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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一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言行一致指的是说的和做的完全一个样。言行一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

一项基本行为准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教育等

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原则。言行一致，换言之，也就是说要讲诚信。古人云:

“行不率则众不从，身不先则众不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一个社

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成员的诚

信素质和诚信意识。

言行一致的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形成了“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睦，业无诚信不旺，国无诚信不

稳，世无诚信不宁”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言行一致于国家而言，就是执政者要政出必行，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以信取民，以信立国。信，国之宝也，诚信作为一种为政之道，自古被认

为是治国安邦的法宝，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先秦时，商鞅为了变法，而“立木取信”; 三国时曹操为了令行禁止，“挥

剑割发”; 隋文帝为了取信于民，严惩恶子，感召天下……这些都说明言行

一致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统治者是否言

行一致，是否讲诚信，是否取信于民，是导致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

言行一致于企业而言，就是要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只有

这样，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一

个企业要永续经营，首先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用户的承认。企业对用户真

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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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良好的信誉是企业生存的命脉。

言行一致于个人而言乃是立身之本。做人就要言必信，行必果，说到

做到，表里如一，与人交往中形成良好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主要有两件

事，一是做人，二是做事。古人说得好: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

者名节。”春秋时期，程婴言行一致，舍子救孤; 范式不辞辛苦，千里赴

约，用行动诠释了友情的内涵; 裴度拾金不昧，救人于危难，最终成为闻

名天下的政治家……可见，古往今来，凡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都能

身体力行地做到言行一致。倘若一个人没有诚信，那他在世上就无法立身，

也难以成事。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言行一致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价值观，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社会风气，形

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使整个社会洋溢着和睦、和谐的

氛围。

言行一致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立身之本，是高尚的人格要求，

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基本要求。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有希望则国就有希望。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肩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青少年的信用意识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关系到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未来的建设。所以，青少年朋友们要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从

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做一名合格的中学生。只有言行一致，才能立足

于社会; 只有言行一致，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 只有言行一致，才能赢得

别人的信任。

本书精选了古今中外言行一致的美德故事，分为 “守诺践约”、“以信

立国”、“秉公执法”、“襟怀坦白”、“精忠报国”、“表里如一”六个部分。

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能更好地帮助青少年朋友们养成言行一致的好习惯，

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让传统美德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开出更加绚烂

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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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诺践约

桐叶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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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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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

“桐叶封弟”又可称为 “剪叶”，出自 《吕氏春秋》。这个典故与周公

旦有关。

周成王，西周国王，姓姬，名诵。他父亲周武王死时，他年纪还小，

由他的叔父周公旦摄政。

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小弟弟叔虞在宫

中的一棵梧桐树下一块儿玩耍。

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风过后，地上留下

了许多梧桐叶。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

个 ( 当时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 “圭”，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

笑的语气对他说: “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

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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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跑去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叔父周公。

当时周公仍代替尚是稚龄的成王执掌国政，听了叔虞告诉自己的话，

便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 成王不解地问: “叔叔，你为什

么要特地穿上礼服，赶来向我道贺呢?”面对周公的道贺，早已将此事忘得

一干二净的成王，不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周公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 “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

小弟弟叔虞!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那件事啊!”这才想起此事的成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 “刚

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

不料，成王话刚说完，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沉下脸色对成王说: “无论

是谁，说话都要言出必行; 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

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呀! 倘使你总是罔顾信

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格做一国的天

子吗?”

