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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考索

张 i台三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要 《论语》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一旬，传统的断句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

之"，这样革开旬，强调的是"教民商战";提据《论语》一贯的思想和"教"Jd以"的意义如

期法，本文认为应该断为"议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飞如此斯旬，强调的是"实行教化，

避免争斗"。

关键南 《论语2 标点

《论语·子路》有这样一章:

子曰 : ci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J' 传统的醋句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论语注琉》的解释如下: "马曰:吉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正

义曰:此章宫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致破散，是渭弃之，若弃掷t色。" 1朱嘉的解释: 4{ 以，
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欺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2刘宝楠和程树德的解释基本上
和以上几家相岗，引i正更多，堆以各引。如此断旬，必费会理解为: "用不经教模的民众去

!陆战阵，只好说是黯弃了他们J'3
这样理解会让人产生疑!可:

一、这句话与孔子一贯的思想矛盾。就《论语》整个的思辑看，孔子对军事和战争是持

否定态度的，如:

(1) 卫灵伶问院子孔子.孔子对曰"组豆之事，如j尝闻之矣;军择之事，未之学也"

( ((论语·卫灵公>) ) 

。) 孔子曰"天下有道，财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元道，哭IJ礼乐往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Æ执国命，二世希不

失矣.天下有道，财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剧庶人不议." (((诠语·李氏>> ) 

以上两条，明显反映出孔子对革事和战争的否定态度。孔子是讲 u仁"韵，"仁"就要"爱

人飞孔子曾说"善人为邦百年，Jj\可以胜残去杀矣." (<<论语·子路>) )这"胜残去杀"

I 就元等辑: (十五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灾 2508 。
2 朱嘉: <<论语集注>> (上海:上海市籍出版社， 1987) ，页 58 ，
3 钱穆: <<论语新解>>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页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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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钮括避免战争，"善人"以"胜残去杀"为自的去"为邦押，如果再识!炼自中的人民善于

打仗的话，自然是自相矛盾的做法。

二、如果说"用未经受过训练的人民去件战"就"只好说是抛弃了他m"，那么让首11练

有素的人上战场，自己一方的人员伤亡可能小了，对方的伤亡不是大了吗?这自然也是被抛

弃予"千二"道之外。

三、按赔持统的断旬，把"且不教民战"作为一个分句，"以"是介词，"不教民"作为

介谓"以"的宾语，只能是名词性结构，所以朱高说: 11 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

就捏"不教民"理解成"不教之民飞问题是，这样理解可不叮以?

单独着"不教民"，是述宾结构，从语法上说"民"是"教"的宾语，从意义上说"民"

是 u教"的对象，这时"教n 是"施教"义，"不教民"可以补足一个主语"圣人"或"君

子"。

一旦转换成"不教之民"，"教"如果还是"施教"义的话，"不教之民"就是"不教育

(别人〉的人们飞但看朱嘉等人的解释，是担"不教之民"理解成"不被教育的人们"的，

这样，"教押的意义就变了，成为"受教、被教"义，也就是说，"不(施〉教民"和"不(受、

被〉教之民n 不是罔义结构。这种分析可以用商个公式表示:

"不教民"之 u教" = ，t 不教之民叫不教育〈别人〉的人{门"之"教"

"本教民"之"教" 平止 "不教之民→不(受、被〉教育的人{门"之"教"

在先秦典籍中，"教"是不是表京"受教、被教n 的意思呢?通过考察《左传》、《论语》、

《老子队《孟子》、《庄子》、《葡子》等书，我们发现，"教"都是表示"施教气用于主动结

构，没有用于"受教、被教"义的:

典籍 在传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萄子

工员 目

"教"总数 44 6 35 5 36 52 

名词 13 10 3 10 20 

动词 施教 31 5 25 2 23 32 

受教 。 。 。 。 3 。

以 F例子值得注意z

(3) 无他，好在其所教，再不好应其所受教。(((孟子·公孙丑下)} ) 

(4) 将间菇见李彻臼"鲁君谓茹也曰: ‘请受教。'辞不获命，既已告夹，求知t

否.请尝荐之. ... ... " ( ((庄子·天地开)

"所教"与"所受教"对举，说明"敬"本身是个施动词，不表示被动、受动。

以下两倒也值得注意:

