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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人论世”一语出于《孟子》，本义是一种交友、修身和识人的思想与方法。后代学者往往立足于文学的 

视野，把“知人论世”发挥为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语文教学的方法；其实，“知人”与“论世”皆以获取“历史真 

实”为目标，更适合作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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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nowing both the author and his time，quoted from the book of Mencius，is an idea and method of 

making friends，improving moral cultivation and judging others．Later scholars view it as the basic paradigm of 

studies of literary or the method of teaching of Chinese．In fact，it is more applicable in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history，because both knowing the author and knowing his time aim to obtain the historical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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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人论世的内涵 

“知人论世”一词，出于《孟子》。《孟子·万章下》有这样一段 

话：“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 

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 

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在孟子看来，有德之士不但要 

广交天下有德之士，而且还要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尚论古 

之人)；而与古人交朋友，一方面要通过诵读他们的诗文、著述， 

进而知道他们的为人；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与社会处境。孟子论交友的这番言论，当是先秦社会重视交友 

之风气的产物。管仲与鲍叔牙、伯牙与钟子期的友情 ，可谓孟 

子前后人们交友的典范。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重视交友，是因 

为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朋友不但能够互相成就彼此的事业而且 

可以完善彼此的人格，孔子“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无友不如己者”云云，无不展现了这一时期 

人们对交友的重视。 

不仅如此，孔子还认识到朋友是“知人”的关键，《孑L子家 

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孔子说我死之后子夏会不断进步，而子 

贡则 13益退步。曾子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吁L子回答说，子夏喜 

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交友，而子贡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接 

着，孑L子解释说，如果不了解儿子怎样，看看他父亲就知道了； 

不了解一个人怎样，看看他的朋友就知道了；不了解君主怎 

样 ，看看他的使者就知道了；不了解一个地方怎样，看看它的 

物产就知道了。所谓：“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 

知其君视其所使 ，不知其地视其草木。”这就是孔子提出的“知 

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法。在孔子看来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 

程中朋友是最为关键的，这一主张得到了苟子的继承与发扬。 

苟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据此，苟 

子指出一个人虽然有良好的天资，但也要有贤师的教导与良 

友的相处：有良好的师友相处，就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与德 

行不好的人相处，日久也会变坏。故苟子亦云：“不知其子视其 

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可见，孟子前后的先秦社会已经形成 

了一个重视朋友的风气，人们不仅“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 

而友之”，而且通过一个人的朋友来鉴别其人品优劣，即“不知 

其人视其友”。 

由上可见，孔子、苟子论交友的核心内容是“道德”，孟子 

亦是如此。实际上，《孟子·万章下》在阐述“知人论世”之前亦 

有论“交友”的言论，日：“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 

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很明显，孟子认为交朋友交的 

是品德 ，其“知人论世”之说也应该与这段话联系起来加以理 

解。要之，孟子“知人论世”之说与孔子、苟子以“道德”论交友 

的主张大体相同，其本义是一种交友、修身和识人的思想与方 

法。后来，“知人论世”逐渐超越了《孟子·万章下》的具体语境， 

其含义演变为：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指鉴 

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 

二、文学研究与语文教法视野下的知人论世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是 以论其世也 。是 尚友也 。”后世有学者将孟子的“知人论 

世”之说与诵诗联系起来 ，认为这是主要针对《诗经》提出的， 

它是理解《诗》的方法以及指导读《诗》和用《诗》的方法。[】 因 

此，不少学者尤其是中小学以及大学教师把“知人论世”看作 
一 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或教学实践的方法，在文学研究和 

教学实践(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广泛运用。 

从上文阐释可知，把《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作为文学 

研究的基本范式或教学方法并不符合孟子的原义。朱自清先 

生《诗言志辨》曾说：“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 

的方法；‘诵诗’、‘读书’与‘知人论世 ’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 

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21朱先生认为“知人论世”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 目“史学史系列课程整合优化研究与实践”(2012jyxm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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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为修身、交友之法，以及“诵诗”、“读书”与“论世”三者并 