程婴舍子救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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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高则诚

程婴，春秋时期晋国人。他是晋灵公、晋成公在位时老相国赵盾的门

客，是个忠诚守信、言行一致之士。

公元前 620 年，晋襄公死后，七岁的儿子做了国君，就是晋灵公。晋灵

公长大以后很不成器，终日吃喝玩乐不理朝政。他非常讨厌赵盾，因为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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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是个忠诚老实的大臣，为了晋国的霸业，经常干涉晋灵公的行为。同朝

大臣屠岸贾却会百般奉迎，所以晋灵公很得意他。在屠岸贾的助长下，晋

灵公更加不务朝政，做事没有分寸。他用弹弓随便打宫外行人，残害百姓;

对厨子稍不满意，就大卸八块。对赵盾的耿耿劝谏，非但不听，反而恨之

入骨。他和屠岸贾多次设计杀害赵盾。但均因义士相救，而未能得逞。后

来，赵盾的叔伯兄弟赵穿用计，把晋灵公杀了。

晋国立晋成公为国君。晋成公非常信任赵盾，还把自己的女儿庄姬嫁

给了赵盾的儿子赵朔为妻。从此，赵家有了很大的势力。

晋成公、赵盾、赵穿相继去世以后，晋景公做了国君。晋景公非常傲

慢，喜欢奉承。屠岸贾又得了宠。屠岸贾因为跟赵家有仇，就利用晋景公

害怕赵家势力越来越大的心理，以赵穿刺杀晋灵公一事为罪名，把赵家满

门抄斩。只有赵朔的媳妇庄姬幸免，因为她是晋景公的妹妹。这时，她已

怀孕，晋景公说，要是生个男孩，就把他杀死，以免后患。于是，屠岸贾

天天探听庄姬的消息。

赵家有两个门客，一个叫程婴，一个叫公孙杵臼，二人都是老相国赵

盾的心腹人。他们二人一心要救赵家的孤儿，长大之后好给赵家报仇。庄

姬生下一个儿子，在田后的帮助下，被程婴救出宫去。屠岸贾暗中派人到

后宫打探，听说庄姬生个女孩，才生下来就死了。屠岸贾起了疑心，他得

到晋景公的许可，亲自带人进宫去搜查孤儿，没有搜出来。他断定那个孩

子一定被偷出去了。为了斩草除根，就发了一个通告: “有人报告赵家孤儿

去向的，赏黄金一千两。有敢偷藏的，全家死罪。”同时，他派出许多人到

处搜查，凡是有婴儿的人家，无一漏过，见到可疑的男婴，就一律杀掉。

在这种情况下，程婴和公孙杵臼商量救孤儿的办法。公孙杵臼问程婴

说: “抚养幼儿跟慷慨就义哪一件事难?”程婴说: “死了倒是容易，抚养幼

儿可就难了。”公孙杵臼说: “那么，就请你担任那件难做的事，容易的让

给我吧。”他决心以死来救孤儿，让程婴把孤儿扶养成人，将来为赵家报

仇。程婴答应了，并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杵臼，换出了孤

儿，并假装去向屠岸贾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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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婴带领屠岸贾，在公孙杵臼家里搜出了婴儿。公孙杵臼高声大骂程

婴: “该死的东西! 你还有天良吗? 你我约定救护孤儿，谁知你贪生怕死，

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丧尽良心! 你为了贪图千金重赏，变成了畜牲! 你

怎么对得起赵家的冤魂? 你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程婴不敢开口，只有低

着头流眼泪。屠岸贾当着他们的面将假孤儿摔死。公孙杵臼指着屠岸贾骂

不绝口。屠岸贾立刻吩咐武士把他砍死。事后，屠岸贾赏给程婴一千两金

子。程婴流着泪说: “小人只想自己免罪，保住自己的儿子，才告了密，并

不是为了贪图重赏。现在我成了不仁不义之人，要是大人体谅小人的苦衷，

请把这些赏金作为掩埋赵家和公孙杵臼用吧，小人就感恩不尽了。”屠岸贾

答应了他的请求，程婴拜谢出去后，急急忙忙去办理埋葬的事。

程婴虽然舍弃亲生的儿子救了赵家孤儿，反落得晋国上下留骂名。程

婴骗过屠岸贾，就带着孤儿，投奔他乡，隐居起来。他忍辱负重 15 年，用

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当初的诺言，终于把孤儿抚养成人，练成一身武艺。后

来在司马韩厥等大臣们的帮助下，孤儿终于报了大仇，并用屠岸贾的人头

祭奠了赵家死去的冤魂。这时，晋国上下才知道程婴的为人，从此，程婴

忍辱负重、诚义守信的美德广为流传。

季札挂剑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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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接人，天下信之; 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

