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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全球兴起了国学的浪潮。现
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开设或打算开设孔子学院，学习
中国的国学。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学知识茫然无知，
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所谓国学，是指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辈在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能代表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其宗
旨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
　　国学对于当代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一，
对于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
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二，可提高国人的
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
水平，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对于治
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四，对于提升中国的国
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其五，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天下为公”的理念，“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操守，“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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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这些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文化精髓，都在国学经典中得到了全面而又集
中的体现。
　　有鉴于此，党和政府重振国学的决心坚定不移，各界有识之士也
都积极响应。一股又一股强劲的国学热潮在全国掀起，“国学解读诵读”
活动遍地开花。
　　为了满足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的需求，我们特组织有关专家精心编
写了这套丛书。从《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等蒙
学读物，到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史家精品、
唐宋诗词等，形成了一套由浅入深而又相对完整的国学文化书系。
　　编选时，每篇选文力求准确精当，此外，还设置了《题解》《注释》
《大意》《点评》《荐读》《链接》等栏目，对所选篇目进行多角度
透视和解读，便于读者理解并起到举一反三的功效。本丛书既可供老
师家长教授，也可供学生自读。使用本书，教授者可免东翻西找之苦，
自学者也有无师自通之乐。
　　是为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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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选粹

《先贤名言》之理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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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解：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被历
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
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
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它包括有《史记》（汉·司马迁）、

《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
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
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
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
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徵等）、《南史》（唐·李
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
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
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
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
（清·张廷玉等）。
　　由于《史记》在其他年级段已有选文，本辑不再选取。

《二十四史》选粹

　　原文：

　　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  有固  然矣。
　　　　　　　　　　　　　
　　注释：

　　理：道理，规律。

　　固：本，本来。

后汉书·郭皇后纪



国学经典欣悦读

2

　　大意：

　　世上的事物有兴衰，人的情感有起伏，自然规律本来就是这样。

　　点评：

　　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就不会招来灾祸。
　　
　　荐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链接：

七国之乱
　　汉文帝时，吴国太子刘贤入宫朝见皇上，侍候皇太子喝酒。下棋时吴太子
在棋桌上争胜，态度不恭。皇太子拿起棋盘砸吴太子，当场砸死。吴太子的尸
体被送回去埋葬。到了吴国，吴王刘濞怒道：“天下都是姓刘的，死在长安就
埋在长安， 何必送回吴国埋葬！”又把尸体送回长安埋葬。儿子被杀后，吴王
从此不遵守藩臣的礼节，托病不朝。朝廷知道他是因儿子被杀，就拘押了吴国
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御史大夫晁错多次上书指责吴王的
过错，建议削夺吴国的土地，但文帝总是不忍心惩罚吴王，因此吴王更加骄横。
到了景帝即位，晁错劝说景帝尽早削夺吴王的土地。汉景帝前三年 ( 公元前 154
年 )，朝廷要削夺吴国两郡的诏书到来，吴王于是起兵反叛，把汉二千石以下的
官吏杀了，之后胶西、胶东、川、济南、楚、赵等国也相继反叛。这就是“七
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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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道边树而多子 ，必苦李也。
　　　　　　　　　　　　　
　　注释：

　　子：指植物的籽实。

　　大意：

　　路边的树上长有许多果实，必定是苦的李子。

　　点评：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长期观察思考。
　　
　　荐读：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链接：

学会观察
薛贤荣

　　医学院教授在课堂上拿出一小瓶液体，对同学们说：
　　“请注意，这是病人的尿液。在没有化验设备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医生，
应该怎么做呢？”
　　同学们屏住呼吸，看着教授。
　　只见教授伸出一个手指，在尿液里蘸一下，又飞快地将手指送进嘴里。
　　“啊！”大伙儿惊叫起来。
　　“同学们看到了什么？”教授说，“请发表意见！”
　　一番交头接耳后，有的同学说：
　　“我看到了老师的敬业精神！为了确诊病情，不惜牺牲健康去尝病人的尿，
太伟大了！我深受感动！”