(5) 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庄子每窝宫>> ) 

〈的能去八戚.，先行四患，品始可教已. (<<庄子·潦父)) ) 

这商制的"教"都是表示"受动、被动"义，但都用在能愿词"可"的启圃. <<庄子》

中三倒表示"受动"义的"教"就是这种情况。"教押只有在和能愿动词连用时，才能表示

"被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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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例也能说明"教"表示"施动"义:

(7)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

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如i学;老J忠死，如j教;有思穷，别施也"

问苗子·法行)) ) 

上例中"教"、"学"对举，而且"老患死，如j教:有思穷，则路由"也反映"教"是"施与"
性质的行为。

以上分斩蛊示，"教"是施动性质的动坷，"不教民"如果扩展成"不教之民气只能是

"不教育(别人〉的人们气不能理解成"不〈受、被)教育的人们"。

再看下菌一例z

(8) 鲁欲侠，旗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快民.挟民者，不容於尧舜

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 ( <(孟子·告子下)) ) 

筒中"不教民商用之，谓之殃民"与《论语》中"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义相近，应是

孟子继承孔子的体现， {ê.f在不说"用不教(之〉民，谓之映鼠"南说成"不教民币用之"，

这世能说明"不教民"不能理解成"不(受)教〈之〉民"。

以上分析显示，"教"是"施与"性质的动词，即使在现代汉语中J4不教人"转换成为

"不教的人"，意思也是"不教(别人)的人"。所以，"教"的意义不允许把"不教民"当

成"不受教育的人民"来理解。
J愚以为，如果只能把"教"理解成施动意义的，这句话的醋句应该是: "以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J' 它的意患是: "因为不实行教化，人们互相争斗，这等于是据弃了他们J

捂"棋不教民战"断为一个分旬，是把"圾"作为介词J‘不教民"作为一个词钮，但

是， <<论语》…书"以"字共出现 211 次，介词"以"的宾话是动宾词组的，仅此一见。其

实"以"也是连词，义为"因为，由于。" 4例如: <<左传. i喜公十五年)): "郑以救公误之，
边失秦倍;'又: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J' 这第二个例

子，就是"以牛耳三十谓词性词组，十结果分句"结构，与"以不教，民战"同构。先秦文献

中类似的例子有:

(即 "人之有扶，霄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选之伴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或子

补黎民，亦臼殆哉。" (((尚书，事誓)} ) 

有时"以"后面的词组是主谓结构，但"以"仍是表示"因为" : 

(10) 宋以其总于普侠也，叛楚即秦.凡在传. {喜公十六年传)} ) 

汉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种句式也常见t

(11 )越五谓范蠢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α 为之奈何? " (((史记·越玉句践世家)) ) 

(1 2) 始皇翔之，大怒，自马的口频阳.克谢五剪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

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推忍弃寡人乎?" ( ((支记·五菇列传)} ) 

这是从"以"的用法来看，从"战"的意义来看，此处"战"并非"战争、打仗飞而是"争

斗". <<说文)): ..战，斗也。" ((汉语大词典)) "战"字第(1)个义项是"作战、战争"其中

4 汉语大词典编撰组: <汉语大词典>> (缩印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页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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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 l{亦泛指搏斗、争斗fs如《易·坤>>: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J'
那么， 66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反映了孔子这样的政治主张z 圣人要通过教化，使

人民模仁义、知礼仪，来避免争斗和战争，这样统治者才真正拥有了他们。否则，钗仅在政

治关系上管辖7人民，却不能从思想意识上控制他们的话，反而是把他们抛弃了。

这符合孔子的患想，也符合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孟子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

逸居雨无教，姆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可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期，长幼有序，朋友有倍。" 6 

按照传统的解释，把"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斯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强调的

是"教民币战"，这一班念与《论语》一贯的忠恕不符合，也与"教"的意义和用法不符合:

如果断句是"以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气则强调的是"实行教化，避免争斗"，这种思想

与孔子一贯的思想相协调，也符合"教"的意义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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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te on Collation in Lunyu 

YisanZHANG 

Abstract Acording to consistent thou在hts in the Lunyu, and uses of the word yf ( 以) and 

jião(教)，the sentence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must be int号rpreted as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Keywords Lunyu Punctuation Co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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