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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北朝时期的大学问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里不无感

慨地说：我7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每隔10年温习一

次，仍然烂熟于心。20岁以后所背诵的经书，只要一个月不温习，就全

不记得了。

这是为什么呢？颜之推指出：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

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子要及早教育，不可坐失良机。

现代科学研究也证明这一事实：人在青少年时期，记忆能力最强。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知识门类众多，但不管怎样，总有一些最基本的文

化知识需要我们硬记下来。学习和记忆这些知识的黄金时期，便是青少

年时代，尤其是13岁之前。

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非常重视在学童启蒙阶段的诵读训练。传统

的启蒙教材有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

《千家诗》，这些诗都是用韵文写的，实际上是押韵的诗歌，小孩子念

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认得较多的字后，便开始学习“四书”，即《大

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种书是儒家最基本的典籍，是

儒家圣人对为人处世基本原则的集中论述，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至关重

要。这些书的内容不要求学生能理解，但必须硬背下来，因为少年儿童理

解能力有限，而经书的内容又相对深奥，不妨先让小孩子背下来，等长大

了也就自然明白了。

旧时私塾儿童背书，有“背带书”、“背理书”、“背年书”、“挑书”

之说。小孩子刚开始读这些书时，普通资质的，每天背两三行就可以了，

若是聪明一些的或者年纪再大一些的，可以酌量增加。第二天要求背诵

头天学过的内容，如果背不出来就让他接着读。每天都要检查前些天所

学内容的背诵情况，这叫“背带书”；以前背过的整本书，也要随时抽背，

这叫“背理书”；一年终了，要让小孩子将一年所学过的通背一遍，这叫

“背年书”。如果背不出来，就要重读，直到准确无误地背出来为止。对

于已经背过的书，还要时不时抽取其中的一句，让小朋友背上下文，这叫

“挑书”。只有这样，才能让小孩子把书背得滚瓜烂熟。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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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蒙学教育固然有其片面性，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又恰恰是最科

学的。因为人类的知识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解性的，一种是记忆性

的。掌握偏记忆性的知识，唯一的方法是硬背。背书要练童子功，宜早不

宜迟。过了青少年时代再来补课，就会事倍功半。况且旧时私塾所提倡

的“背带书”、“背理书”、“背年书”、“挑书”等一系列背书方法，是多少

代人的经验总结，与科学记忆方法正相吻合。

传统蒙学重视诵读，实际是强调“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宋代的儒

家大师朱熹就说过，读诗唯一的正确方法就是“涵泳”，也就是反复诵

读，读得烂熟了，慢慢地有所体会，这种体会才会在心灵里扎根。传统蒙

学并不是不要理解，而是提倡潜移默化地理解，在诵读的过程中，得到文

化熏陶。孔子说“诗可以兴”，也是说在诵读诗歌的时候，内心油然生发

美好的情感。

传统蒙学是在恰当的年龄，用最有效的方法，教育青少年学习文化

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和语文教育，很有借鉴意义。为了让青少

年能系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循序渐进地诵读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优秀典

籍，真正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中国人，在众多的教育专家、学者和机构

的支持下，我们精心编写了此套《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在高度重视传统蒙学教育成功经验的同时，

力求融进现代教育观念。本书在编写规划方面选择了以《弟子规》、《三

字经》为代表的传统蒙学读本；以《声律启蒙》、《中国古典诗词欣赏》为

代表的诗歌美育读本；以《论语》、《孟子》、《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国学

经典读本。在内容编制方面，按学生年龄特点开设中国传统历法与节日、

中医与儿童保健、中华民俗文化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欣赏、中国书法艺术欣

赏、中国绘画艺术欣赏、中国古建筑美学欣赏等学习模块。《中国传统文

化读本》把国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研修和诗词美学欣赏三大体系有机

地融为一体，并独立成为完整教学序列。

本书作为一套系统的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在编写当中难免

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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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经典古籍为其核心，并以之为载体传

承着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和优良美德。其中有“天下为公”的理念；“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操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的雅量；“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见贤思齐”、“无欲则刚”的境

界；“高山流水”般的友谊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

“固本”作用，应该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来实现幼儿养性、蒙童养正、

少年养志、成人养德；同时，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普及以国学思想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将对提高我国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带来深

远的影响，亦将是我们民族复兴与经济腾飞的坚实基础和原动力。

进入21世纪，我们的世界虽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不同宗教

信仰的矛盾、种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

显尖锐。作为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尚存的国家——中国，文化

传承几千年绵延不断仍然弘扬光大至今，中华民族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其中必然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诉求。2007年课题启

动之初，来华洽商合作的加拿大温哥华教育局劳斯先生与我们见面时的

第一句话犹在耳畔：“我们非常钦佩中华民族，你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建

立公平的公仆选拔制度（科举）的国家，而且中华民族数次被外族入侵

和占领，但是最后外族的文化完全被汉文化同化和湮灭，这足以证明文

化的力量。”劳斯先生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

认识的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其实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就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

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Ⅲ

孟子上.indd   5 2012-5-31   15:27:28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国人对待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这很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许多

实际问题。例如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他把人性设计为 “四心”，即恻隐

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若我们从小教化孩子有恻隐之

心，是否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成人有恭敬之心，是否

有助于团队执行力的提升？朋友、同事、家人之间有辞让之心，是否能

有助于和谐社会的营建？民族有是非之心，是不是能让我们团结一致而

奋勇向前？

此书作为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幼儿及基础教育阶段传统文化教育普及

读本，是“十一五”教育部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课题组在众多专家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幼儿及基础教育阶段的

