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序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

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

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

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 Ｇｏｏｇｌｅ 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

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

么样的书来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

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

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

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

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

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

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

是亘古未变的，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

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

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
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

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

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
‘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

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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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真切的

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

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枟国学解

读丛书枠，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

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
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

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

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
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

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

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
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

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
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多

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

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

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

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

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找
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

析、阐释中，古为今用，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

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

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

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序言

蒙学新声

中国有句古语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少年儿童的思想、

心理就如同一张白纸。 外在因素对他们后天的成长乃至成熟有着很

大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之中，阅读是非常关键的一种。 早期阅读是当

前国内外专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研究表明：幼

儿的阅读能力对日后的认知发展影响最大。 对孩子早期阅读能力的

培养程度将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和水平。

阅读对古人而言，主要是指书籍阅读，而到如今，我们在图书之外

还有很多媒体可以选择，如电视、网络、手机⋯⋯这些新兴媒体对青少

年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以及话语表达有着很大程度的影

响和改变。 但是，虽然互联网正越来越成为国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与阅读传统的纸质图书相比，网上阅读仍然是一种“浅阅读”，难以

获得深刻的阅读体验，留给读者感悟、思考、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很

小。 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长时间看电视的儿童在提高阅读能力

方面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他们往往很少有时间阅读书本或从事室外活

动，更少有时间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久而久

之就会形成阅读上的障碍，进而影响以后在学习中的理解能力。

今天的青少年读物应该怎样做，才能正确引导这些在电脑和电视
机面前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呢？

有的专家指出，中国儿童文学说教味太浓，缺乏趣味。 现在，很多

少儿图书作者好为人师，一落笔就是教训人的口气，说教意味太过浓
重。 而为孩子选择图书的大都是他们的家长，因为家长们往往过早地

把图书作为孩子获取知识的主要工具，必然容易忽视对孩子阅读兴趣

的培养和引导。 他们代为选择的这些图书并不一定适合孩子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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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相反，这种代为决定、硬性说教的方式往

往首先引起孩子们的反感，因此，孩子们也就更排斥其中的内容。

引导阅读，应该从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需要出发，帮助孩子们

认清读书的目的，才能提高他们读书的兴趣。 宋真宗曾作枟劝学文枠

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颜

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说出了很多古人读书的

目的。 而在当今许多人的思想中，读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提高社会地

位、改善生活水平，更直接的就是为了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 当然，读

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长知识，因为在当今信息时代，没有一定的

知识便寸步难行。 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读书对一个人的成长还

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它具有涵养气质、提升情操的作用。 林语堂说，读

书的好处在于开茅塞，除鄙见，增学问，广见识，养性灵。 前四点说的

都是增长见识、开阔思路的作用，最后一点“养性灵”就是指陶冶情操、

提升个人修养了。 宋代文人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欲生其间，照

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言语无味。”也就是说，常读书的人自然面目可

爱，言语有趣，正所谓“胸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可以说是心灵的美容

和精神的滋补。 毛泽东主席曾经称曾国藩为“大本大源”之人。 赞赏

他能以读书养根，将读书视为深根固柢之道。 曾国藩对于读书是深有

体味。 他说：“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

读书如同用水浇花，灌溉稻田，如使鱼游水，如濯洗腿脚。 也就是洗涤

心尘，促使精神、思想层面的升华。 这种阅读所积蓄在体内的能量，会

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慢慢地释放出来。 从孩子开始接触图书的那

一刻起，我们就应该耐心仔细地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鼓励

他们大胆探索，引导他们获得成功，让他们自己成为阅读的主人。 阅

读的快乐和力量最终成就孩子们的人生信仰。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在大力提倡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今天，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怎样的阅读作品、怎样的精神

指引呢？ 很多当代学者都认为，诵读经典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

和精神品质。 少年习经，终身受益。 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精华。 学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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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人类攀登更高文明的阶梯，是个人开发和增长智慧的捷径。 中国

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元先生说：“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可是也热爱文

艺。 我小学前后，背过枟千家诗枠、枟古文观止枠等等，至今还背得出枟岳
阳楼记枠、枟滕王阁序枠。 也读西方名著，枟最后一课枠什么的，那里边有
深刻的思想、美的境界。 我自己受益匪浅。 对于儿童我认为要以普及

