疆
域
。
鄙
遠
，
偏
遠
的
邊
境
。

㛔 

陪
鄰
　
增
加
晉
國
的
土
地
。
陪
，
通
﹁
倍
﹂
，
增
益
。
鄰
，
指
晉
國
。

踪 

鄰
之
厚
，
君
之
薄
　
晉
國
的
土
地
增
加
，
秦
國
也
就
相
形
減
少
了
。

躧 

東
道
主
　
東
方
旅
途
上
的
主
人
。

𤰉 

行
李
　
行
人
之
官
，
猶
今
之
外
交
使
節
。

輰 

共
其
乏
困
　
供
給
缺
乏
的
物
資
，
紓
解
困
頓
。
共
，
同
﹁
供
﹂
，
音

供
。

轊 

且
君
嘗
為
晉
君
賜
　
況
且
秦
穆
公
曾
經
對
晉
國
國
君
有
恩
惠
。
晉
獻
公
卒
，
立
驪
姬
子
奚
齊
，
其
臣

里
克
殺
奚
齊
。
公
子
夷
吾
在
外
，
請
秦
入
晉
得
以
立
位
，
是
為
晉
惠
公
。
賜
，
恩
惠
。



七

第
一
課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䋴 

許
君
焦
瑕
　
晉
惠
公
應
允
焦
、
瑕
二
地
作
為
報
答
秦
國
護
送
回
晉
之
恩
。

汘 
朝
濟
而
夕
設
版
焉
　
惠
公
早
上
渡
河
入
晉
，
傍
晚
即
設
版
築
牆
以
拒
秦
，
言
背
秦
之
速
也
。
濟
，
渡
河
。

澻 

厭
　
滿
足
，
同
﹁
饜
﹂
，
音

厭
。

𢌡 

既
東
封
鄭
　
既
侵
略
東
方
的
鄭
國
來
拓
展
土
地
。
封
，
闢
疆
，
開
拓
。

䢛 

又
欲
肆
其
西
封
　
又
想
大
力
拓
展
其
西
方
的
領
域
。
肆
，
大
力
拓
展
。
封
，
疆
土
。

潹 

若
不
闕
秦
，
將
焉
取
之
　
不
損
害
秦
國
利
益
，
將
如
何
取
得
西
方
的
疆
土
。
闕
，
損
害
、
侵
奪
。
音

缺
。

溋 

說
　
同
悅
，
音

悅
。

𡟚 

使
杞
子
、
逢
孫
、
楊
孫
戍
之
　
派
三
位
將
軍
戍
守
鄭
國
。
杞
子
、
逢
孫
、
楊
孫
，
秦
國
大
夫
。

鯩 

子
犯
　
即
狐
偃
，
晉
文
公
之
舅
。

㚵 

擊
之
　
攻
打
秦
國
。

𤤯 

微
夫
人
之
力
不
及
此
　
沒
有
那
個
人
的
幫
助
，
我
就
沒
有
今
天
的
地
位
。
微
，
無
。
夫
，
彼
，
那
個
，

指
秦
穆
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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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邻 

因
人
之
力
而
敝
之
　
憑
藉
別
人
的
力
量
，
反
而
又
去
攻
打
他
。
因
，
憑
藉
。
敝
，
打
敗
。

 
失
其
所
與
　
失
去
友
好
同
盟
之
國
。
與
，
友
好
。

啱 

以
亂
易
整
　
用
戰
亂
取
代
團
結
。

䤆 

不
武
　
不
勇
武
。研

析

︽
左
傳
︾
書
中
記
錄
了
周
王
室
的
衰
微
，
諸
侯
爭
霸
的
歷
史
，
不
但
以
精
準
的
辭
彙
描
繪
當
時
戰
爭
，

更
將
人
物
性
格
刻
劃
得
栩
栩
如
生
。

全
文
共
分
五
段
：

第
一
段
﹁
以
其
無
禮
於
晉
，
且
貳
於
楚
也
。
﹂
說
明
晉
、
鄭
之
間
的
宿
怨
是
戰
爭
的
起
因
，
並
點
出
晉
、

秦
駐
軍
方
位
，
看
似
平
淡
，
但
晉
、
秦
聯
合
出
兵
，
駐
地
卻
分
南
北
，
燭
之
武
即
利
用
了
這
一
有
利
條
件
，

趁
夜
縋
入
秦
營
而
不
被
察
覺
。



九

第
一
課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第
二
段
鄭
文
公
的
﹁
吾
不
能
早
用
子
，
今
急
而
求
子
，
是
寡
人
之
過
也
﹂
，
凸
顯
鄭
文
公
能
夠
放
低

