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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到成都市中和中学范永杰校长办公室联系工

作，范校长对我说，老罗，我们学校提倡 “体验德育”，你给

孩子们写一点课外学习的读物吧，最好是 “国学”方面的，让

他们去体验古代先圣们的心智，在心灵世界里留下一点祖国的

传统文化。因为范校长推崇国学教育，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想

法，所以我当即表示赞同。

回到高新区教研室，我思索着具体写什么。对于当代中学

生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学习课程中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还应

当在课外多学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励志、修身、治学

方面，需要用凝聚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 “国学”来引导。浸润

心灵，涵养品德，这对他们的人生发展是颇有裨益的。然而这

种引导，不能靠说教，更多的是靠自我浸润、自我涵养。这使

我想到了会讲故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他用故事

赢得了读者，征服了中国，走向了世界。基于这样的思考，我

定下了编写的思路———重点以古代先圣励志、修身、治学的名

言佳句及故事来启迪学生，让他们从这些嘉言故事中，获得一

种生命与道德的启迪，一种智慧与文化的享受。

基于立德树人的思考，我随即拟订了写作提纲，从古代经

典著作中遴选出古代圣贤关于 “励志、修身、治学”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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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嘉言９６则，涉及古代经、史、子、集四大类２０多部国学经

典作品。遴选的原则是经典、精练、精准，代表古人的思想，

浓缩先贤的智慧，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有现实意义。每一则的

写作体例包括 “名句”“出处”“译文”“名句解读”“经典故

事”五个部分，寓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哲理性于一体，

形象生动，易于记忆，可读性强，具有感染力。

青少年人生要有大境界。这个大境界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

认识，来源于对古代圣贤智慧的学习。在拥抱人生大境界的过

程中，应有不断的生命觉悟。这个 “觉”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感

受、认知；这个 “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体会、领悟。本书

作为引导中学生的一部 “励志修身治学”课外读物，编纂的目

的是期待读者能从书中学习、借鉴、吸收精髓，从而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建构生命的大境界。

一则名句嘉言，就是一扇哲理的窗户，一位良师益友；一

则经典故事，就是一个心灵的世界，一面智慧的镜子。这本集

子，有２０万字左右，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也不敢说字字珠玑，

但可以说篇篇都是精品，只要翻一翻，就可以获得一些思想和

智慧的启迪；只要读一读，就可以获得一种静谧与超然的享

受；只要想一想，就可以获得一种励志与前行的力量；只要记

一记，就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与文化的浸染。当一个人静静地阅

读与思考这些文字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受到激情渲染，而是独

享宁静的时光———流淌的生命之河，不时会泛起智慧的涟漪。

读到意会之处，自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名句嘉言的理解和体悟，不能仅停留在它字面的含义

上，更要领悟句中蕴含的 “真、善、美”带给我们的启发，实

现优秀文化对心灵的浸润。读一则名句嘉言，就等于摘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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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生命之花！

多读一些这样的名句嘉言吧！积累得越多，就越能让你走

进永不枯竭而充满智慧与希望的生命的海洋！

开卷有益，我们期待着！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学校几位同仁的鼎力相助，他们是伍

先强、王昆、刘崇礼、龚徐冬、赵朝生、周崇新、戢雁、李道

霞、李苗、张蒙，他们是本书的编写骨干，在这里向他们致

谢！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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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篇

1

名 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出 处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

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

天德不可为首也。

——— 《周易·乾·象》

译 文

天的运行刚劲强健，君子因此不停息地发愤图强。龙潜在

水中，暂时不能发挥作用，因为阳刚之爻处在初爻之位。龙出

现在田间，君子之德，泽及天下。君子整天勤奋不息，反复践

行天道。相机而动，跃起上进，无咎害。飞龙上天，有利大德

大才之人出现。龙高飞到了极点，必有过悔，因为盈满的状态

不可持久。出现一群龙，都不以首领自居。

名句解读

“天行”就是 “天道”，“健”就是健壮、运动不息；“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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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是说天道日夜运行，四季交替，雷动风散，雨润日照，永

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在这种天道启发下人道的表

现。天道运行，一往无前，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作为人来

说，应该效法天道，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活力，树立奋发进

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经典故事

晋代的祖逖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可他小时候却不爱

读书。进入青年时代，他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广

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

长进。在他２４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他去做官，他没有答应，

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同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

琨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一天半夜，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

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

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

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银光飞舞，剑声铿锵。寒来暑

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

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俊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

能带兵打胜仗。后来，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

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

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公元３１３年，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进行北

伐。当他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眼望滚滚东去的江水，感

慨万千。想到山河破碎和百姓涂炭的情景，想到困难的处境和

壮志难伸的愤懑，他热血涌动，豪气干云，于是敲着船楫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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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祖逖所部纪律

严明，得到各地人民的响应，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

使得石勒不敢南侵。他自己也因而晋封镇西将军。

历史上这样的人和事很多。仲尼处在困厄之中而作 《春

秋》，司马迁受宫刑却完成了 《史记》，曹雪芹家境败落而写出

了不朽的 《红楼梦》。名人多出自磨砺，伟人多奋发于逆境，

强者是用努力和坚持锻造出来的。

2

名 句

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出 处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

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

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

矣。……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

气情不营则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则侵争不生，

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

——— 《管子·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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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

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

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

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

多而关系必然亲睦。……不要做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

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

迷惑则耳聪目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

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

名句解读

这两句的大意是：不要做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干没有益

处的事情。这两句话的原意是说圣明君主行事应讲究实效，不

要做于事无补的工作。现在可用以说明做事应该讲求效益，无

益之事不可为，无补之功不可做，不能枉费精力，毫无所得。

这个普通的道理，告诉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工作效

益，凡是无益处的事，应该坚决停办。

经典故事

大文豪苏轼爱民为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人称苏贤

良。他为官４０年，每到一处都能广交朋友，调查研究；访贫

问苦，扶危济困；集思广益，问计民众；科学施政，造福一

方。徐州抗洪率先垂范，带领百姓日夜奋战，采纳老和尚建

议，在清山凿渠，引洪水入黄河。杭州防疫亲自动手，采用同

乡秘方，发动众人配药，很快控制了瘟疫。他动员大家收养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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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上书废除溺婴恶俗，呼吁宽免百姓公债，修改害民衙规，

掩埋无主枯骨。

他在颍州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

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的建议，并且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这

是一项很能表现自己的政绩工程，是名利双收的事情。苏轼却

没有轻易地实施，而是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当他用当时的水平

仪进行测量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

河，河水势必倒流。于是，他有理有据地提出反对意见，使朝

廷收回成命，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浩大工程。

面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苏轼直言改革对百姓的危

害，主张关心百姓生活，劝告皇帝优先富民。为了百姓，他竟

敢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因

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但仍能因法便民，趋利避害，维

护一方百姓权益。《宋元通鉴》记载： “时新法日下，轼于其

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

革，苏轼站在百姓的角度，建议司马光吸收新法的合理部分，

并因此与司马光发生争执，又被排挤出朝廷。苏轼每离任一

方，百姓都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自发送别，场面感人，苏轼

坐船经过苏州时，岸上观者达万人。

苏轼一生中所作所为，只以 “能否与民有福”为宗旨，不

做无补于世的事，只为有益于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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