为主。 少年时诵读的东西，一生受用不尽。 记的时候不懂，长大后一
步步理解，为己所用。”任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文化都有根

基。 如何让儿童从小就了解它非常重要。 从小让孩子了解文化从何

而来，他就可以从深厚的基础上汲取养料发展。
不过，青少年启蒙教育读物市场中有些图书很容易带有浓重的道

德教化的色彩，也就难以吸引孩子们兴趣十足地来自主阅读。 所以，

青少年读物，应该朝着贴近青少年的审美和生活方向发展，应该用展

示、析解故事的方式，来表现童趣，吸引孩子，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中，与当代人

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要努力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
点，打破时空界限，内容上明白易懂，表达上流畅生动地开掘传统文化

在少儿启蒙教育上的巨大能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丛书编委们努
力寻找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用故事讲解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现

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和品格，古为今用，以今释古，把古代的启蒙

思想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有切身的体悟，让实
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阐释不只是一句空话。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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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自古极为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留下了不少非常生动、有益
的启蒙读物，其中最普遍的就是枟三字经枠。 枟三字经枠自南宋以来，已

有七百多年历史，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共
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
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

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人们常常把家长对孩子的教养称为“养育”，这是很有道理的。 养

育本身就包括了养和育两个方面。 单纯对后代进行哺养或生存能力

培养，是动物都有的行为，不给予道德教育，怎么能显示人类与动物的
本质区别呢？ 古人有“发智在师，育善在家”的说法，也就是说，老师重

在启迪、开发孩子的智力与智能，授予学业；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德，

则主要靠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父母对子女道德修养的策励，不仅在子女
幼时有重大影响，即使在子女成年之后，依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今人普遍重视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其实，教育包括知识教育与

道德教育两个方面，道德习染比智力开发更重要，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更大，古代儒家包括这部枟三字经枠的作者都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古人这样做是自有其道理的。 在当今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社会面
貌日新月异的社会，对一个人的生存能力的要求已与二三十年前我们

的家长们成长的时代大为不同，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形式上，都对青

少年们提出了更严酷的要求。 现在的社会，不再只是凭一个学历或一
种技术就能生活从容的时代了。 而“成功”的含义也远远不是学业上
的成绩所能代表的，人们要在当代社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是需

要多方面因素的，道德与生存素质将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总
之，与智育相比，德育更值得当今教育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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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导读】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家长和老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文中所说
的：“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

教育家，他的弟子中有很多成为有名望、有成就的人；作为父亲，他对

自己孩子的教育也很值得现在的家长们借鉴。
有一次，孔子的儿子孔鲤从院子里跑过，孔子叫住他，问道：“你学

习枟诗枠了吗？”孔鲤回答：“没有学。”孔子教导他说：“不学诗，何以

言？”孔鲤便听从了，乖乖地读枟诗枠。 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又问他：“你

学习礼了吗？”孔鲤回答：“没有。”孔子又说：“不学礼，何以立？”孔鲤

便专心去学礼。 枟诗经枠和礼仪是上古时期为学之人必攻的两门功课，
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士人学子，都以此为治学、立身的基础。 而且，当
时统治阶层崇尚读枟诗经枠，如果各国使节在交谈或辩论之时不能很好

地应答，可能会使他的国家丧失尊严。 礼仪在这种高层政治交际中也
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所以，这两者是当时士人成就功名事业的关

键。 然而，道德教育的艰难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俗话说“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要使一个人形成完整健康的心理与品格，非有长期不断的教
育、熏陶不可，其间稍有放任自流，就会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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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道，贵有专方

【原文】

人之初
①，性②

本善。 性相近，习④
相远。

苟
④
不教，性乃迁⑤。 教⑥

之道
⑦，贵以专⑧。

昔
⑨
孟母，择邻处⑩。 子不学，断机杼皕瑏瑡。

窦燕山
皕瑏瑢，有义方皕瑏瑣。 教五子，名俱皕瑏瑤

扬
皕瑏瑥。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注释】
①初：初生，指刚开始有生命。

②性：本性，天生的性情。

③习：后天产生的行为特征，教养。

④苟：假如。

⑤迁：转变，变化。

⑥教：教导，培育。

⑦道：此处指方法。

⑧专：恒一，坚持不懈，专心。

⑨昔：以前，过去。

⑩处（ｃｈǔ楚）：相处，这里指相邻而居住。

皕瑏瑡机杼（ｚｈù住）：织布机上用于穿引纬线的梭子。

皕瑏瑢窦燕山：指五代末年的窦禹均。 因为他祖居蓟州，邻近燕山，所以称为“窦

燕山”。

皕瑏瑣义方：方即方式、方法。 义方指做人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后来指良好的

家教。

皕瑏瑤俱：都。

皕瑏瑥扬：传扬。

【经典原意】

每个人刚刚来到世界上，本性都是纯真、善良的，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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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本性相同，在逐渐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之后，品

