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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包括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硬笔楷书是指以钢笔、

圆珠笔、铅笔为主要工具，运用楷书的书写技法，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

布局等内容书写而成的汉字。硬笔楷书书法借鉴了毛笔起落流动和轻重缓急的方

法，使笔触更加丰富多彩，它是现代最普及、最广泛、最便捷、最有生命力、最

具时代感的书法表现形式。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传承国学，立德植根。这套丛书既是硬笔楷书书法教材，

也是中华十德经典教材，具有识字、练习书法、道德教育三重功能。书法植根于

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传统文化是中华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传统写字课，

只写字、练书法，忽视写字课立德树人的作用。本教材按照忠、孝、仁、智、信、礼、

义、勤、勇、廉十德分类组合的方式，编辑了十册中华道德经典楷书硬笔书法字帖，

并配有现代文的释义，集教育性、书法性、实用性、易读性于一体，练书法，学经典，

知十德，意在习得汉字硬笔书法基本功的同时，又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

边读、边写、边记、边理解、边实践，达到以书识字、以书习德、以书育人的目的。

    这套丛书按照“十德”的体例，编辑道德经典。忠德：忠的含义、忠诚爱国、

忠于职守、忠恕待人、忠厚正直；孝德：孝的含义、孝敬父母、养亲谏亲、兄友

弟恭 、尊长敬师；仁德：仁的含义、仁爱悯人、仁善助人、仁和容人、仁政爱民；

智德：智的含义、明辨是非、扬善弃恶、学以立志、学以求真；信德：信的含义、

诚实守信、自尊自信、信任互信、信仰信念；礼德：礼的含义、遵礼守法、礼敬礼让、

礼仪规范、礼节习俗；义德：义的含义、坚守道义、公平正义、重情重义、以义导利；

勤德：勤的含义、勤学敬业、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合理用度；勇德：勇的含义、

英勇无畏、自强不息、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见义勇为；廉德：廉的含义、知廉知耻、

廉不蔽恶、慎独慎微、廉洁修身。

    “中华十德楷书硬笔书法” 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和道德经典内容，适用于全日



制小学生、中学生及爱好汉字硬笔书法的学习者。为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我

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本书采用“中华十德”经典语句楷书体的基本笔画、用笔特点、结构方

法的临摹方式进行习练。书写时，最好选择碳素钢笔或黑色签字笔，对字帖上的

笔顺先后、间架安排、结构布局，仔细琢磨并从中找出规律，这样您会越写越有

兴趣。

    二、欲学写字，先正汝心。临摹前先仔细诵读经典，临摹时勿贪多贪快。先

求规矩，再求个性；先摹帖，再临帖；先“忘我”，再“有我”；先慢写，再快写；

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建议初学者先单本临摹，有功底后可选择多本临摹。

    三、无论诵读还是书写，贵在坚持，日积月累才会有所成就。每天用几分钟

诵读一篇或一节文字，然后认真对照原帖，一笔不漏地临摹一至两页，书写时间

至少在十五分钟以上。这样您不仅能习练书法、陶冶性情，更能以经典为伴、与

圣贤同行。

    四、提倡以此经典内容为蓝本，进行软笔书法练习和教师粉笔字基本功练习；

还可以在中小学开展十德经典楷书硬笔书法竞赛、十德经典楷书软笔书法竞赛、

十德经典诵读竞赛、十德经典演讲竞赛等活动。

    五、在临摹过程中，如果遇到书中所附的学习计划进程表不够用，可以复印

使用。

             书写经典是学习，是享受，更能助您成长。希望“中华十德楷书硬笔书法”

能成为您的好朋友。

        祝您学习愉快！

           

                                                            本书编写组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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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含义◎

译文：

不欺骗自己（的

内心）就叫作信。

译文：

诚信的人不会做

让自己内心惭愧的事。

译文：

孔子说 :“君子

讲诚信 , 但不拘泥于

小信用。”

译文：

有 人 问 什 么 是

诚信 , 我说 :“不违

背自己的诺言。”

——  宋·司马光《四言铭系述》

——  汉·刘向《列女传》

——  《论语·卫灵公》

——  汉·杨雄《法言·重黎》

不欺于己曰信。

信者不负其心。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或问信，曰：“不食其言。”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
也。

——  西汉·班固《白虎通义·论五性六情》

译文：

所谓信，就是诚

实可信、专一、坚信

不移。



译文：

诚 是 仁、 义、

礼、智、信这五常的

基础，也是人各种善

行的根源。

译文：

诚信是治国的根

本法宝。

译文：

大凡开口说话，

要以诚信为先，如果

欺诈荒诞，那又怎么

可以！

——  清·李毓秀《弟子规》

◎诚实守信◎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
源也。

信，国之宝也。

——  北宋·周敦颐《通书·诚下》

——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
妄，奚可焉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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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没有弄清之事，

不可轻易发言；听到

并不确切，不要轻易

就传。

译文：

许诺给别人的东

西，即使用千金来换

也不能改变。

译文：

一 句 话 说 出 去

后，四匹马拉的车子

也追不回来。

——  清·李毓秀《弟子规》

——  《增广贤文》

——  《说唐》

见未真，勿轻言，知未
的，勿轻传。

许人一物，千金不移。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事非宜，勿轻诺，苟轻
诺，进退错。

借人物，及时还，后有

——  清·李毓秀《弟子规》

译文：

不合义理之事，

不要轻易允诺，如果

随便承诺，做与不做

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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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借来的物品，要

