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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课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① ；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② ，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七）

!�"
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个“老”字是动词，意为

“把……当为老者（长者）孝敬他”；第二及第三个

“老”字是名词，意为“老人”、“长辈”。 　 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第一个“幼”字是

动词，意为“把……当为幼儿（孩童）疼爱他”；第二及第三个“幼”字是名词，意为

“子女”、“小辈”的意思；以上两句中的“及”都有“推己及人”的意思。

２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M
EN

GZI

孟子说：“赡养孝顺自家的长辈，推己及人

也孝顺其他长辈；抚养疼爱自家的孩子，推己

及人也疼爱其他孩子（即孝顺全天下的老人，
爱护全天下的孩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做到这一点的话，治理天下

就将像在手掌心中把玩东西那样容易了。”

　 　 孟子曰：“大孝终身慕① 父母。”

（《孟子·万章上》一）

!�"
①慕：敬仰、爱慕、思念。

孟子说：“只有真正孝顺的人才能做到终

生敬仰父母、怀念父母。”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中较为普遍的是

“爱幼”，而忽视了“敬老”，老人的地位远没有孩

子的重要。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我们一直大力提倡的风尚。 孝顺父母，宜早不宜晚，等待只会变成一种

亲情的遗憾，有时候父母需要孩子做的只是简单的“常回家看看”。

陈 毅 探 母

１９６２ 年，陈毅担任中国外交部长。 一次，

３０



他率团从国外访问回来，途经家乡，遂决定抽出时间去看望病重的母亲。
陈毅的母亲年事已高且病情严重，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 母亲见到

许久不见的儿子来探望她，非常高兴，刚要和儿子打招呼，却想起自己刚

换下来的尿湿的裤子还放在床边，就示意旁边的人把它藏到床底下。
陈毅见到自己久别的母亲，心里十分激动，他上前拉住母亲的手，和母

亲拉拉家常，问这问那。 过了一会儿，陈毅问母亲：“娘，我进来的时候，你
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看瞒不下去，只好说出了实情。 陈毅听后

说：“娘，您久病卧床，我不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非常难过，这裤子应该由

我去洗，何必藏着呢！”母亲硬拦住他，不肯让他洗，说：“你是国家干部，做
大事的，又打老远回来，快歇歇吧！ 和妈妈聊聊。”陈毅动情地说：“娘，我小

时候您不知道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 １０ 条尿裤，也报答不

了您的养育之恩。”说完就把母亲的脏衣服拿过来泡在盆里，搓洗起来，母
子俩同时愉快地说着话，直到陈毅将母亲的衣服全洗干净。

试着给爸爸妈妈写一封感谢信，其中包括

你的真实感受和对爸爸妈妈的谢意，然后把信

送给爸爸妈妈。

　 　 古代的年龄称谓

１ 襁褓：未满周岁的婴儿　 　 　 　 ２ 孩提：指 ２—３ 岁的儿童

３ 垂髫：幼年儿童（又叫“总角”） ４ 豆蔻：女子十三岁

５ 及笄：女子十五岁 ６ 加冠：男子二十岁

７ 而立之年：三十岁 ８ 不惑之年：四十岁

９ 知命之年：五十岁（又叫“知天命”、“半百”）
１０ 花甲之年：六十岁 １１ 古稀之年：七十岁

１２ 耄耋之年：八、九十岁 １３ 期颐之年：一百岁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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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课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孟子曰：“鱼，我所欲① 也；熊掌② ，亦我所欲也。 二

者不可得兼③ ，舍鱼而取④ 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⑤ 者也。”

（《孟子·告子上》十）

!�"
①欲：想要，喜欢。 所欲：想要的东西。 　 ②熊掌：熊

的脚掌，是极珍贵的食品。 　 ③得兼：即“兼得”，同

时获得。 兼，同时进行几件事或拥有几样东西。 得：得到。 　 ④取：求取。 　 ⑤生：

生命。 取：选取。 义：道义。

孟子说：“鱼是我喜欢的，熊掌也是我喜欢

的，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话，那么我就

放弃鱼而选择熊掌了。 生命是我所珍惜的，道
义也是我所珍惜的，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拥有的话，那么我只能牺牲生命

而选择道义了。”

５０



　 　 孟子曰：“一箪① 食，一豆② 羹，得之则生，弗得则

死。 嘑尔而与之③ ，行道之人弗受；蹴④ 尔而与之，乞人

不屑 也。 万 钟⑤ 则 不 辩 礼 仪 而 受 之， 万 钟 于 我 何

加⑥ 焉？”

