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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至实归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 《易经·系辞下》

不善于积累好的东西，就不会名扬天下；不积累坏

的东西，就不会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

——— 《荀子·王霸》

名声像日月一样显赫，功绩像天地一样永存。

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

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

——— 《荀子·儒效》

好名声，不能用结党营私的方式争得，不能靠狂妄

自夸而拥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胁迫而获取，而必须

靠诚实和刻苦的学习才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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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利之位而可以养名。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为天下多，其和乐少矣。

——— 《荀子·正名》

没有万物的美妙，却能够培养快乐的情绪，没有官

位权势，却能够获得美好的名声，这样的人统治天下，

一定会为天下的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

三曰技能，四曰势位。

——— 《韩非子·功名》

英明的君主立功成名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叫天

时，第二叫人心，第三叫技能，第四叫势位。喻指成就

功名在天时、地利、人和。

钓名之士，无贤士焉。

——— 《管子·法法》

钓名沽誉的人，不是品德高尚的贤能之人。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老子》

功成名就后不自居为成果的占有者，所以什么也未

失去。

·２·



小人殉财，君子殉名。

——— 《庄子·盗跖》

小人为了钱财而死，君子为了名声而亡。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 《庄子·天运》

名誉是属于大家的，个人不可以占有太多。

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

——— 《庄子·逍遥游》

对人世间的名声功利，不要急急忙忙地追求。

名者，实之宾也。

——— 《庄子·逍遥游》

名声，只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没有必要刻意去

追求。

彼且蕲以淑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

梏邪？

——— 《庄子·德充符》

只想着用标新立异的方式扬名于天下，却不知道名

·３·



声只是自己的枷锁。

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

——— 《庄子·刻意》

谈论建立功业，树立卓著名声，君臣之间以礼相

待，维护好上下级关系，这是为了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

——— 《庄子·庚桑楚》

不图虚名的人，能够永远闪烁光芒。

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

——— 《墨子·修身》

好的名声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好的赞誉不会凭空而

来，只有做出成绩好名声才能够得以确立。

行不信者名必耗。

——— 《墨子·修身》

言行不一致的人名声必遭受损害。

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

——— 《列子·杨朱》

·４·



成就大事大功的人不在细小之事上花费时间和

精力。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

———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有时刻意追求名声却常常得不到，而想遮掩名声时

却更明显。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

废，此之谓不朽。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最高的是立德行，其次是立功名，再次是著书立

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朽。

怀与安，实败名。

———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贪恋安逸，实际上是在败坏名声。

生天地之若过兮，功不成而无效。

———战国·楚·宋玉 《九辩》

人生如过眼烟云，功不成名不就则等于白活一世。

·５·



既干进而入务兮，又何芳之能祗。

———战国·楚·屈原 《离骚》

既然他们竭尽全力地追求名利，又怎么能保持自己

的美德呢？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战国·楚·屈原 《九章·抽思》

好品德好名声不能靠别人给予，只能靠个人的努力

去争取，更不能欺世盗名。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战国·楚·屈原 《离骚》

衰老一天天的临近，只担心为国立功的美名还没有

树立起来。

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

———汉·刘向 《说苑·政理》

做大事的人，不会在小事上费力气；谋求较大成功

的人，不会在小事上刻意追求。

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

———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考功名》

·６·



圣人博取众人之长而取得功名。

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

———汉·桓宽 《盐铁论·地广》

坚守正道以取得好的名声，加强自身品行修养以等

待为社会出力。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汉·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有耻辱感的人，是具备了勇敢品德；名垂青史，是

最远大的目标。

名不虚立。

———汉·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

人的名声不能虚假设立。

人貌荣名，岂有既乎。

———汉·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

人过于炫耀自己的名声，是没有穷尽的。

成功之下，不可久处。

———汉·司马迁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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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不可以长期保持。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汉·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富贵之人往往不被人记住，只有那些才华卓著之人

才能被人称颂。

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之。

———汉·扬雄 《法言·君子》

人要先去做事，然后才能出名；先索求，然后人们

才会给你。

名过其实者损。

———汉·韩婴 《韩诗外传》

名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人，名声就不能保住。

惟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殁而名存。

———汉·曹大家 《东征赋》

只有高尚的品德是不朽的，身虽死而名声永存。

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

———汉·挚峻 《报司马子长书》

·８·



利益不可平白接受，名声与赞誉不应苟且得到。

艺由己立，名自人成。

———汉·班固 《与弟超书》

技艺学问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名声却需要众人

的认可才能够树立起来。

益有非常之功，以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

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汉·班固 《汉书·武帝纪》

要获得不寻常的功名，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

马只有奔跑才能行千里，有志者能蒙受小人的诋毁才能

功成名就。

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

———汉·班固 《汉书·叙传上》

功劳与名誉不能靠弄虚作假去获得。

尸位素餐，难以成名。

———三国·魏·曹植 《矫志诗》

居高位却不做事，不会功成名就。

·９·



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

———三国·魏·徐干 《中论》

树木因根深才能叶茂，人只有长久积善才能名扬

天下。

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

———晋·陈寿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评》

城墙不可能一会儿就筑成，功名不可能一日就

树立。

慕虚名而处实祸。

———晋·陈寿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爱慕虚名必遭受祸患。

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

———晋·陈寿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只担心自己的名声没有建立，不忧虑自己的年岁和

资历不增长。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晋·陶渊明 《拟古》

生前留下美名，即使死了也会流传千古。

·０１·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晋·陶渊明 《咏荆轲》

一个人只要留下英名伟绩，虽然他生命结束，也会

为后人缅怀颂扬。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晋·陶渊明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身后名声，对我来说如同飘浮的烟云。

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

———晋·欧阳建 《言尽意论》

形体不等待名称，是方的就是方的，是圆的就是圆

的；颜色不等待名称，是黑的就是黑的，是白的就是白的。

智者严? 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

———晋·葛洪 《抱朴子·酒戒》

聪明的人用高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理性，不放纵自

己去追逐名利。

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

———晋·陆机 《豪士赋序》

·１１·



虽然才能不如古代圣贤的一半，但建立的功勋与业

绩却比他们多一倍。这是因为时代趋势造成的。

声之平，不求响之和而响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

远而名自远。

———晋·杨泉 《物理论》

声音平和，不希望有回声而自然有回声；道德品质

高尚，不希望名声传播万里但名声自然便会远扬。

爱名尚利，小人哉。

———隋·王通 《文中子·问易》

喜欢追求名誉贪图利益的人，是小人。

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

———唐·李白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功名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不一定非要有知心

朋友相助。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唐·李白 《行路难》

我观察自古以来贤能有才华的人，功成如不身退必

会身亡。

·２１·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唐·李白 《江上吟》

功名富贵如果能够长久，那么汉江也就会倒流向西

北方向了。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唐·杜甫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

男子汉功名未能实现，身体已经衰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唐·杜甫 《旅夜书怀》

功名是因文章而著称，官职应随老病而结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唐·杜甫 《梦李白》

千年万代流传名声，却无补于生前的坎坷与寂寞。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唐·白居易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

赠元九李二十》

世间的富贵不应该刻意去追求，应该以美文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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