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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远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本丛书只

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介绍。我们约请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

业研究者，每一篇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有多年的积累，他们努力使这些文字

深入浅出而严谨准确。与此同时，我们给一些文字选配了图片，使读者形成更

加直观的印象。无论您是什么学历，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无论您从事的是什么

职业，只要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您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您想要的。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着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是中华

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增强哲学思考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修身处事的智慧和经验；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位

同仁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一、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 

【原文】 

醒食中山之酒，一醉千日，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趋名者醉于朝，

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 

【译文】 

清醒的人饮了中山人狄希酿造的酒，可以一醉千日，今日世人昏昏沉沉，

没有一日不处于沉醉状态中。好名的人迷醉于朝廷官位，好利的人迷醉于世间

财富，豪富的人则迷醉于声色车马。怎样才能获得一副警醒剂，使人人获得清

醒呢？ 

【评说】 

据说中山人狄希能够酿造千日之酒，人们饮了此酒会醉千日不醒，可见此

酒后劲了得。然而这种酒虽能醉人千日，其醉却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真醉，

是饮酒所得的情趣；二是虽酒劲很大，千日后也会醒来。 

但是，世间之人沉醉于追名逐利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是无酒而醉，难有醒

时，所以陈继儒公在此发出感叹，从哪里弄来一副清凉药，让这些为名利、声

色而醉的人醒来呢？答案就在本书中，陈公的《小窗幽记》就是一副让人清醒

的良药，读了会使人击案叫绝，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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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澹泊之守，镇定之操 

【原文】 

澹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 

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 

【译文】 

是否有淡泊宁静的志向，一定要通过富贵奢华的场合才能检验得出来；是

否有镇定如一的节操，还必须通过纷纷扰扰的环境验证。 

【评说】 

淡泊于名利的操守，镇静安宁的气节，需要立之以德，铭之于心，不但在

贫贱之时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更要在富贵之时能经受住声色的考验。面对世

间五光十色的声色之乐，尘世间纷繁浓艳的名利之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平常

心，有一种不动摇的意念，才算是真正的淡泊。 

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谓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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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恩不如报德，要誉不如逃名 

【原文】 

市恩不如报德之为厚；要誉不如逃名之为适；矫情不如直节之为真。 

【译文】 

施舍给别人恩惠，不如报答他人的恩德来得厚道；邀取名誉，不如回避名

誉来得闲适；装腔作势自命清高，不如坦诚做人来得真实。 

【评说】 

“市”者买卖也，故意施予别人恩惠，以求得对方的喜悦，这一定是一种

有目的求取利益的行为，或者为了笼络人心，或者为了树立威望。其施舍是为

了获取，虽然助了人，其出发点是为了助己，这样离真诚还有一段距离。而受

人以恩，报之以德，则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这种以德报恩的行为是心存感谢，

不求索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透露着人性中的真诚与善良。 

节操正直的人决不愿违背良心去做沽名钓誉之事，而宁可逃避名声带来的

麻烦。因为有了名声，也许生活就失去了本来的平静，而在光圈的环绕下必须

时刻战战兢兢，这样曲意矫情而为岂不是失去了真诚平和的本性。 

所以俗语说：勤勤奋奋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平平淡淡才是真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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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无背后之毁 

【原文】 

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人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人无久

处之厌。 

【译文】 

让人当面夸赞自己，不如让别人不在背后批评诋毁自己；让人在初相交时

就产生好感，不如让别人与自己长久相处而不产生厌烦情绪。 

【评说】 

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说。人的弱点是都喜欢听奉承话，要让人

当面赞美自己并不是难事，而要别人不在背后议论自己却很困难。所以与其刻

意去追求别人的奉承，还不如时时处处修养德行，严于律己，与人为善。这样

不仅背后不会有人议论，相反还会有很多由衷的赞誉之声。 

与人交往，初见面时都刻意修饰，举止得体，力求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可是熟悉以后，就开始放松约束，将自己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结果日久使人

生厌。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镇定从容的心态，既不过于奉承，也不刻意做作，

做个一如既往的我，始终做一个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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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薄我福，吾厚吾德 

