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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是一本编给高职学院学生学习用的国学教材，也适合职场人士 

参考。 

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它的重要性何在，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

要了解国学是什么。 

国学是什么？实际上，国学的准确叫法应该是“汉学”，又称国故，

按照一般的说法，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

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国学的核

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

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广义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

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

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

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也是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包括建筑、

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和婚丧礼仪等为枝叶的传统

中国文化体系。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国学。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

“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

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

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国学的学习正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正是通过国学文化经

典，民族精神才会得以传播，得以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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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而不倒，始终保持着

生生不息的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

化传统和道德精神。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以“崇尚道德”作为最高价值取

向，确立了以“仁者爱人”为核心，以孝悌为根本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

儒家的“仁民爱物”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主张经世致用，强调“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并要以仁人

之心爱护天下万物。儒家的“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

之道，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

待他人。这些都是当今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涵。 

儒家历来强调修身是做人的根本，提倡“修身克己”，认为只有通过

学习、“内省”、“慎独”，克服违背社会道德的私心、私欲，才能弘扬仁爱

之道。这是一个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

提出加强个人品德建设，就是对儒家以修身为本的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现代社会职业分

工的专业化程度愈益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业人员思想道德水平的

要求越来越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无论是对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还是

对改善各行各业的风气都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儒家倡导的职业道德，其

中以敬业、尽责、诚信、精业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对于今天的职业道

德建设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孔子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

路》）看做君子仁德的重要内容，他总结出君子“有九思”，其中之一就是

“言思忠”（《论语·季氏》），强调忠于职守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最基本的

品德，是一个人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职业活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

人生所追求的事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

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

世界历史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须回

到文化的源头上，温故而知新，吸取知识营养再前进，才能绽发出无比灿

烂的光辉。我国要想实现民族文明的复兴，就必须抓住道德文化的复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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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化，道德是民族精神的食粮。如果说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

新的光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提高文学修养和人文素养，就必须学习国学。 

国学经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的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和海

外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内核。我们要适应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发展

的需要和我国新世纪文化战略的需要，就必须学习国学。 

作为以职业技能为主要学习对象的高职学院，我们要知道，知识、技

能与经验的汲取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

识自然世界、人类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洞悉自然生命世界彼此

一体的因果关系，建立个体与自然界、与社会、与他人共命运的概念。这

种概念，即《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与生

命观。这也是我们职业技能的定位和导向。亦是做技师、工程师和匠人；

是做儒商和奸商的最重要的区别。要知道，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相对容易，

以正确的信念指导人生，自我检讨，自我约束，展现“仁道”的内容，则

是天下人向往的智慧与修养。 

然而应该如何去学习国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高职学生，

不可能把国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那我们只能带着问题去学习。把国学

精神渗透到职业技能之中，用国学精神去指导我们的职业技能学习。 

本书是针对高职学院的特色来编写的。如何将国学与职业技能结合来

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以应教学的急需。囿于知识的贫乏和视野的狭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我

们希望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也注重在教学实践之中来逐步加以 

改正。 

 

李建华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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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职业定位来源于学业兴趣 

一、学问中有人生的大快乐 

人不可以不闻道，而道也未尝不可闻也。用一时之力则有一时之功，

用一日之力则有一日之功。 

情境一： 

厉归真学画虎 

我国古时有许多大画家，他们为中华留下了灿烂的瑰宝。 

五代时画虎的名家厉归真，他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老虎，但是

由于自己生活在平原，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所以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一样，

他非常的懊恼。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 

他走进深山，找到了一位在山里以打猎为生的老人。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在这位猎户老人的帮助下，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

他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

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

为一代绘画大师。 

厉归真之所以能够把老虎画的惟妙惟肖，成为一代画虎大师，就是因

为对绘画的热爱，对画虎的执著。浓厚的兴

趣铸就了这位大师。 

情境二： 

凿 壁 借 光 

匡衡很勤学但没有蜡烛，邻居有蜡烛却

照不到（他的房间）。 

匡衡于是就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用来引进

烛光，用书映着光来读书。当地有一大户人

家叫文不识，家里十分富有，书又很多，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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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就给他家作雇工辛苦劳动而不要求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匡衡，匡衡回

答说：“希望可以读遍主人的书。”主人感叹，把书借给他，（匡衡）他

终于成了大学问家。 
 

主题：学习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 

经典： 

【原文】吾尝终日而思，终夜不寝，以思，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释义】一天到晚不吃饭，通宵达旦不睡觉地冥思苦想，没什么用处，