列，这显然都是正确的；然而，“知人”当是三者的目的，与上述 

三者并非并列的关系。由此可以这么认为，孟子提出“知人论 

世”，本义并不是在讨论“诵诗”、“读书”与“论世”，这三者只是 

成人、交友的手段或方法。由此可见，后人把知人论世也看成 

理解《诗》的方法，尤其是把“知人论世”视为文学研究的基本 

范式或教学实践的方法，都只能视为是后人的发挥，而非孟子 

的原意。 

当然，后世学者把知人论世视为文学研究方法也不无道 

理；因为，“诵诗”、“读书”与“知人”、“论世”之间确实有着深入 

的关系。吕艺先生明确指出把“知人论世”看作单纯的修身方 

法，与诵《诗》、读《书》没什么联系，又似乎不妥。他还引用清人 

吴淇之言说：“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然有相及者，古 

人之《诗》、《书》在焉。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 

于我；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诵其书，当 

尚论其人。”这就是说，一方面诵《诗》、读《书》是我们与古人交 

流 、对话的媒介，也是我们知人论世的凭借；另一方面，“知人 

论世”原义虽不是“评论作品”的方法，其实也可以作为指导读 

《诗》和用《诗》的方法，仍属方法论范畴。 }关于这一点，章学诚 

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得更为简明，他说：“不知古人之世， 

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 

论其文也。”在此，章学诚从古人所处时代与具体处境理解古 

人之文辞，显然把“知人论世”纳人了方法论或文学批评的范 

畴。郭英德先生更明确指出：“在孟子那里，由‘知人论世’而 

‘尚友’是目的，而‘颂其诗 ，读其书’则是手段；后人将目的转 

移到‘颂其诗 ，读其书’本身时，‘知人论世’便成为最重要的 

手段了。无论‘知人论世’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 ，它所强 

调的都是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和一致性，并要求读者在 

这种联系与一致性中阅读和理解作品。在这一意义上，孟子实 

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而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 当然，这个基本 

范式并非孟子的原意，而是后人合乎情理的发挥。 

顺理成章，由于作品与作者及其所处社会处境具有一致 

性，作品与作者及其社会处境于是可以互通互解；因此，“知人 

论世”不仅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成为阅读、鉴赏、 

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在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学实践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散文诗词鉴赏、文言文阅读等教学 

实践更是如此。吴敏莉就认为比较视野下的知人论世有助于 

诗歌鉴赏，例如通过比较生平境遇，梳理诗情变化；通过比较 

诗人个性，把握诗风差异；通过比较时代差别 ，感受精神不同。 

这显然把作者的生平境遇、个性特点以及所处时代与作品融 

为一体了。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都 

“文如其人”，包含着虚构、想象的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这就是 

说，以“知人论世”的教学方法分析文学作品是有局限的。不仅 

如此，语文教学对“知人论世”的运用带有极大的随意I生，需要 

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尊重优秀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普适性，不 

宜过分强调“知人论世”；尊重文学作品阅读的一般规律，避免 

先入为主式的“知人论世”；尊重学生的知识储备和阅读水平， 

在学生“读不懂”的前提下以“知人论世”为突破口；尊重文学 

阅读和人生体验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学生“读不透”的情况下 

避免揠苗助长式的“知人论世”。 可见，作为教学方法的“知人 

论世”不可随意运用，而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作为历史教学思想与方法的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教学思想与方法，虽然在语文教学 

中得到了广泛深人的运用，但是在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领域 

却应用得不多。实际上，作为教学思想与方法，“知人论世”更 

适合运用于历史教学。这是因为，无论是“知人”还是“论世”都 

需要从人物个性、时代背景等历史事实层面进行探究，而这些 

对于文学作品往往只是“外在因素”，文学作品的赏析(诸如分 

析“人物形象”、“情感世界”以及“艺术真实”等)则应该主要从 

文学 自身的“内在理路”来探究。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是一 

篇叙事抒情散文，属于文学范畴，对其的解读必须从文学的视 

角出发，应厘清‘历史语境’与‘历史真实’，超出‘历史语境’进 

入‘历史真实’，就会把文学作品降低为生活实录。”所以，“解 

读《背影》应该在‘学生语境 文学语境“历史语境’中找到平 

衡点，特别是‘历史语境’，必须适而不过。”【 这就是说，“知人 

论世”在文学作品赏析中不仅是有限度的，而且还要平衡各种 

因素。 

与文学研究或语文教学中“知人论世”需要兼顾“艺术真 

实”和“历史真实”有些不同，历史研究或历史教学往往以“知 

人论世”的思想与方法再现“历史真实”。因此，史学领域的“知 

人论世”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文 

献的选择、梳理、分析、建构以求接近“历史真实”。无疑，“知人 

论世”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具有思想理论的价值与方法论 

上的价值。 

例如，《史记·李斯列传》塑造李斯这一历史人物，就成功 

运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从“知人”方面来看，司马迁用了两 

个典型性的小事揭示了李斯好利贪权、没有底线原则的人物 

个性。第一件小事是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曾看见厕所中老 

鼠又脏又瘦，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而粮仓中的老鼠“食积粟， 

居大庑之下”。李斯于是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 

白处耳!”在李斯看来，人的贤能与不肖在于他所处的位置，所 

以他一生都在追求做一个衣食无忧的“仓中鼠”，然而他一生 

也正如“仓中鼠”时刻身处险境而不白知。第二件小事李斯权 

势达到顶峰之时儿子皆娶秦公主，女儿则悉嫁秦公子，有一次 

儿子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文武百官都前来道贺，门 

庭若市，冠盖如云。李斯喟然而叹日：“嗟乎!吾闻之苟卿日 

物禁大盛 。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 

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 

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此时，李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 

