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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讲解孟子 
◆王  葳 

（海南省东方市八所中学  海南东方  572600） 

 
摘要：孟子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本文主要从“孟子其人”、《孟子》

其书、孟子升格运动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叙述和分析，明在两宋时期孟

子的地位打到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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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其人 
孟子名轲，出生在邹国。赵岐《孟子题辞》：“或曰：孟子，

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据此，
则孟子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室宗亲孟孙氏的后人。孟孙氏即庆父，
史又称仲孙氏。后世的许多研究者也都采纳了赵岐的说法，例如
《元和姓纂》，明代陈镐的《阙里志》等。春秋末期鲁国的三家
贵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瓜分了鲁国公室，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后来三家逐渐衰微，纷纷
出居他国，孟孙氏家族的一支大概就是迁到了邹国，定居了下来。 

关于孟子的主要经历和活动，根据各家考证说，孟子游历诸
侯国的经历可以概述如下： 

大约四十岁以前，孟子并没有远离家乡，主要是聚徒讲学和
为邹鲁小国出谋划策。《孟子•梁惠王下》曾载“邹与鲁哄”[1]，
邹国矛盾尖锐的状况。孟子为推仁政而到达齐，当时是齐威王在
位，（《史记》说孟子首次到齐国见得是齐宣王，后来又见梁惠王，
这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惠王在宣王即位时就已经去世了，孟子
不可能见到惠王。董洪利通过考证孟子在齐国和匡章的交游、孟
子在宋国与尚为世子的滕文公的会面，从而得出是在齐威王时
期。）但齐威王一心想争霸中原，孟子主张用仁义，二者政见针
锋相对，因此未能得到重用。后来又听说宋国国君想实行仁政，
就从齐奔宋。但他年岁尚幼，支持者甚少，实行的仁政没有能完
全依照孟子，特别是经济措施，故而又离开宋国途径薛，又回到
了邹、滕一带。孟子在邹期间，滕文公即位，派人到邹征求孟子
意见，孟子又到了滕，实行仁政，但仍未令孟子满意。后闻魏国
招贤纳士，往魏国并和梁惠王进行了会谈。次年襄王立，孟子离
开魏国并重返齐国。此时齐宣王登基不久，国势强盛，孟子抓住
机会宣传自己的思想，但齐宣王并无真正兴趣。齐国伐燕事后，
齐宣王后悔未听从孟子的策略希望挽留孟子，孟子见政见不合去
意已决。离开齐国时已七十余岁，与学生万章、公孙丑回乡著书。  

二、《孟子》其书  
赵岐认为《孟子》七篇之间的相关系是有仁义之道、行仁政

到奉礼、明孝、孝道归本于情性，情性根于心，尽心知性则上达
天道。 

南宋林之奇《孟子讲义自序》就认为赵岐的说法迂阔，“大
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文字多寡，篇名先后，出于一时之
偶然，不可泥也”。但赵岐的说法恰恰解释了孟子由内圣推至外
王的内在细想逻辑。[2]147  

通观此书，孟子一方面是循循善诱，期望把诸侯引向仁政、
王道思路上，如齐宣王言好勇、好货、好色，孟子都没偶先否决
他，二是巧妙地引入到他自己的思路当中，足见其善辩。另一方
面，孟子也有着儒家历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
尽管知道自己的学说很难被诸侯们采纳，但仍游说往来诸侯间，
反复宣传自己的仁政、王道思想。孟子跟孔子一样也曾陷入穷困
的绝境之地，依然矢志不渝，保持着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所以我们看到孟子是有着坚定理想和原
则的君子，他为了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像纵横家们一样游说，与
孔子相较，更多了份自信和灵活。 

三、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及其书经历唐宋间的升格运动，地位不断升高，倍享殊

荣，与孔子并齐号为亚圣。孟子的升格运动经历了以下的一系列
过程。 

1．孟子生前游说诸侯时“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说明当
时孟子学派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战国时梁惠王、齐宣王等大
国诸侯之所以尊敬、礼遇孟子，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
风范，而不会真正采纳孟子的学说。因此孟子的学说并未能够得
到发扬光大，为人采用，甚至连头同为儒门的荀子也批判他，在
《非十二子》中，荀子说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
剧志大，闻见杂博。”另《吕氏春秋》这样一个杂家也未见引用
或是提及孟子的言辞，并且《孟子》逃过了秦始皇焚书之劫，这
可以说明自战国末到秦末，孟子之学曾陷入一段沉默期。 

2．及至两汉，孟子地位开始提升表现在： 
（1）《孟子》曾列于学官，置传记博士；出现注解《孟子》

的专著 
（2）逐步消解司马迁“孟荀齐号”的范式，不断凝聚为孔

孟一体的模式 
（3）孟子学说成为汉代思想的思想资源。[7]其性善论、民本

思想、王道政治等对汉代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金春峰称盐铁
会议是孟子思想的崛起，因为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成为辩论一
方的贤良文学立论的坚强支撑，孟子思想不断扩大影响。（原因：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代社会不同层面的思想需求，弘扬了孔学，
严词辟异端的精神，经学的发展需要，东汉古文经学发展，涉猎
广博，治经之外兼及诸子）但总的来说，两汉占主导地位的学说
还不是孟子之学。 

3．魏晋至隋，对孟子其人其书的关注和研治走入了低谷，
这一时期是孟学史上的沉寂期，研治孟子的著作寥寥无几。此时
孟学的衰微显然是与儒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是相关联的，官方
首肯的儒家经典尚且无人问津，而经典之外的《孟子》就更受冷
落。 

4．唐代，以中唐为界，中唐以前，孟子尚未走出沉寂，中
唐以后出现了推崇孟子的强烈态势。中晚唐的韩愈、杨绾、皮日
休等人尊奉孟子尤甚，韩愈提出孟子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上接
孔子。而之所以在中唐以后出现“尊孟”现象，是与当时儒学衰
微、佛老的繁荣发展有很大关系。韩愈希望提出道统说以振兴儒
学。 

5．孟子道统传人地位真正确立是在宋代。宋神宗熙宁七年
诏封孟子为邹国公，元丰七年首次让孟子入孔庙配享孔子，并要
求国子监及天下学庙都塑孟子像。宋仁宗、神宗年间，《孟子》
一书也立于官学，升格为“经”，成为世人举子必读之书。南宋
朱熹首次把四书结集，进一步稳固了孟子的地位，徽宗宣和年间，
孟子首次被刻于石经，合为十三经，其经典地位完全确立。 

在两宋孟子升格运动中，宋初三先生、王安石新政、张载、
二程、朱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两宋时期的皇帝们对孟子推
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是孟子升格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撑。而孟子
思想作为振兴儒学抗衡佛老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伦理思想作为维
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其井田论、以小事大的交邻之道作
为消解土地兼并、应对边境危机的妙策良方等等方面的因素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升格运动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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