行、性格等各方面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由

于人们的经历不会完全相同，所以每个人的特性也都是与众不同的，

甚至彼此之间差别很大。

如果不对未曾涉世的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就很可能

因受到不利影响而偏离善良的本性。 所以，后天的教育，对孩子的成

长是非常重要的。 而进行教育最应注重的是要坚持不懈。

战国时代有个著名学者孟子，他的母亲很重视对他的教育。 为了

不让他受到周围喧哗、浮躁的恶劣环境的影响，曾经三次搬家，选择一

个利于孟子学习的地方居住。 当孟子贪玩不爱学习时，孟母用割断布

匹的方式来形象地比喻学习半途而废以及这样做的后果，从而使孟子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努力学习。 另外，五代时，有一个叫做窦禹均

的名士，遵照圣贤教诲的义理来教育子女，使得五个儿子成为了有成

就、有声望的人才。

对自己的孩子不进行良好的教育，是家长的过错。 同时，老师也

不应该懈怠，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训导，否则就不称职。

【当代阐释】

为孩子营建成长的“芝兰之室”

“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出自枟论语· 阳货枠篇，孔子并没有表达

出人性本来是善还是恶，但是他认为，后天环境的熏陶对人的秉性有

很大影响。 对于人的本性是否是“善”的，在古代思想家中早就有过很

大争议。 有人认为“性本善”，有人认为“性本恶”，虽然观点迥然不

同，但他们都一致地承认———后天的教育对于人性培养有着很大的影

响。 孟子曾说过，襁褓中的婴儿，没有一个不懂得亲近自己的父母的。

这可以看做是“性本善”的一个表现。 人的各种外在特征，都是后天附

加上去的，并非与生俱来。

从教育的角度看，“性本善”的观念有利于我们调动自身的积极因

素，从而激励我们不断上进。 因为，既然古代的贤人、名士和我们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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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到他们那样呢？ 从这个意思上讲，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成为有作为的人。

“习相远”的“习”有两方面的意思，它不仅是指我们主动地去学

习知识、了解世界，更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受到外界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往往具有渐进、潜移默化的特点，对此，古人曾有“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的说法。 朱砂是一种颜料，显现红色，现在文具店里卖

的绘画颜料还有这一种。 如果一样东西，长时间地放在朱砂旁边，那

么它就会慢慢地被染成红色了；如果把它长期地放在墨的旁边，它便

会慢慢变成黑色。 我们学过化学应该知道，这是由分子的运动造成

的，即使不直接接触，物体也会受到影响。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朱”和

“墨”也是存在的，我们常常用这两者代指良好的或恶劣的人、事、环境

等。 就拿一个家庭来讲，孩子原本是懵懂无知的，从他出生起，家长的

言语、行动、习惯甚至性格，都会像分子一样悄悄飘进孩子心里，并且

根深蒂固地长在孩子的心底了。 通常，我们能够清晰地记起小时候身

边发生的某件事，却有可能记不起昨天才发生的事，这很能说明问题。

孩子的幼小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有什么样的“颜料分子”落在这张纸

上，都会清清楚楚并且很长久地印在上面了。

因为孩子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来处理他所见到的事情，所

以，这些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视线里的“分子”，就很容易得到他的认同，

非常具有模仿的价值。 古人还有一句话，叫“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

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就是说，在满是兰花芝草的屋子里待

时间长了，就会慢慢习惯这里的香味，而不觉得清香扑鼻了；同样，在

卖咸鱼的铺子里待久了，也会慢慢习惯，而不觉得这里恶臭难闻了。

如果孩子认为自己身边的一些不良“分子”是正确的，时间长了，他便

难以改变这种想法，不认为犯错是不应该的了，那样可就危险了。 所

以，家长应该重视环境因素对孩子的浸润。

我国古代伟大的儒学思想家孟子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寻找

一个对他有益的教育环境，曾不辞辛劳搬了三次家。 开始是从坟场附

近搬到市场边，后来又搬到学校旁，终于确定下来。 孔子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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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说，与仁相处是完美的，不选