（《孟子·告子上》十）

!�"
①箪（ｄāｎ）：古代竹制的盛饭用的器具。 　 ②豆：古

代一种盛汤的器皿，高足，上呈圆盘形。 　 ③嘑尔而

与之：嘑（ｈù），吆喝、呵斥，对人不尊重，同“呼”；尔，助词，无意义；而，连词表修饰。

　 ④蹴（ｃù）：用脚踢。 　 ⑤万钟：这里指高官厚禄。 钟，古代的一种量器，六斛四斗

为一钟。 　 ⑥何加：有什么好处。 加，好处。

孟子说：“一筐饭，一碗汤，接受了就可以

活下去，拒绝了就会饿死。 可是没有礼貌地吆

喝着施舍给别人吃，旅途中饥饿的人不肯接

受；用脚踢过、踩过再施舍给别人的食物，乞丐也因被轻视而不肯接受。
如果见了高官厚禄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这样，优厚的俸禄对我有

什么好处呢？”

“舍生”已不仅限于舍弃生命，也包括与生

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 “取义”也已不仅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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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而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公共利益。 这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虽
不像先前的义士、烈士那般气壮山河，却也是不可低估的。 而为一己私

利，见利忘义，面对诱惑不考虑该不该、能不能接受的人，应该受到道义和

法律的制裁。

爱国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

人。 他本是一名文官，可为了反对侵略、保卫国家，投笔从戎。
当时，元朝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

产，招募了 ３ 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 有人说：“元军人那么多，你这

么点人怎么抵挡？ 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
是我最心疼的事。 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呀！”后来，南宋统治者

投降了元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 他对大家说：“救国如救父母。 父母

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
不久，他兵败被俘，坐了三年牢。 文天祥在被俘第二年，写下一首著

名的爱国七言律诗《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

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坐牢期间，他多次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

降。 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到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
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问：“你
还有什么话要说？ 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

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

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

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７０



成 语 接 龙

舍生取义———义无反顾———（　 　 　 　 　 ）
———（　 　 　 　 ）———（　 　 　 　 ）———（　 　 　 　 ）———（　 　 　 　 ）
———（　 　 　 　 　 ）———（　 　 　 　 　 ）

什么是中国绘画中的“工笔画”？
工笔画也称为“细笔画”，是中国画技法类别的一种，与“写意

画”对称。 工笔画属于工整细致的一类画法，用细致的笔法制作，
注重线条美、一丝不苟。 以固有色为主，一般设色艳丽、明快、沉
着、高雅，有统一的色调。 工笔画的技法有描、分、染、罩等。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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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课

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 “人皆有之不忍① 人之心。 ……所以谓

‘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者，今人② 乍③ 见孺子④ 将入于

井，皆有怵惕⑤ 恻隐⑥ 之心也。”

（《孟子·公孙丑上》六）

!�"
①不忍：怜悯，同情。 　 ②今人：假如有人。 　 ③乍：

突然，忽然。 　 ④孺子：小孩子。 　 ⑤怵惕（ｃｈù ｔì）：

惊恐，害怕。 　 ⑥恻隐（ｃè ｙǐｎ）：同情，可怜。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同情体

恤别人的心。 ……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与生

俱来的同情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现在有人突

然看见有个小孩子就要掉到井里去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同情的心理。”

　 　 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① 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

９０



端②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六）

!�"
①非人：不得为人，不配为人。 　 ②端：开始，开端。

孟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不配

为人；没有羞耻之心，不配为人；没有礼让之

心，不配为人；没有是非之心，不配为人。 恻隐

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礼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

是智的开端。 人有这 ‘四端’ 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人生下来就有四肢

一样。”

孟子坚持“性善论”，主张人的本性是善良

的，不过他把“仁义礼智”这“四心”说成是人的

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免有失偏颇。
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追逐利益的时代里，时刻保持一颗温暖慈悲的

心，也许会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更美好。

宋朝名相范仲淹家族经久不衰之谜

宋朝名相范仲淹，年轻时家境贫寒，看到

周围饥寒交迫的穷人，心中不忍，下定决心一定要勤奋读书出人头地，救
济贫苦百姓。 后来，他当上了一朝宰相，便拿出自己的俸禄购买田地，分
给贫穷的、无田耕作的百姓，还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凡是有婚丧嫁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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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还会拿钱补贴他们。 他乐善好施，拿钱出来开设义庄，供养贫穷的

族人。 可他自己家除了宾客来访，很少吃肉，妻儿的衣食也仅仅是够用

而已。
范仲淹也很孝顺，他请一位风水先生来看母亲的墓地。 风水先生说

他母亲的墓是“绝地”，他家会因此而断绝子嗣，劝他给母亲换块墓地。 而

范仲淹却说：“既然这里是绝地，也不应该让别人去用这块地。 如果我该

绝后，就算是迁坟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结果他没有帮母亲迁移墓地。
有一次，他在苏州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夸奖说这里的风水极好，