还不如学习。 

【原文】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论衡·量知》 

【释义】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认识事物都是因为学习，通过学习才

能得到知识，不请教发问就不会有所认识。 

【原文】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释义】对学问，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

为快乐的人。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为证》 

【释义】孔子说：“学习，然后用一定时间实习，不也很高兴吗？有

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而我并不怨恨，

不也是君子吗？” 

【原文】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

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   

【释义】孔子问：“子贡啊，你把我当成不断学习从而了解现实当下

的人吗？”子贡回答：“对，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啊，我的‘多

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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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 

【原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张载《张子语录》 

【释义】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

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将古代圣贤之人的绝世之学

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创造太平之世。 

评解： 

一个人要想提高人生的价值，获得事业成功，必须不断增进知识和技

能。而学习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快乐的学习是人生成功的动力，

正确的学习方法是成功的保障。 

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只有真正爱好它的人，

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提倡的学问气氛是轻松的。每天学

习一点新知识、新技能并按时温习，同时要求根据自己的需要适时地进行

实践，这样既可以加深理解，巩固所学知识，又可以指导实践，还可以在

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开拓新的思路，达到莫逆于心，身心喜悦的境界。

当然学好不能仅有兴趣即可，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和途径。孔子在

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

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

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

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

解，浅尝辄止。古人总结学习方法：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强调了活学活

用的重要性。 

讨论： 

（一）课内讨论 

1．“人不可以不问道，而道亦未尝不可闻也，用一时之力则有一时

之功，用一日之力则有一日之功。”你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在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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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你怎样践行？ 

2．“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

与权。”这句话究竟包含着几层意思？你认为怎样才能适道？与立？与

权？ 

3．孔子说的“学”和我们今天在学校里完成的主要任务有不小的区

别，孔子论学的话却常常被移植来用。试想想：“温故而知新”有什么深

层次的含义，在学习和生活中你怎样去应用它？ 

（二）课外思考 

1．在今天这个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无用、无效的信息，我们

怎样去辨别？什么信息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呢？这样的东西何处才能学

到？学到的东西又怎样才能与我们的生命融合起来呢？ 

2．同学们利用假期走访一下与所学专业有关的行业，了解行业的现

实情况及其发展前景，以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际的工作所需要的知

识还有多大的差距？怎样弥补？并写出实训报告。 

延伸诵读： 

【原文】人不可以不问道，而道亦未尝不可闻也，用一时之力则有一

时之功，用一日之力则有一日之功。         

——吴与弼《与傅秉彝书》 

【原文】学问明则人品真，人品真则事功实，事功实则惠泽长。 

——周汝登《郡守拙斋萧侯崇祀记》 

【原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 

【原文】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功夫始得。        

——朱熹《朱子语类》 

【原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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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

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1]；好信不好学，

其弊也贼[2]；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3]；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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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其弊也狂。”   

——《论语·阳货》 

【注释】 

[1] 荡：好高骛远而没有基础。 

[2] 贼：受到伤害。 

[3] 绞：急切而尖刻刺人 

二、知识没有等级 

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 

情境一： 

范仲淹用“风水宝地”办学 

北宋初期，朝廷只管通过科举考试录用官吏，而对兴办学校却未能予

以足够的重视。连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里，平时学生也寥寥无几。 

各地学生都只把学校当成应试的客栈。考试前云集于此，考试一过，

学校便冷清萧条起来。这样年复一年，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眼看着日趋

短缺。一些有心为国尽力的人，为此而忧心忡忡，范仲淹就是其中一位。 

范仲淹两岁时死了父亲，随母改嫁，为人继子。生活虽然贫困，但他

总是勤奋地读书，力求上进。在河南商丘的南都学舍学习时，他五年没有

解衣就寝，获得了丰富知识。 

生活的艰苦，造就了范仲淹勤俭、正直的品性。因此，他在做官以后，

能够克己奉公、清廉无私，时时把百姓的疾苦和公益的事业挂在心上。面

对朝廷轻视教育、学校衰败的情景，他十分焦急，曾经呼吁：“善国者莫

先于育人，育才之方莫先于劝学！”但得不到各方面应有的重视。他感叹

地说：“择而不教，贤孰继焉？”这正像农夫“不务耕而求获”一样的愚

蠢啊!  