晋书·王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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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同学都同意这种观点，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做了恰到好处的补充发
言。但也有的同学提出了不同看法：
　　“看了老师的举动，我觉得恶心 ！医生也是人呀，怎么能尝病人的尿呢？”
　　两种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谁也不服谁。后来，大家安静下来，眼巴巴
盯着教授的嘴，想听听教授的意见。
　　“你们都错了！”教授说，“我刚才用中指蘸了尿液，而送进嘴里的却是
食指——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去尝病人的尿！可惜的是，你们没有一个人看
出来！”
　　“啊！”又是一阵惊叫。
　　“惯性思维蒙蔽了你们的眼睛！”教授说，“学会观察，对你们一生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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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虽会性 ，亦所以伤生。
　　　　　　　　　　　　　　　　
　　注释：

　　会性 : 助兴。

　　大意：

　　酒虽然能助兴，但也会伤害身体。

　　点评：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荐读：

　　周作人散文《古代的酒》。文章介绍了古代关于酒的一些常识与故事。
　　
　　链接：

竹林七贤
　　谯郡人嵇康，文章写得雄壮富丽，喜好谈论《老子》《庄子》，崇尚新奇，
好侠仗义。他与陈留人阮籍、阮籍的侄子阮咸、河内人山涛、河南人向秀、琅
邪人王戎、沛国人刘伶是至交好友，号称“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虚无的道
家哲学，轻蔑世俗的礼仪法度，每日纵情饮酒，不问世事。刘伶喜欢喝酒，经
常坐一辆小车，带一壶酒，让人扛着锄头跟随着，说：“万一我醉死，就挖个
坑把我埋了。”当时士大夫都称赞他的行为，争相效仿，称作放达。

宋书·范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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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圆行方止，器之异  也；金刚水柔，性  之别也。善御
性者，不违金水之质 ；善为  器者，不易  方圆之用。
　　　　　　　　　　　　
　　注释：

　　异：不相同。

　　性：性能。

　　质：本质。

　　为：做。

　　易：改变。

　　大意：
　　圆的容器容易滚动，而方的器物容易停止，这只是器物的不同罢了；金属
坚硬水则柔弱，这是由于他们的性能不同。因此那些善于御物的人，能够不违
背金水的质地加以利用；而善于制造器皿的人，能不改变方与圆的用途。

　　点评：

　　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性能，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作用，我们要用其所长，
避其所短。
　　
　　荐读：

　　赵福婷《中国古代和外国名人论人才》。
　　
　　链接：

萧何惜才追韩信
　　韩信曾多次同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汉王到南郑时，将领们及士卒都
在哼唱家乡的歌曲，想回关东。很多人在半路上逃亡。韩信心里揣度，既然萧

梁书·张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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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人已多次把自己推荐给汉王，汉王却不重用自己，不如离去。随即韩信也
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报告汉王，就去追赶他。有人禀报汉王说：
“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大怒，仿佛失去了左右手一般。过了一两天，萧何
来进见汉王。汉王又愤怒又高兴，骂萧何说：“你为什么要逃走？”萧何说：“我
不敢逃跑，我是去追赶逃跑的人了。”汉王说：“你所追的是谁？”萧何说：“是
韩信啊。”汉王又骂着说：“将领中逃走的有几十个，你没有去追，反倒去追韩信，
不是真话！”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那可是举
国无双的人才。您要是一心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那用不着韩信；您如果一定
要争夺天下，那除了韩信就没有能共商大计的人了。这全看大王您怎么想了。”
汉王说：“我也想向东进啊，哪能郁郁不乐长久居住在这里呢！”萧何说：“您
的计策既是一定要东进，要是能够信任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您不能信任韩信，
他终究还是会逃走的。”汉王说：“我看在你大力推荐他的份上，任命他为将军。”
萧何说：“虽然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汉王说：“任为大将。”
萧何说：“那太好了！”于是汉王就要召韩信来任命他为大将。萧何说：“汉
王您向来傲慢，没有礼貌。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叫唤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所
以要离去的原因。汉王您如果一定要任命他为大将，就选一个好日子，亲自斋戒，
设立坛场，备好礼仪，这样才可以。”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
以为自己会担任大将。等到宣布大将的时候，竟是韩信，全军都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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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阴阳有往复，四季有代谢。
　　　　　　　　　　　　
　　大意：
　　阴阳和四季都是循环往复，轮回更替的。