课程目标、课程规划、专业教材、师资培训标准、教学教科研指导、课题

实验校管理等多个环节做了深入研究和科学实验。

《孟子》是儒家思想中重点论证“仁政”和“修养”学说的经典巨

著，在节选其中经典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课堂——

中国绘画艺术欣赏”。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

初的岩画、陶绘、壁画，再到卷轴画、扇面等，构成了琳琅满目的绘画史

长廊。中国绘画艺术以毛笔、墨、纸、绢为主要工具，重笔墨、讲气韵、

求意境，是风格鲜明、形式独特的视觉艺术，在东方及至世界艺术之

林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此教学模块选取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

现当代知名绘画家的著名作品，并附有作品赏析。许多中国古代、近代的

知名画家，都是重德修心之人，他们推崇人品至上，注重涵养。正因为

他们行得正，才能画出真正令人动容的佳作。通过欣赏这些优秀作品，

使青少年充分领略艺术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在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鉴赏水平的同时，更能深刻体会儒家思想的深邃意

境以及高尚追求。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郭福昌（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国家副总督

学）、郑增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滕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原副所长）、柳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普颖华（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等有关专家给予了热心指导。此外，徐俊德、张秀萍、张颖辉、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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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鹏亘、曾少雄、喻晓峰、唐元滇、唐元黔、佟明晶、晋显富、赵建国、董

景新、赵竟中、姜连生、李晓林、刘博新、玉德山、律金华、唐夏、冯剑

飞、刘厚蝶、肖峰旭、杨惕若、李辉、卢文超等各界人士也都给予了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秘书长  

                                                            张 健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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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怎样一本书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名轲，

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孟子远祖是鲁

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继

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

“孔孟”。 

《孟子》全书共7篇，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

政治活动。孟子主张德治，提出“仁政”，“王道”思想，书

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

夫精神及“民贵君轻”的思想等，都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思

想遗产。

本书为《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孟子》上册，精选了从

“梁惠王上”到“公孙丑下”的经典语录，

并附有相应的历史故事及“中国绘

画艺术欣赏”等教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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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君子不言利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

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译解】

苟：假如。 餍（yàn）：满足。 遗：遗弃。

假若不考虑公义而把私利放在最前面，那么这样的人不把国君的家产全

部夺为己有，就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有讲仁义的人会遗弃其父母的，从来没

有讲仁义的人不尊重其国君的。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讲利呢？

【拓展】

君子不言利，一直是儒学的传统。孟子在这里讲的君子不言利，并不是说

君子一点利都不要，他要强调的只是不要把利看得太重。孟子在这里把不言利

说得这么坚决，是有感于有人太唯利是图的缘故。

【链接】

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为了身外的浮名，牺牲自己的良心。 

                                                      ——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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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亦走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

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

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孟子·梁惠王上》

【译解】

填然：鼓声。 鼓之：打鼓。 兵：兵器。 走：逃跑。古时慢走叫步，快走

叫趋，快跑叫走。 直：只，不过。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喜欢打仗，就让我用打仗做比喻吧。战鼓咚咚地敲

响，士兵手握兵器刚一接触就丢下盔甲、拖着兵器逃跑了。有的跑了一百步停

下了，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

大王您如何看待此事？”梁惠王说：“这不行。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只是没

跑到一百步罢了，但那同样也是逃跑啊。”

【拓展】

跑一百步是跑，跑五十步也是跑。数量（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逃

跑）是一样的。孟子反对那些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人，认为要改变面貌，就一定

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而不能只做一些表面好看而实际一样的事情。

【链接】

平生只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               ——《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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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与仁义

齐国有个叫冯谖（xuān）的人，寄居在孟尝君门下为食客。有一次，

冯谖自告奋勇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临走，冯谖问需要购置什么东西，孟

尝君随口说：“你看我缺少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冯谖来到薛地，通过当地的官员把应当还债的百姓召集到一起，

等债券全部核对无误，冯谖假托孟尝君的名义，把收债的款项全部返

还给了百姓，并当场烧毁了债券。冯谖的举动引来了那些欠债百姓的一

阵阵欢呼和感谢。不到中午，冯谖就回到齐国。孟尝君觉得他回来得

过快，就问冯谖：“先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冯谖答道：“债款收完

了。”孟尝君问：“那债款买了什么？”冯谖说：“您不是说让我买些您家

里缺少的东西吗？我私下想，珍宝佳人、良犬骏马，您应有尽有，但就是

缺少‘仁义’；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为您买回了‘仁义’。”孟尝君反问他：

“买来仁义能做什么？”好像很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被齐王辞退。当孟尝君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地时，百姓

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给我买的仁义，我今

天算是看到了，我明白仁义的用处了。”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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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绘画艺术欣赏

顾恺之（348？—409)，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东晋画家、

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工诗赋，善书法，有“才绝、画绝、痴绝”之

称。他的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凡人物、佛像、禽兽、山水皆

能，绘画师法卫贤，行笔细劲连绵，如春蚕吐丝，行云流水，出之自然。

画人物尤善点睛，自云：“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

堵(眼珠)之中。”相传有一天，他为殷仲堪画像。殷先生有眼疾，担心画

不好，因而不愿入画；顾恺之再三保证，画出来包君满意。怎么画呢？顾

恺之用“飞白”的技巧作画。飞白指的是笔画露白，仿佛枯笔所写。顾恺

之用飞白的巧妙手法处理殷仲堪的眼睛，既传神，又不失其美，令人赞

叹不已。

唐张彦远评其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顾恺之精通画论，著

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书。他提出的“迁想妙

得”、“以形写神”等著名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主要作

中国传统文化小课堂——中国绘画艺术欣赏

顾恺之《女史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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