择与仁相处怎么能明智呢？ 与有益的事物相处就经常受到好的熏陶，

陶冶自己的情操，不这么做才是愚蠢的。 孟子的母亲前两次搬家，就

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应该

在他们还不具备分辨能力时避免消极的影响，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都

概莫能外。

现在的家长中，也不乏三迁的“孟母”。 为了让孩子在一所比较好

的学校上学，他们也会费尽心机，不惜用大量的金钱和辛苦换取进入

好学校的“入场券”，特别是在面对影响孩子前途的关键点———高考

时。 每位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态，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

育，产生择校愿望也是情理之中的。 为此，有的家长在教育质量高的

学校附近购买高价房，有的家长甚至贷款给子女交择校费，而在学校

附近租房陪读的家长更是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现在家长对孩子的后

天教育不可谓不重视。

其实，除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还包括社会、家

庭、朋友乃至书籍、网络等各种传媒。 尤其是孩子的第一教育者———

家长，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孩子的素质、秉性具有很大的导

向作用。 “望子成龙”是天下为人父母者的普遍心理，但许多人往往不

注意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等到浸染已深，再更改就非常麻烦了。

枟颜氏家训枠的作者颜之推就非常反对那种对孩子不讲教育而只讲慈

爱的养育方式，比如孩子要吃什么，要干什么，都任意放纵，不加管制，

该训诫时反而夸奖，该训斥责骂时反而满面笑容。 这样下去，到孩子

懂事时，他们会认为这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到孩子骄傲怠慢已经成

为习惯时，父母才开始去加以制止，那即纵使鞭打得再狠毒也树立不

起威严，愤怒得再厉害也只会增加怨恨。 以致孩子长大后成为品德败

坏的人。 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性，习惯了的也就成为自然。”这

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的家长教育孩子也是一样，除了选择学校之外，家长更应该

提供给孩子的是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能够让他们的心智、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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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等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得到健康发展。

【国学故事】

孟母三迁

孟子的母亲教育孟子的事迹原文见于西汉刘向所著的枟列女传枠

中。 孟子是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他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抚

养成人。 他们的家原来住在墓地附近，由于经常见到别人出丧，小孟

子在玩乐时就模仿人们在出丧时哭泣、磕头的样子，他的母亲觉得这

样对孩子的影响不好，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 这次，他们的家靠近卖

肉的店铺，小孟子在游戏时又经常模仿宰肉和做买卖的样子，孟子的

母亲觉得这样还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于是再次把家搬到了学校的附

近。 小孟子经常看到学校的学生们念书、行礼的情景，就在玩耍时学

做这些事了。 他的母亲这才感到安心，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有益

处。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孟母三迁”。

孟子长大后，进了学校学习，但他学习不用心，经常偷偷溜出来

玩。 一次，他找借口跑回家来，他的母亲正在织布。 当时，他们的家境

贫困，全靠孟母织布度日。 孟母见到孟子无故从学校跑出来，非常恼

火，当即就把将要织成的布匹割断了。 孟子连忙跪下，问母亲为什么

这样做，他母亲对他说：“你到学校学习，就好像我织布一样，日积月

累，才能积少成多，纺成布匹。 你现在不肯专心学习，将来怎么成为有

用之才呢？ 我今天把将要织成的布匹割断，就是要让你看看，半途而

废的严重后果。”孟子听了他母亲的教诲之后，很受启发，下决心改掉

自己贪玩的坏习惯，后来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

窦氏五龙

窦禹均是五代末年人，他和他的哥哥窦禹锡都是当时有名的文

人。 窦禹均有五个儿子在他的严格教诲下，都先后考中进士，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当时称为“窦氏五龙”。 有人赠诗给窦禹均说：“灵

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后来宋太祖赵匡胤见到窦禹均的大儿子窦

仪，对大臣们说：“我看朝中的官员，唯有窦仪稳重谨严，具有良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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