———杨泉

春秋时，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名叫季札。据说这位季札

公子天资聪颖，仁爱有德，吴国上自群臣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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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他。

吴王寿梦临死的时候，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大臣们也都同意。可是

季札坚决不接受，他说: “我上面有三位哥哥，他们都是有才有德的人，怎

么能够废弃年长而贤明的哥哥，立年幼而无才的弟弟做国君呢?”

寿梦无奈，只好留下遗嘱，把王位传给了季札的大哥。等到丧事办完，

大哥带着大臣们来找季札，一定要把王位让给他。可是，他们扑了个空，

原来季札听说大哥要来让位，已经预先躲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种地去了。

这以后，王位从大哥传到二哥，又从二哥传到三哥。每一次，他们都

想让位给季札，而季札总是推辞不受。实在推辞不掉，他就躲到别的国家

去住一段时间，等哥哥当了国王，他才回来。季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

来，他是个诚实谦虚的人，总是看自己的缺点多，觉得哥哥比他更适合做

一国之主; 二来呢，季札对文艺更感兴趣，他从小多才多艺，精通文学、

音乐和击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受政治的约束。所以，季札一

生没有做官，总是云游四方，天下各国到处都有他的朋友。

季札虽然不愿继承王位，但是他并非不关心国家的事情。当他外出周

游列国的时候，常常带着国家的使命，拜访各国的君王和大臣，商议有关

的国家大事。哥哥们都知道季札在外面朋友多，威望高，也愿意把一些外

交联络的使命托付给他去办。

有一回，季札出使经过邻近的徐国。徐国的国君早已仰慕季札的人品

和才学，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季札发现徐君也爱好文艺，而且

剑术高妙，为人又热情爽朗，觉得真是遇到了知己朋友。徐君对季札也是

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他甚至比人们传说的还要高雅，热情有才气。两人

一边饮着美酒，一边纵论天下大事，他们越谈越知心，越谈越舍不得分开。

一天，两人又在庭院中饮酒，季札对徐君说: “久闻陛下剑术为天下一

绝，前两天只听您谈论剑道，还未曾亲眼见您的身手，今天能否让我一饱

眼福?”

徐君也不推辞，站起身，就从肋下抽出宝剑。那时候，有身份的人都

随身佩带宝剑，连国王也不例外。像徐君这样喜爱剑术的人，当然更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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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身了。只见徐君走到庭院当中，丢开一个架式，就舞起剑来。真是好

剑术! 一支剑舞起来，就如百条银蛇上下翻飞，只见寒光，不见人影。等

到徐君忽然一个收式，立在原地对，那只剑已经在不知什么时候插回到他

肋下的剑鞘里了。

季札拍手叫好，徐君连忙说: “献丑了! 我早听说公子不仅剑术精妙，

而且有一柄神剑，是贵国的传世之宝，今日能否也让我见识一下呢?”

季札从腰间解下自己的宝剑，递给徐君看，说: “就是此剑，请陛下

过目。”

这柄剑长不满三尺，剑身很薄，虽然剑把上镶着名贵的宝石，但一般

人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季札解释说: “此剑极为锋利坚韧，削铁如

泥就不用说了。此外，它还有一样奇绝之处，就是能够把最柔软无力的东

西一挥两段。”

说着，季札让随从爬到树上，从上面扔下一块丝绢，那丝绢飘飘忽忽

地落了下来，大家一看，这么软绵绵的东西飘在空中，怎么能把它削断呢?