后代必出人头地。 但是范仲淹却很快将这座宅子捐了出去，改作学堂。
因为他认为：让苏州城里所有百姓的子孙都能出人头地，岂不是比让他一

家有福独享来得更好？
范仲淹的善心善行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后人。 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德才

兼备的人才，后来都当了大官。 范家一直到民国初年都经久不衰。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想想你最近一

次“献爱心”帮助别人是什么时候，回忆一下当时的心情，写一篇小短

文吧。

　 　 什么是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画”？
“写意画”是与“工笔画”相对称的一种中国画技法类别，它是

一种融诗、画、印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惯用简练的笔法描绘景物，多
在生宣上作画，纵横笔法、弥漫气势。 特点是以形写神、以神写意；
骨法用笔、以书入画；追求意境、托物寄情。 较“工笔画”而言，更能

体现所绘景物的神韵，更能表达作者的情感。 １１



第 四 课

求 其 放 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① 也。 舍其路而弗由② ，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③ ！ 人有鸡犬放④ ，则知求⑤ 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⑥ 无他⑦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十一）

!�"
①路：正道，道路。 　 ②弗由：弗，不；由，走，跟随。

③哀哉：哀，悲哀；哉，语气词，意为“啊”。 　 ④放：丢

失，放弃，走失。 　 ⑤求：寻找。 　 ⑥道：道理，目的。 　 ⑦无他：没有别的什么。

孟子说：“仁，是人善良的本性；义，是人生

的正道。 舍弃了正道而不走，丧失了善良的本

性而不去将它找回来，实在是悲哀啊！ 有些人

丢失了鸡啊、狗啊的，还知道去找找它们；有些人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却都

不知道找一找。 做学问的目的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要将他丢失的善良本

性找回来而已啊。”

人的一生中会得到很多东西，同时也会失去

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失去了我们追不回来，譬如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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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青春。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不容我们失去，或者即使失去，我们也要

奋力将它们重新拾起，譬如良心、人格。 因为失去了它们，我们将连最基

本地称之为人的资格也会同时失去。

孟尝君“买义”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好士，门下有食客

数千人，其中有一个叫冯谖的。 有一天，孟尝君问府里的门人说：“谁熟悉

算账理财，能为我去薛城去收债吗？”冯谖自告奋勇地说：“我能。”于是孟

尝君就派冯谖去收债，临走的时候，冯谖问道：“债收齐了之后我需要买些

什么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城之后，派人将欠债的百姓聚集起来，核对完借款之后，

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借款送给百姓，并且放火烧掉了全部的借条，百姓

们都高兴地大呼感激。

之后，冯谖赶回了齐国都城，拜见孟尝君。 孟尝君问：“债款都收齐了

３１



吗？”冯谖说：“收齐了。”孟尝君又问：“那你用它买什么回来了呢？”冯谖

回答道：“您说‘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您府上的珍宝、美
人都是应有尽有，唯独缺了‘义’，因此我就替您买了‘义’。”孟尝君问：
“‘义’要怎么个买法？”冯谖说：“我假传您的命令将薛城百姓的借条都烧

了，百姓们都非常感激您，这就是我给您买的‘义’啊。”孟尝君听后很不

高兴，但此事也就此作罢。
第二年，孟尝君被贬，迁回封地薛城，在车马离薛城还有一百里的地

方，孟尝君就看到百姓们站在路上热烈地欢迎他，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

帮我买的‘义’，我今天看到了。”

试着填一填。
１ 先天下之忧而忧，（　 　 　 　 　 　 　 ）。

２ （ 　 　 　 　 　 　 　 　 ），敬人者人恒敬之。
３ 仁义之道，（　 　 　 　 　 　 　 ）；俭约之志，（　 　 　 　 　 　 ）。
４ 君仁莫不仁，（　 　 　 　 　 　 ），君正莫不正，（　 　 　 　 　 　 　 ）。

　 　 古代人的“名”、“字”、“号”是什么意思？
“名”，一般指人的姓名或者单指名，幼年时由父母取名，供长

辈呼唤。 “字”，男子 ２０ 岁举行加冠礼（表成人）时取字；女子 １５ 岁

时举行笄（ ｊī）礼（表成年）取字，表示对其尊重，供朋友同辈称呼。
“名”和“字”一般在意义上存在一定的联系，有两种情况：一、词义

相近或对“名”进一步阐述。 二、意思相反。 “号”，是名和字之外

的称号，古时，人们为了尊重别人，一般不直呼其名或字，而称其

“号”，“号”和“名”不一定有联系，可以有两个字，也可以有三个字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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