　　点评：

　　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我们要顺应自然，才能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荐读：

　　肖榕《杨丽萍：退隐是自然规律》。这是记者采访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之后
所写的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文章借用杨丽萍的话说，年纪大了，必
须退出舞台，这是自然规律。
 
　　链接：

遗憾
薛贤荣

　　一只老公鸡生病了，病得很重。鸭和鹅前来探视。
　　“真遗憾，我从此再也没有力气去唤醒太阳了！”老公鸡说。
　　“那可怎么办？”鸭和鹅一听都慌了神，“我们不是要永远生活在黑暗中了吗？”
　　当天夜里，公鸡死了。鸭和鹅决定先给老朋友守灵，第二天去自杀，因为
它们不愿意生活在黑暗中。
　　天亮了，熟悉的鸡啼声没有响起，一轮红日却跃出了地平线。
　　鸭和鹅在惊诧之后，也明白了，没有鸡啼，太阳也会照样出来的，它们不
用自杀了。
　　这事儿后来被一位哲学家知道了，他说：
　　“那天幸好是晴天，如果赶上阴雨天，那鸭和鹅就永远错过了认识真理的
机会，那才真叫遗憾呢！”

魏书·世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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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知臣莫若  于君，知子莫若于父。
　　　　　　　　　　　
　　注释：

　　若：像。

　　大意：
　　了解大臣没有像君主那样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没人比得过父亲。

　　点评：

　　长期相处，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荐读：

　　鲁迅散文《阿长与 < 山海经 >》。这是鲁迅先生回忆他的保姆长妈妈的文章，
由于长期相处，鲁迅对她有了深入了解，文章写得真实感人。
　　
　　链接：

刘备托孤诸葛亮
　　魏黄初四年 ( 公元 223 年 )，汉主刘备病重，临终前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
子，让尚书令李严做诸葛亮的副手。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胜过曹丕十倍，
一定能使国家安定，最终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如果刘禅还值得辅佐，那你就
辅佐他；如果他不争气，你就取他的位置而代之吧！”诸葛亮流着眼泪对刘备说：
“我怎敢不竭尽全力、至死不渝以忠贞之节相报效？”刘备又下诏给太子：“你
们兄弟要努力，再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小而放任自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而
轻视不去做！只有贤明和德行，才能够使人折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不足以令
你效仿。你将来与丞相一起处理政务，要把他当父亲来对待。”四月，汉主刘
备在永安病逝，谥号昭烈。丞相诸葛亮护送灵车返回成都，任命李严为中都护，
留下来镇守永安。五月，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封丞相诸葛
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刘禅都听诸葛亮的意见。

隋书·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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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成败相因，理  不常泰 。

　　　　　　　　　　　　　　　　　　　　　
　　注释：

　　理：道理，规律。
　　泰：安宁。

　　大意：
　　成功与失败互为因果关系，世事不会永远太平安宁。

　　点评：

　　必须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荐读：

　　《吕氏春秋·察今》。其中有一篇《表水涉澭》的故事，楚国人要去偷袭宋国，
事先派人去测量了河水，河水不深，若干天后楚军涉水渡河，谁知此时河水已
涨了许多，结果楚军被淹死很多人。
　　
　　链接：

完璧归赵将相和
　　赵王得到了楚国的宝物和氏璧，秦昭王就派使者来，说要用十五座城池跟
赵王换。赵王想，不给，又畏惧于秦国军队的强大；给，又怕被秦王骗。于是，
他向蔺相如求教。蔺相如对楚王说 ：“秦王要用城池与大王交换，大王您若不
答应，那么理亏的是我们；我们给他和氏璧，而秦王不给我们城池，那么理亏
的是秦王。两相比较，宁可答应。就算得不到城池，也要让秦王理亏。我愿意
携和氏璧出使秦国，如果秦王不给城池，我一定想办法把它完整地带回来。”
于是赵王派遣蔺相如为使者，带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见了和氏璧，爱不释手，

南史·宋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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