再看季札，已经把剑插回到腰间，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饮了一口酒。等到

那丝绢落到两人多高的时候，只听呼的一声，季札已经从座上跃起到空中，

大家谁也没看清他的剑是怎么拔出来的，就见寒光三道，季札又落回到桌

旁坐下。再看那块丝绢已经变成四片，刚好也飘落到地上。

大家愣了一会，才都高声叫起好来。徐君又要过宝剑来欣赏，连声称

赞道: “真是神剑，神剑啊!”

接下来的这一天，季札发现徐君无论谈论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目

光老是不由自主地落在自己腰间的那柄宝剑上。他当然知道，徐君爱剑如

命，见到一柄好剑，自然是非常想得到。季札是个豪爽仗义的人，要是别

的东西，他早就拿出来拱手相送了。但这柄剑可不是寻常之物，它不仅是

自己最喜爱的宝贝，而且是传国之宝，是自己作为国家使节的一件信物。

现在出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拿出来送人呢? 他真有点为难了，因

为他的确很想满足这位好友的心愿。

徐君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他对这柄剑爱得不得了，可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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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好意思开口。为了不让季札为难，他干脆强迫自己不再看那柄剑了。

几天后，季札要上路了。分手的时候，徐君依依不舍，再三嘱咐季札

一路上小心保重，还把自己许多珍藏的宝物送给季札。两人挥泪而别。季

札的马车已经走出一里多地了，徐君仍然站在那里挥手。季札回首看着徐

君的身影，心里默默地说: “徐君，请放心。出使回来，我一定来看你，那

时我会把宝剑双手奉送给你。”他抬头看了看蓝天，心里暗暗发誓，表示决

不食言。

数月之后，季札出使归来，又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在不久前意外

地去世了。季札赶到墓前，痛哭起来。他后悔上次没能同徐君多相处一段

时间，怨恨老天竟然让这样一位英才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按照礼节，季札

在墓前祭祀了三天三夜，每晚他都坐在墓碑下，默默地流泪。

第四天一早，季札要离开徐国回吴国了。他又在墓前祭祷了一番，临

走时，他郑重地解下那柄宝剑，轻轻挂在墓前的松树上，嘱咐守墓的徐国

官员看好宝剑。然后说: “徐君，原谅我不能在此长守了，这柄剑是我答应

送给你的。现在我把它留下，你见到它，也就如同见到我了……”

等季札登上马车后，一位随从对他说: “公子，这剑是稀世之宝，把它

挂在墓前未免可惜了啊! 再说，我们也从没听您许诺要把它送给徐君呀。”

季札头也不回地答道: “这剑早就该送给他的，当初虽然没有奉送，可

我心里早已许下了诺言。如果因为朋友去世了，就违背诺言，那我季札还

能算个诚实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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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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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

人矣。 ———荀子

魏武侯派吴起担任西河太守，西河西边是秦国，秦国有个岗亭靠近秦

魏边境。驻守岗亭的秦国士兵经常来西河骚扰边民，西河百姓深受其害。

因此，吴起一来，就决心拔掉这个钉子。

可是，吴起手下兵力不足，临时征兵又很难征到。怎么办呢? 他想了

一个主意。

一天，吴起叫人把一根车辕子搬到了北门外面，并把它斜靠在北门的

一侧，旁边贴张告示: “如果有人能将这根车辕子搬到南门外面，本太守将

赏给他良田二十亩，上等住宅一套。”落款处是吴起的亲笔签名，并赫然盖

着“西河太守”的大印。

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人围着车辕子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动手去搬。

一直到傍晚时分，北门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看了看告示，

又看了看车辕子，将信将疑地问那负责监守的士兵: “这是真的吗?”

那士兵回答: “你没看见太守的大印吗?”