【原文】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

亨吾道以通之。 

【译文】 

命运使我的福分浅薄，我便加强我的德行来面对它；命运使我的筋骨劳苦，

我便放松我的心情来弥补它；命运使我的际遇困窘，我便加强我的道德修养使

它通达。 

【评说】 

人生虽不平等，但对于命运的追求却是平等的。虽然上天没有为自己提供

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我却不会怨天尤人，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弥补，迎头

赶上，自己拯救自己，才能走向成功。 

如果命运不公平，使我受到困厄，那么我决不灰心丧气，要把坎坷当做锻

炼自己心志的机会，通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来充实自己的心

灵，担当起天下的重任。 

有了敢于迎战厄运、挑战自己的决心和勇气，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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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 

【原文】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必为放肆者所忌。事穷势蹙之人，

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 

【译文】 

清静澹泊名利的人，往往会受到豪华奢侈的人猜疑；谨慎而行为检点的人，

必定被行为放荡不羁的人所忌恨。对一个到了穷途末路的人，应当探究他当初

的心志怎么样；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人，要看他最后有怎样的结局。 

【评说】 

人之心志不同，所以对于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爱好浓艳奢华的人，对于

别人的平淡宁静无法理解，所以不免产生猜疑之心，认为别人是故作清高；行

为放荡不羁的人，常常忌恨那些行为检点的人，因为这些人不同流合污，使他

们不自在。 

人生之路，有时不但要看结果，还要看其动机，如果一个人有着正直之心，

追求事业成功，即使他遇到挫折和失败，其当初的用心是良好的，必然还会有

成功之时；对于一个成功者，还要观察他能否保持住自己的方向，坚持不懈地

继续努力，能够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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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 

【原文】 

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

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 

【译文】 

将美与丑分别得太清楚，那么就无法与事物相契合；将贤与愚分别得太明

确，那么就无法与人相亲近。必须内心精明，而为人处世却要仁厚，使美丑两

方都能平和，贤愚双方都能受到益处，这才是上天对人们的品德与气量的培育。 

【评说】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过于绝对反而背离事物的本来面目。美和丑是相

对的概念，如果对于美与丑太过挑剔，那么就失去了准确鉴别事物的能力；如

果太过于追求完美，那么世上也没有事物能使我们接受。 

对事如此，与人交往也是如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对人太过苛求，也就难以使人亲近，难以结交朋友。所以为人处

世之道，应该是遵循传统哲学所倡导的外圆内方，内心对人对事精明而不含糊，

外在处世却要大度宽容，朴实浑厚。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使贤明和愚笨的人

都能得到益处，这才真正是上天培育出来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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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多情必至寡情，任性终不失性 

【原文】 

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 

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性。 

【译文】 

保持长久的情爱是最难的，所以多情的人反而会显得缺少情意；天性按一

定恒常的规律运行，即使是放纵性情而为的人也还是没有丢掉他的本性。 

【评说】 

物极必反，万事一理，在感情和天性上都是如此，情至深则转化为无情，

性至极则终不失本性。 

情爱难以持久，是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多情者反被情所误，情至极而不

得呼应，故显得寡情难抑，寂寞难耐。情至执著，必然为情所苦，因为孤独的

心找不到归宿。所以真正的多情是能得到对方的回报，才显得有情有义，情深

意浓。 

因为天性是遵循一定的常理，所以十分任性而为的人，任性就是其天性，

惟其任性才没有失去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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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立名为贪，用术为拙 

【原文】 

真廉无名，立名者，所以为贪； 

大巧无术，用术者，所以为拙。 

【译文】 

真正的廉洁不是为了名声，那些求名的人，只是贪名而已；最大的巧智是

不使用任何权术，凡是运用种种心术的人，不免是笨拙的。 

【评说】 

廉是与贪相对的，廉洁应该是做人的本分，然而因为有贪心之人，才使廉

洁成为难能之事。所以真正的廉洁应该出于自律的要求而不是为了求取名声。

如果为了求名而廉洁，虽然做到了不贪财，但却贪名，仍然是贪。 

巧本应是天性，为巧而巧，蓄意玩弄心术，往往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弄

巧成拙，为心计所害，这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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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名利者，未忘名利之情 