限，他虽然意识到盛极必衰，但趋利的本性致使他无法停止追 

求权势的脚步，以致在腰斩行刑之前居然还与他的儿子说我 

们现在牵着黄狗到东门外追兔子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见，李斯 

至死都没有醒悟他为什么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司马迁对李 

斯一生参与的诸多大事未加详载，而对这两件小事不惜笔墨， 

正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李斯的个性。 

另一方面，从“论世”角度来看司马迁亦把李斯的悲剧置 

于时代大背景下而建构的：李斯处于战国晚期，春秋时期诸侯 

争霸尚力、仁义陵迟，至战国群雄并起，权谋诡诈愈来愈甚。对 

此情形，《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道：“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 

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 

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 ，田和亦灭齐 

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 

之说起。矫称疆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李 

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从苟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 

后向苟子辞行说 ，当今是游士的天下，时不我待；一个人没有 

比穷困更卑贱的了，我不能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穷困之地，我要 

去游说秦王。李斯一生鄙视卑贱穷困、崇尚权谋诡诈，显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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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层 学会专业做事．更要学会诚信做人 

教书育人的两重含义：教书：育人教书+育人。习主席在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 

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老师，“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 

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就不能说这个老师是 

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 

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 

师”和“人师”的统一。 

我教学生做会计 ，也教学生做人 ，既要精于“授业”、“解 

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会计是工具也是艺术 ，是把 

双刃剑，应用不好 ，会造成更大损失，以至于有人说现在的会 

计是“魔术”l】 。因此前总理朱镕基对会计人员就提出明确要 

求：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总之，会计职业 

道德要求比一般职业高很多。 

基于此，在教学生会计专业知识的同时，更教学生诚信做 

人。首先，在每一个知识点中穿插会计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 

以帮助学生熟悉会计行为规范，如在学习资产要素“现金”、“银 

行存款”时，要教育学生自觉维护财经纪律，严格遵守银行结 

算制度，加强企业货币资产的管理，培养强烈的制度意识。在 

讲到负债要素“应交税费”时，针对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的各 

项税制要素，重点说明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引 

导学生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时足额上交国家税收，自觉维护国家利 

益，培养依法纳税的责任感。 

其次，通过对一些具有说服力的具体实例进行深入分析， 

使学生了解会计行为的失职给企业、国家带来的损失。我国每 

年发生的经济案件很多，几乎都与会计人员有关 ，着重加强会 

计法和财经纪律方面的教育，插入课程中，启发学生的自觉意 

识，并对其以后的会计行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第三，教学的形式(方式)也很重要，过于死板的说教缺乏 

说服力 ，所以，这些年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 

格 ，举身边的例子，讲经典哲理故事，尤其是往届毕业生的故 

事或结合现场情形“现挂”。这样不但学生听的生动，更增强学 

生信服度，逐渐形成一种认识、意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金碑银碑不如学生的口碑 ，用心教书，一切总是为了学生 

好，毫无保留的传道授业解惑，做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做 

学生的良师益友，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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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无不争霸尚力、务在强兵并敌的此时 

代背景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 

使然，也可以说时代的悲剧。 

由上可见，《史记·李斯列传》运用“知人论世”的思想与方 

法成功塑造了李斯这一人物形象。所以，如果在历史教学实践 

中运用“知人论世”的思想与方法讲述李斯的一生，这不仅能 

让我们深入认识到李斯一生悲剧的个性因素而且还能深入社 

会背景探寻李斯个性形成的时代因由。重要的是，《史记·李斯 

列传》以“知人论世”塑造的李斯的人物形象，不仅有着坚实的 

文献史料的依据 ，而且采取了典型性叙事的方法，亦即，司马 

迁塑造人物形象选择最能体现人物个性且又集中展现时代精 

神的事件，从而将“知人”与“论世”有机融合为一体。当然，历 

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以典型性事件来“知人论世”也是缺陷的： 
一 者，相对于生活活泼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波澜壮阔的 

社会，史料文献永远是不全面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展现人物个 

性与时代精神(一斑窥豹)理论上易于操作，实则非常困难，非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通人难以做到；二者，任何人物既有 

时代的一般性也有个体的独特性，在一般情况下个体的独特 

性与时代的一般性具有一致性，即个体的独特性能集中反映 

时代的精神，如李斯崇尚权谋诡诈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诸侯 

征战的时代特征；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比如孔子、孟子处于 

春秋战国争逐于智谋气力之时依然汲汲于道德礼义，这种持 

风气的精神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就不一致。要之，史学领域的 

“知人论世”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搜集、选择文献史料的能力，而 

且要求研究者深入把握人物事件的独特性与时代精神的一般 

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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