身
段
委
屈
求
全
，
也
說
明
燭
之
武
外
交
才
華
是
受
肯
定
的
。
燭
之
武
雖
早
年
受
冷
落
，
現
今
雖
口
中
埋
怨
，

但
為
顧
全
大
局
，
不
計
個
人
得
失
，
為
國
銜
命
負
重
。

第
三
段
是
本
文
的
重
心
，
也
是
最
精
闢
之
處
。
以
﹁
秦
、
晉
圍
鄭
，
鄭
既
知
亡
矣
﹂
為
開
場
白
，
單

刀
直
入
陳
述
鄭
之
存
亡
與
秦
的
利
害
關
係
。
自
以
下
分
四
層
次
陳
述
：
1.
亡
鄭
無
益
：
說
明
滅
亡
鄭
國
是
對

晉
國
有
益
，
而
非
秦
國
。
因
為
越
過
晉
國
，
以
遠
方
的
鄭
國
為
邊
境
，
有
實
際
運
作
的
困
難
，
何
必
﹁
亡
鄭

以
陪
鄰
﹂
間
接
壯
大
了
晉
國
的
國
力
，
實
在
不
智
。
2.
舍
鄭
有
利
：
如
果
放
過
鄭
國
，
鄭
國
可
以
作
為
秦
國

通
往
東
方
道
路
上
的
休
息
站
，
這
對
於
偏
隅
西
方
，
有
稱
霸
野
心
的
秦
國
來
說
是
有
很
大
引
誘
力
。
3.
晉
曾

背
秦
：
﹁
且
﹂
字
推
進
一
步
，
利
用
晉
曾
﹁
許
君
焦
、
瑕
，
朝
濟
而
夕
設
版
焉
﹂
的
史
實
，
指
出
晉
不
知
感

恩
圖
報
，
反
而
背
棄
信
約
防
範
秦
國
，
這
是
挑
起
兩
國
過
去
的
恩
怨
。
4.
晉
貪
得
無
厭
：
﹁
既
東
封
鄭
，
又

欲
肆
其
西
封
；
若
不
闕
秦
，
將
焉
取
之
﹂
，
預
言
晉
國
既
然
向
東
攻
打
鄭
國
，
將
來
必
然
向
西
侵
略
，
損
害

秦
國
，
不
但
誇
大
晉
國
的
野
心
，
並
以
危
言
聳
聽
方
式
假
設
未
來
的
可
能
性
。

第
四
段
秦
君
在
燭
之
武
的
說
服
下
，
取
消
秦
、
晉
合
作
的
計
畫
，
與
鄭
國
化
敵
為
友
結
為
同
盟
，
更

派
杞
子
、
逢
孫
、
楊
孫
等
人
共
同
協
防
鄭
國
。
因
為
燭
之
武
能
洞
悉
秦
君
的
心
理
，
看
似
處
處
為
秦
國
謀
略
，



國

四

一
〇

不
為
鄭
國
打
算
，
以
利
害
關
係
來
誘
導
對
方
，
巧
妙
的
運
用
語
言
邏
輯
能
力
，
這
正
是
所
謂
﹁
知
己
知
彼
，

攻
無
不
勝
﹂
，
成
功
打
贏
了
一
場
心
理
戰
。

第
五
段
以
﹁
微
夫
人
之
力
不
及
此
﹂
此
句
話
，
點
明
晉
文
公
深
謀
遠
慮
的
智
慧
，
不
但
顧
全
道
義
及

個
人
形
象
，
並
以
智
、
仁
、
勇
來
自
我
期
許
，
故
能
成
為
霸
主
，
此
種
性
格
恰
與
秦
穆
公
的
近
利
忘
義
成
反

比
。

綜
觀
全
文
僅
一
百
二
十
五
字
，
說
詞
委
婉
，
脈
絡
清
晰
，
不
但
伏
筆
暗
施
，
並
極
盡
的
挑
撥
離
間
於

無
形
，
將
雄
辯
辭
令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
巧
妙
地
化
干
戈
為
玉
帛
，
可
說
是
開
戰
國
遊
說
之
先
河
。
清 

林

雲
銘
評
論
此
文
：
﹁
燭
之
武
為
國
起
見
，
說
秦
之
詞
，
句
句
聳
動
︙
計
較
利
害
處
，
實
開
戰
國
遊
說
門
戶
﹂
。

習
題

︵
　
︶
 

﹁
若
舍
鄭
以
為
東
道
主
，
行
李
之
往
來
，
共
其
乏
困
。
﹂
其
中
﹁
行
李
之
往
來
﹂
意
謂
：
　


使
節
的
往
返
　

行
李
的
運
送
　

貨
運
的
轉
送
　

友
情
的
交
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