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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

代。这就向我们青少年朋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树

立终生学习的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得上时代，才不至于

在竞争中被淘汰。

人经历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作为

学生，求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读书。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治愚；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

以使人增长知识；读书，可以使人增长才干；读书，可以使人高

尚；读书，可以使人升华。读一本好书，就犹如经历了一次生

命的洗涤，就犹如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青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也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青

少年从小培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乃至

人的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都会受益无穷。可是，书海浩瀚，穷一

生之力也不可能读完。因此，青少年应该学会有选择性地去

读，万不可随便拿起一本书就乱读一气。同时，现在市场上的

各种书目层出不穷，且质量和内容都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



下，青少年的选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接触到思想混乱或不健

康的书籍。所以，在对待眼花缭乱的各类书籍时，青少年一定

要慎重选择，小心辨别。

《学海导航》丛书也正是应广大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本

套丛书融合了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品，是一部优秀的百科全

书。本套丛书编写思维缜密，结构严谨，注重学习方法的培

养，注重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人启迪人，是你迷茫时指点迷津

的益友。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能够切实解决读者朋友们遇到

的种种难题，真正起到导航的作用，让读者在心灵享受的同

时，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在漫

长的人生之路中，每个人都会背着装有人生信条的行囊前行。

人生信条不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如果没有了自信，行程中

就会多走不少弯路；如果没有了勤奋，征途上就会遭受失败的

打击；如果没有了友谊，旅程中就会出现孤独的困扰；如果没

有了健康，路途上就会经受病痛的折磨……

青少年在成长的岁月中，面对社会的喧哗和骚动，面对生

活的诱惑和困难，面对学校和社会的差距，难免会感到无所适

从，不懂得在自己的人生行囊中放置什么，舍弃什么。本书就

的为了能让青少年在复杂的社会中学习一些切实可行的道理

和方法，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失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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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万字难写

汝州农村有个老翁，家道殷实，十分富有。可是他祖祖辈
辈都是文盲，连“之乎者也”等最简单的字都不认识。不识字
干很多事都极不方便，老翁尝够了苦头，决心让儿子念书
识字。

有一年，老翁聘请了一位楚国的读书人教他的儿子认字。
第一天上学，老师用毛笔在白纸上写了一笔，告诉他儿子说：
“这是个‘一’字。”他儿子学得很认真，牢牢地记住了，回去后
就写给老翁看：“我学了一个字———‘一’。”老翁见儿子学得用
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第二天上学，老师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两笔，说：“这是个
‘二’字。”这回，儿子不觉得有什么新鲜了，记住了就回家了。
到了第三天，老师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三笔，说：“这是个‘三’
字。”儿子眼珠一转，仿佛悟到了什么，学也不上了，扔下笔就



２　　　　

兴高采烈地奔回去找到父亲说：“认字实在简单，孩儿已经学
成了。现在不用麻烦先生了，免得花费这么多的聘金请先生，
请父亲把先生辞退了吧。”见到儿子这么聪明，老翁高兴地准
备了酬金辞退了老师。

过了几天，老翁想请一位姓万的朋友来喝酒，就吩咐儿子
一大早起来写个请帖。儿子满口答应了：“行，这还不容易吗？
看我的吧。”

老翁看儿子满有把握，就放心地去做其他的事情了。时
间慢慢地过去，眼看太阳都快偏西了，还不见儿子写好，老翁
不禁有些急了：“儿子这是怎么了？”等了又等，老翁终于不耐
烦了，亲自到儿子房里去催促。

进得门来，老翁见儿子愁眉苦脸地坐在桌边，纸在地上拖
得老长，上面尽是黑道道。儿子正拿着一把沾满墨的木梳在
纸上画着，一见父亲进来便埋怨道：“天下的姓氏那么多，他为
什么偏偏姓万呢？我借来了母亲的木梳，一次可以写２０多
划，从一大早写到现在，手都酸了，也才写了不到３０００划！万
字真难写呀！”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们学习只满足于一知半
解，那和这个笨儿子又有什么两样呢？



３　　　　
齐人学弹瑟

古时候，有一种乐器叫作瑟，发出的声音非常悦耳动听。
赵国有很多人都精通弹瑟，使得别的国家的人羡慕不已。

有一个齐国人也非常欣赏赵国人弹瑟的技艺，特别希望
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好本领，于是就决心到赵国去拜师学弹瑟。

这个齐国人拜了一位赵国的弹瑟能手做师傅，开始跟他
学习。可是这个齐国人没学几天就厌烦了，上课的时候经常
开小差，不是找借口迟到早退，就是偷偷琢磨自己的事情，不
专心听讲，平时也总不愿意好好练习。

学了一年多，这个齐国人仍弹不了成调的曲子，老师责备
他，他自己也有点慌了，心里想：我到赵国来学了这么久的弹
瑟，如果什么都没学到，就这样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想虽
这样想，可他还是不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弹瑟的基本要领和技
巧，一天到晚都只想着投机取巧。



４　　　　

他注意到师傅每次弹瑟之前都要先调音，然后才能演奏
出好听的曲子。于是他琢磨开了：看来只要调好了音就能弹
好瑟了。如果我把调音用的瑟弦上的那些小柱子在调好音后
都用胶粘牢，固定起来，可不就能一劳永逸了吗？想到这里，
他不禁为自己的“聪明”而暗自得意。

于是，他请师傅为他调好了音，然后真的用胶把那些调好
的小柱子都粘了起来，带着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回家以后，他逢人就夸耀说：“我学成回来了，现在已经是
弹瑟的高手了！”大家信以为真，纷纷请求他弹一首曲子来听
听，这个齐国人欣然答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的瑟再也无法
调音，是弹不出完整的曲子来的。于是他在家乡父老面前出
了个大洋相。

这个齐国人奇怪极了：明明固定好了的音，怎么就是弹不
好呢？他不知道，音即使能调好，也只是弹好瑟的条件之一。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只
有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努力钻研，才不会重蹈这个齐国
人的覆辙。



５　　　　
扁鹊说病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人们都叫他扁鹊。他医术高明，经
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礼
毕，他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
王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
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
不高兴地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
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信这一套。”

１０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他察看了桓公的脸色
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
重。”桓公不信这话。扁鹊走了以后，他对“病情正在加重”的
说法深感不快。

又过了１０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



６　　　　

恶化。”桓公仍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
照旧又隔了１０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

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
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桓公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
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
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
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
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
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
遭来祸害。”

５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
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
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他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对于自身的疾病以及社会上的
一切坏事，都不能讳疾忌医，而应防微杜渐，正视问题，及
早采取措施，予以妥善的解决。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
成大祸之后，将会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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