【原文】 

谭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 

厌名利之谭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 

【译文】 

喜欢谈论隐居山林中的生活乐趣的人，不一定是真的领悟了隐居的乐趣；

口头上说讨厌名利的人，未必真的将名利忘却。 

【评说】 

有些事表面和事实往往相差很远，有些人口中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喜

欢谈论山林隐居之乐的人，并非是真正领悟了其中的乐趣，只不过是借此附庸

风雅。更有一些假隐士，藉此机会来引起别人的重视，真正悟得山居乐趣的人

已经隐居其中自得其乐去了。口口声声说将名利看得很淡，甚至做出厌恶名利

的姿态，实际是内心中无法摆脱掉名利的诱惑而做出自欺欺人的姿态，未忘名

利之心，所以才时时挂在嘴边。 

这些心口不一的人，实际上内心充满了矛盾，如果能够做到心中怎么想，

口中怎么说，心口如一，那么不但自己活得轻松，与人交往也会很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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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伏久者，飞必高 

【原文】 

伏久者，飞必高； 

开先者，谢独早。 

【译文】 

藏伏很久的事物，一旦腾飞则必定飞得高远；太早开发的事物，往往也结

束得很快。 

【评说】 

事物的本来准则就是蓄久必高飞，因为蕴藏深厚，就会积蓄充足的力量，

爆发而出。故楚国曾有寓言说：有一凡鸟，呆在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但一飞则冲天，一鸣则惊人。如果没有长久的潜伏蓄积，又何来高飞的力量呢？ 

事物是辩证的，先生者常先灭。因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先开发的事

物，随着环境的变化发展，必定失去存在的条件。后来者常居上，是自然的法

则，如欲不落伍于时代，只有不断充实提高，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厚积

薄发，大器晚成，往往能脱颖而出，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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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 

【原文】 

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要看他会受。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

要看他会救。 

【译文】 

上天要降灾祸给一个人，一定会先给他些许福分滋长他的骄慢之心，要看

他是否懂得承受。上天要降福给一个人，一定会先给他些许祸事来稍作惩戒，

要看他是否会自救。 

【评说】 

天道的变化总是祸福相依，祸事降临不必惊慌，要善于自救，得到福分不

必得意，要善于承受。人生没有永久的福分，也没有永久的祸事，失意与得意

总是交相而来的，有福时要居安思危，有祸时要摆脱厄运。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云：“将欲歙之，必固张

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

微明。”揭示出了天道变化的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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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世人破绽处，多从周旋处见 

【原文】 

世人破绽处，多从周旋处见；指摘处，多从爱护处见；艰难处，多从贪恋

处见。 

【译文】 

世人行为上的过失，多在与人交际应酬时出现；指责对方，多是从爱护的

愿望出发而言；有难以处理之事，多在由于贪欲爱恋而难舍时出现。 

【评说】 

试图八面玲珑的人总难以面面俱到，在与各方应酬时，总难以处处考虑周

全，稍一疏忽，也许会露出破绽。要做到人人满意是很难的，能够做到大部分

人满意就很不错了。 

愿意指出别人的缺点，多是出于爱护对方的良好愿望，否则就会任其错误

发展下去，等到他自己认识时，已是大错铸成，难以改变了。所以听到别人提

出批评的意见，要善于自我反省，虚心地接受。 

贪恋的人，欲望太多，因而觉得艰难亦多，如果放弃了各种贪欲，那就会

心清意平，哪里有什么艰难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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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书画是雅事，贪痴亦商贾 

【原文】 

山栖是胜事，稍一萦恋，则亦市朝；书画赏鉴是雅事，稍一贪痴，则亦商

贾；诗酒是乐事，稍一曲人，则亦地狱；好客是豁达事，稍一为俗子所扰，则

亦苦海。 

【译文】 

居住在山林中是很快意的事，如果对山居生活有了贪恋，那也与俗世一样

了；欣赏书画是高雅的行为，如果有了贪求和迷恋，就跟商人一样了；作诗和

饮酒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如果有一点屈从他人的意志，那就如在地狱中一样

难受；好客是宽容大度的好事，但是稍为那些粗俗的人搅扰，也就成了苦海。 

【评说】 

事物都有合适的度，如果过了“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许就走向了

事物的反面。 

爱好丰富多彩的生活，享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乐趣，本是人生的雅事，山

中观松海，吟诗作画，与客清谈，这都是大雅之趣，但如一味痴迷，失去当初

本意，大雅则变大俗，大俗则变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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