小伙子心里还有些狐疑，但他决定试一试。于是，他扛起车辕子，迈

开大步，穿过繁华的闹市区，一直送到南门外面，小伙子身后跟着一大群

看热闹的人。他们一方面嘲笑小伙子白日做梦，想得到天上飞来的横财;

另一方面也想看看结果究竟如何。

负责监守的士兵看见车辕子送到了指定地点，就领着小伙子进了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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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一会儿，小伙子出来了，他满心欢喜，手里拿着太守赏给的田契和

房契。看热闹的人见了，眼红得不得了，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不试一试。

第二天，吴起又叫人把一石豆子放在东门外，出告示说: “如果有人把

这石豆子送到西门外面，本太守将像昨天一样给予奖赏。”

这一次，人们都争着去搬豆子。搬运的人同样得到了赏赐。自此以后，

西河百姓都知道了，新来的太守言出必践，很守信用。

吴起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就出了第三张告示: “本太守明天将领兵攻打

秦国的岗亭，为西河百姓除害。现在大量征收壮丁，希望大家积极参军。

攻打岗亭时，首先攻上去的，将封为国家的大夫，赏给上等的住宅和田

地。”落款处依然是吴起的亲笔签名和西河太守印。

百姓见了告示，都争着报名参军，不一会儿就征收足够的兵丁。第二

天，吴起率领人马向秦国岗亭发起猛攻，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一个早晨

就把秦国的岗亭拿下来了。

魏文侯不负山野人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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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言，信为先。

——— 《弟子规》

魏文侯姬姓，名斯，魏桓子之孙。从公元前 445 年封侯至公元前 396 年

去世，在位执政 49 年。

周王朝末期，中央统治昏庸无能，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征战兼并领地，

扩张势力，希望以此来称王称霸。魏文侯为了富国强邦，广征英才贤士，

来辅佐他成就霸业。他礼贤下士，言出必诺，表里如一。臣下魏成向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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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德之士，魏文侯都拜为国师，留在身边

随时请教。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宅时，都要在车上俯

首行礼，以示尊敬。他虔诚敬贤的事迹传开后，四方贤德之士接踵归附。

魏文侯还是一个虚怀若谷、倾听臣下劝谏的人。

一天，魏文侯与国师田子方一起饮酒，乐师奏乐助兴，钟鼓琴瑟，管

弦丝竹，好不热闹。忽然，文侯侧耳倾听少许，说: “编钟的乐声有些不协

调，好像左边高。”田子方微微一笑，不以为然。魏文侯十分诧异: “你笑

什么?”田子方躬身一揖，诚恳地说: “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

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可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

责。”魏文侯听罢，欣然接受，起身道谢，并称赞说: “国师您说得太对啦!

我一定记住这些忠言。”大将乐羊攻打中山国，尽占其地，魏文侯把这些领

地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他得意地问群臣: “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异

口同声说: “您是仁德君主!”只有任座不肯阿谀，直言说: “国君您得到了

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

文侯闻听此话，勃然大怒，任座拂袖愤然离去。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

答说: “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 “你何以见得?”翟璜说: “臣下我听

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

是仁德君主。”一席话，说得魏文侯有所领悟，转怒为喜，立刻派翟璜去迎

任座回来，并亲自迎下殿堂，奉为上宾。

魏文侯不仅对自己的臣子虔诚守信，就是对一般百姓也是言出必行。

有一次魏文侯大摆酒宴与群臣同乐，菜香酒醇，鼓乐喧天，君臣喝得

意酣情浓，神彩飞扬。正欢乐间，外面风雨大作，见此情景，魏文侯放下

玉爵，起身招呼侍臣备车。左右群臣对国君的突然决定感到奇怪，不解地

问: “我们君臣饮酒正在兴头上，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

魏文侯挥挥手，说: “郊外山野。”大家都疑惑地你瞅瞅我，我望望你，谁

也不知道大王究竟要干什么。魏文侯怕扫了群臣的兴头，于是耐心解释说:

“我和山野村长约好今天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那边的会

面约定。”说完登上车，亲自奔赴山野之中与相约之人见面，告诉他，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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