景佑二年（公元 1035 年），范仲淹在苏州当了一般官员，他买下一

块叫做“南园”的地，本想建造私宅的。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是块风水

宝地。谁占用此宝地，将来会不断的出公卿贵人！”范仲淹听了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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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块风水宝地如此之好，那倒不如在这里办学校，让它源源不断地培养

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岂不比我家多出几个公卿贵人更好吗？”  

于是他就在这里修建起了苏州郡学，还请来有名望的人任教。为了扭

转学生不守纪律的问题，范仲淹把自己的长子范纯佑送去上学。范纯佑在

学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但入学以后，“尽行其规”，模范遵守纪律。于是

“诸生随之，遂不敢犯，学校风气大变。”苏州郡学后来成了当时闻名的

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范仲淹用“风水宝地”办学的事，感动了许多人。他公而忘私，重视

教育的精神，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赞扬和钦佩。 

情境二： 

知识重在不断求索 

北宋科学家、改革家沈括，自幼勤奋好

学，善于思索。有一次沈括上山看桃花，不

知不觉地哼起了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这

首诗，当读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始盛开”这句时，沈括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

“为什么我们那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

才开始盛开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好朋

友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乍暖还

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顿时

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晚呀。

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以后的沈括终于写出了科学巨著《梦溪

笔谈》。 

主题：知识能使我们自信、充实。 

经典： 

【原文】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释义】孔子说：“人人我都教育，没有什么贫富、地位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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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

“ 檃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 栝

之侧多枉木[1]。是以杂也。” 

——《荀子·法行篇第三十》 

【释义】南郭惠子问子贡说：“孔夫子的门下，怎么那样混杂呢？”

子贡说：“君子端正自己的身心来等待求学的人，想来的不拒绝，想走的

不阻止。况且良医的门前多病人，整形器的旁边多弯木，所以夫子的门下

鱼龙混杂啊。” 

【原文】卫公孙朝[2]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

道[3]，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论语·子张篇》 

【注释】 

[1] 檃栝（yǐn kuò）：矫正竹木的工具。 

[2] 卫公孙朝：卫国大夫公孙朝。 

[3] 文武之道：周文王、周武王治国之理法。 

【释义】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子贡说：“周文王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还留在人们中间。贤能的人可

以了解它的根本（大处），不贤的人只了解它的末节（小处），在他们身

上没有什么地方无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哪里不再学习，又何必要有固

定的老师传播呢？ 

评解： 

“有教无类”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一种教育主张，这句话出自《论

语·卫灵公篇》。东汉学者马融对这句话注解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

种类。”意思是不管对哪一类人都给以教育。 

孔子的学生中有贵族，但更多的还是平民，甚至还有商人、强盗。正

是由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才使得这样一些平民、商人，甚至于强盗，

受到教育后成为了社会上的显达之士。 



 

 ·9· 

第
一
讲  

职
业
定
位
来
源
于
学
业
兴
趣 

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的“类”，不只是表现在贵贱这一个方面，

而是包括了其他许多方面。各种类别的人，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

都是孔子施教的对象。孔子的学生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如曾子是鲁人，子

张是陈人，子长是齐人，子游是吴人。颜路与颜回，曾点与曾参，父子都

同时是孔子的学生。 

孔门弟子各有性格上的毛病，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

由鲁莽。正是由于孔门弟子各类人都有，所以南郭惠子问子贡：“夫子之

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

是以杂也。”孔子讲学兼收并蓄，来去自由，所以人员很杂，而这一“杂”

字正是孔子办学“有教无类”的生动体现。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有其人性论上的根据。孔子认为：“性

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的环境

和习气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差异很大。既然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教育

可以改变人的习气，那么，好的教育就可以使不同的人都趋向于善。 

正是孔子的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古今以来，使中华许多寒门学子也

能学习，从而走上了成才之路。 

讨论： 

（一）课内思考 

阅读下面两段材料思考： 

材料一：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的“有教无类”在诸多有识之

士的推崇下，有了弘扬和发展。许多大鸿巨儒和仁人志士修学馆，办义学，

倡导平民教育，教育救国，培育了许多名人奇士。许多贫民寒士凿墙取光，

毛发悬梁，缛草卧毡，苦读诗书，成就雄功伟业。如汉代负薪痴读，遭妻

戏谑，马前泼水的朱买臣；如宋代寺院讨斋，斋后鸣钟，遭僧戏弄的吕蒙

正等，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苦读诗书，寒薪茹苦，最后一举成名，成为读

书人的楷模，留下了一段佳话。 

材料二：2009 年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 

考，这样的学生多是农村考生。有媒体称，“读书无用论蔓延农村”。 

“读了大学也难找工作，这书怕是读了也没什么用。”有报道称，现

在在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某大学生说，我以前是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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