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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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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含义◎

译文：

是非之心，是智

的萌芽。

译文：

因此，人固有的

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能

就叫知。这种本能与

客观万物相结合就叫

智慧。

译文：

俗语说：“愚笨

的人在事成之后还不

明白是怎样一回事，

聪明的人却能预见到

那些还未显露出萌芽

的迹象。”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
知。知有所合谓之智。

语曰：“愚者暗于成事，
知者见于未萌。”

子贡曰：“学不厌，智

——  《孟子·公孙丑上》     

——  《荀子·正名》

——  战国·商鞅《商君书·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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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子贡说：“学习

而不知满足，是明智；

教育而不知疲倦，是

仁爱。”

译文：

识别他人的人可

谓智慧，了解自己的

人可谓聪明。

译文：

玉石不经过琢磨，

就不能用来做器物，

人不通过学习，就不

懂得道理。

也；教不倦，仁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义。

富贵家宜学宽，聪明人
宜学厚。

——  《老子》

——  宋·王应麟《三字经》

译文：

富贵人家应该多

学些宽容，聪明人应

该常修习厚道。

——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集醒》

——  《孟子·公孙丑上》     

◎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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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学 习 就 不 会

成才，不提问就不会

知道。

译文：

心有困惑疑问，

随手要记笔记，时时

向人讨教，求解确切

含义。

译文：

广 泛 地 学 习 知

识，详细地询问，慎

重地加以思考，明确

地辨别是非，踏实地

去实践。

心有疑，随札记，就人
问，求确义。

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  清·李毓秀《弟子规》

——  汉·王充《论衡·实知篇》

——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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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广 泛 地 学 习，

而且能坚定自己的意

志，诚恳地提问，而

且深刻地思考，仁就

在这里面了。

译文：

学习必须以思考

为根本 , 思考就能得

到知识 , 不思考就得

不到知识。

学则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

——  《论语·为政》

——  《论语·子张》

——  宋·晁说之《晁氏客语》

译文：

只是学习，却不

思考，就会罔然无知。

只是思考，却不学习，

就会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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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谓之知，非
是、是非谓之愚。

问知。子曰：“知人。

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
问。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

——  《论语·颜渊》

——  明·吕坤《呻吟语·问学》

——  《增广贤文》

译文：

在 你 面 前 说 他

人的坏话，自然也会

在他人面前说你的坏

话。这样的人本身就

是搬弄是非之人。

译文：

（樊迟）问什么

是智。孔子说：“善

于识别人。”

译文：

能辨别真假，是

一种大学问。

”

——  《荀子·修身》

译文：

能 够 肯 定 正 确

的、否定错误的才是

智慧的表现，把对的

认为是错的、把错的

认为是正确的，那就

是愚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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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
言逆耳而利于行。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

——  《孔子家语·六本》

译文：

好 药 大 多 是 苦

的，但却有利于治病;

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

数是不太好听的，但

有利于人们改正自身

的缺点。

——  《论语·公冶长》

译文：

先前我对别人，

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

的行为；如今我对别

人，听了他的话还得

观察他的行为。

——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卷九》

译文：

路途遥远，才能

知道马的脚力大小；

时间长了，才可识别

人心的善恶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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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
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  《论语·学而》

——  《论语·学而》

译文：

孔子说：“君子，

吃饭不贪求满足，居

住不贪求安逸，做事

勤敏，说话谨慎，求

教于有道德的人来端

正自己，这样就可以

说是好学的了。”

译文：

孔子说：“不担

忧别人不了解我，担忧

的是我不了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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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

事但观其已然，便可知
其未然；人必尽其当然
乃可听其自然。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
的功夫。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
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

——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贵直论》

译文：

大 凡 智 慧 的 可

贵，就贵在能事先察

知事物的变化上。

——  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译文：

遇事只要观察已

经表现出来的情形，

就能预知还没发生的

状况。一个人一定要

先尽到自己的责任，

才能达到听其自然的

境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

中
华
十
德  —

—
  

智
德

在；只说一个行，已自
有知在。

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
力而不伐功。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

——  明·王阳明《传习录·徐爱录》

——  《墨子·修身》

译文：

知是行的目的，

行是知的实践；知是

行的开始，行是知的

成果。如果领会了这

一点，只说一个知，

已经自然有行存在；

只说一个行，知也自

然存在了。

译文：

有智慧的人心里

明辩却不多说，做得

多而不夸耀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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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译文：

有志气有作为的

男子汉处理事情的时

候，讲求是非曲直，

不管是福是祸；有才

能的人著书立说，重

视端正公平，尤其崇

尚精细周详。

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
贵平正，尤贵精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

——  《论语·述而》

译文：

三人同行，一定

有我可以学习的人在

其中。选取他们的优

点跟着做，了解他们

的缺点自己注意改正。

◎扬善弃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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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修身》

译文：

自己身上的善，

一定要固守；身上的

不善，一定要畏惧厌

恶如同灾祸一般。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
也。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
也；不善在身，菑然必
以自恶也。

——  《国语·周语下》

——  《荀子·修身》

译文：

顺随善良像登山

一样 , 顺随恶行像山

崩一样。比喻学好很

难 , 学坏极容易。

译文：

见有善行，一定

要恭谨自查，自己是

否也有此善行；见到

不善的行为，一定要

惊心警惕，反省自己

是否也有此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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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
谄谀我者，吾贼也。故
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
恶其贼。

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
虽欲无进，得乎哉！

——  《荀子·修身》

——  《荀子·修身》

译文：

所以，批评我而

所言恰当的人，是我

的老师；赞誉我所言

恰当的人，是我的朋

友；献媚阿谀我的人，

是害我的谗贼。所以，

君子崇敬老师而亲近

朋友，对于谗贼则深

恶痛绝。

译文：

爱好善而永不知

足，听到规谏而能戒

惕，即使想不长进也

做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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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里仁》

译文：

孔 子 说：“ 见

到贤人就想要和他看

齐，见到不贤的人就

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

类似的问题。”

子曰：“苟志于仁矣，
无恶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 :“  躬自厚而薄责

译文：

孔子说：“假如

立志于修行仁德，就

不会再有邪恶了。”

译文：

有仁德的人安于

仁道，聪明的人知道

行仁道有利于自己。

——  《论语·里仁》

——  《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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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则远怨矣。”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扬人恶，即是恶，疾之
甚，祸且作。善相劝，
德皆建；过不规，道两
亏。

——  《论语·卫灵公》

——  《论语·季氏》

——  清·李毓秀《弟子规》

译文：

孔子说：“对自

己要求严格而宽松地

要求别人，就会远离

怨恨。”

译文：

孔子说：“看见

好的行为如同赶不上似

的急切追求，看到不好

的行为如同用手试热水

一样赶快躲开。”

译文：

宣扬别人恶行，等

于也是作恶，痛斥别

人过分的，就会引发

灾祸。如果以善相劝，

就会彼此道德完满；

过错不加规劝，则双

方的道德都有缺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