爱惜使用，并准时归

还，以后若有急用，

再借也不难。

译文：

说 话 必 定 有 信

用，行动必定果敢。

——  清·李毓秀《弟子规》

——  《论语·子路》

——  南朝·梁简文帝《与刘孝仪令》

译文：

语言与行动应该

相互符合，始终一致。

——  《老子》

——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译文：

轻易许诺，必定

很少守信用。

译文：

君子一句话许诺

别人，即使千金也不

改变。

急，借不难。

言必信，行必果。

言行相符，始终如一。

轻诺必寡信。  

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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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十一·待物吟》

——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

译文：

待人接物诚信是

最重要的，有了诚信，

即可行走天下。

译文：

一个诚实的行为

足以消解千万种虚伪。

待物莫如诚，诚真天下
行。

一诚足以消万伪。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故怨远于其身。

心口如一，童叟无欺。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

——  《左传·昭公八年》

译文：

君子说的话，诚

实而有证据，所以怨

恨远于其身。

——  《增广贤文》

译文：

心里想的和嘴里

说的要一致，就连老

人和儿童也不能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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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译文：

得黄金百斤，不

如得到季布的一句诺

言。比喻做人要像季

布一样，讲信用 , 不

食言。

——  《论语·为政》

译文：

人如果没有信用，

不知他还可以做什么。

——  《论语·学而》

译文：

曾子说：“我每

天数次自我反省：为

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

力了？与朋友交往是

否真诚守信了？对老

师传授的学业是否认

真复习了？”

布一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
不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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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语·五仪解》

译文：

所谓君子，说出

的话一定忠信而内心

没有怨恨。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
而心不怨。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
也；不诚，未有能动者
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
已矣！

——  《孟子·离娄上》

译文：

极端真诚而不能

使别人感动，这是未

曾有过的事；不真诚，

是不能感动别人的。

——  《论语·子路》

译文：

君 子 要 言 语 谨

慎，对自己说的每一

句话负责，所以决不

能轻率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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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卫灵公》

——  《礼记·中庸》

——    战国·屈原《九章·抽思》

——  唐·韩愈《原道》

译文：

孔子说：“言语

忠诚守信，行为笃实

敬慎，即使到蛮貊地

区，也能行得通。”

译文：

只有天下最真诚

的心才能感化人。

译文：

自身的美德无法

向他人索取，远播的

美名不可能造假虚作。

译文：

那 么 古 人 所 说

的正心和诚意，都是

为了要有所作为。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行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
虚作。

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
意者，将以有为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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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译文：

古代那些要想在

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

德的人，先要治理好

自己的国家。要想治

理好自己的国家，先

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要想管理好

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先要修养自身的品

性。要想修养自身的

品性，先要端正自己

的心思。要想端正自

己的心思，先要使自

己的意念真诚。要想

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先要使自己获得知

识。获得知识的途径

在于认识、研究万事

万物。通过对万事万

物认识、研究后才能

获得知识；获得知识

后意念才能真诚；意

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

正；心思端正后才能

修养品性；品性修养

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

家族；管理好家庭和

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

家；治理好国家后天

下才能太平。上至天

子，下至平民百姓，

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

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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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
以修身为本。

——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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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
精不诚，不能动人。

造物最忌者巧， 万类相
感以诚。

——  汉·王充《论衡·感虚篇》

——  《庄子·渔父》

——  对联

译文：

人的诚心所到，

能感动天地，使金石

为之开裂。

译文：

所谓的真，就是

精诚到了极高境界。

如果不精纯、不诚实，

就不能感化人。

译文：

创 造 万 物 的 上

天最忌讳虚浮不实和

投机取巧的行为；世

界上万事万物都以其

“诚实、诚挚”的本

质在相互感应、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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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杨泉《物理论》

译文：

以诚信的态度对

人，天下人都会信任

他；而不以诚信的态

度对人，连妻儿都会

怀疑他。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
散尽还复来。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
之。

——  唐·李白《将进酒》

——  《史典》

译文：

上天生下我 , 一

定有需要用到我的地

方 , 需要我去完成。

金钱用尽了，这些散

失去的东西以后依然

会归来。

译文：

一个充满自信的

人，他对别人充满着

信任，别人也同样信

任他。

◎自尊自信◎

以信接人，天下信之；
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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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

译文：

天的运行康泰良

好，君子应该效仿天

而自己永不懈怠；地

的形势取法坤相，君

子应该效仿地而能承

担重大任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
难。

——  《论语·宪问》

译文：

君子认为嘴里说

的超过实际做的是可

耻的。

——  《论语·宪问》

译文：

一个人说话时大

言不惭，做起事来一

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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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李毓秀《弟子规》

译文：

切勿自己甘心落

后，圣贤境界虽高，

但常人循序渐进也可

达到。

——  西汉·刘向《列女传》

——  《论语·里仁》

译文：

诚 信 的 人 不 会

做让自己内心惭愧的

事，正义的人做事不

会只流于表面。

译文：

古时候，言语不

轻易说出口，是怕自

己的行动跟不上而感

到羞耻。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
贤，可驯致。

信者，不负其心；义者
不虚设其事。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
不逮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