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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早已证明，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

识，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生命力。翻开史册，没有哪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是反经典教育的，现实同样证明，没有国学经典支持的集体和个人，都

是走不远的，甚至要摔跤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而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

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正是国学经

典的核心内容。为此,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意见》中都做了具体部署。

令人钦佩的是银川市实验小学的老师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全校

范围内尝试开展“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选编了这套

《晨读晚诵小古文》。这套图书选取的小古文，多是经过历史沉淀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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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希望能通过诵读激发孩子们学习古文的兴趣。同时,该书还引入了

数字复合出版的技术手段,将纸媒、配乐朗诵、视频动画结合起来,增趣

不少。

该套图书即将由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并面向全国发

行，这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好事。

正好近年来我也在探索读诵经典和提高人的生命力的关系，有一

些体会，分享给读者。

在我看来，经典是找到了根本光明的人关于根本光明的描述，是

已经站在山顶的人关于登山的描述，是点亮了心灯的人给我们留下的

一盏盏灯。经典是高能量生命的投影，因此也是高能量载体，既然是高

能量载体，每天诵读，自然就会提高诵读者的生命能量。

读经典要成为定课。人是一天都不可以离开经典的，就像一天都

不可以离开大米和水一样，因为经典是心灵最好的粮食。身体一天不

吃饭就会饿，灵魂一天不读经典也会饿，只不过人们常常感觉不到。现

在都喂养这个身体，却常常忘记了喂养灵魂。读经典就是给灵魂吃饭。

要用直觉读经典。不考虑意思，把文字读准、字句读顺。用直觉读，

用的是来自于天地的通性能量。标准是很舒服、很喜悦，嘴里有甜甜的

唾液产生，就读对了。如果读对了，都不愿意停下来，如果读到中间，觉

得怎么还没完呢？不停地看页码，肯定是方式错了。没有读出享受来，

赶快调整方法。终有一天，会读到那种享受，身体有一种通畅通泰的感

觉。有人讲经典的“经”就是经络的“经”，读经典就在打开经络，我同

意。现在都知道用外在的方式锻炼身体，却忽略了读经典带来的心灵

滋养。

选定一个读本读到底。如果常常换，就是动了换的心，换的心是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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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在一个地方咚咚咚准备打一眼井，没水，换个地方咚咚咚，最后

遍地全是井口，却没有一眼井出水。抓住一部自己最喜欢的，读到底。

最后一通百通，一条道才能爬到山顶去。如果前山爬一爬，觉得可能后

山近，又跑到后山爬一爬，觉得还是前山近，换来换去，永远到不了山

顶。与其花时间读一千本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书，还不如把一部经典

读一千遍。读一千遍经典，相当于接受一千次圣人对我们的祝福。圣人

是高能量的生命状态，读一次经典就像给自己充了一次电一样。

读经典还有一个作用，练习回家。读到“对饮食，勿拣择”时，虽然

眼睛在读嘴在读，人已经跑到餐厅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发现

这两页我怎么读过去了？都不记得了。这就是一次流浪。读到“报怨短，

报恩长”，想到那个人当年怎么陷害我的，将来要怎么报复他，在出来

这一串意识的过程中，嘴还在读。就在这一刹那我们已经出去流浪了

一会儿了。由此可知平时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真是流浪又流浪，没有

完结。读一部经典的过程，其实就是一辈子人的过程。

经典是一面镜子，也是检测仪，看我们现在回家的能力到什么程

度。没有经典就检查不出来，一读经典就知道，心是很静还是乱得一塌

糊涂。如果一部经典读下来，一次都没走丢，那要恭喜你，你已经在快

乐老家。

诵读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许多人将《弟子规》等经典背得滚瓜烂

熟，但如果不去一条一条落实，不但不能变成自己的生命力，反而会长

浮华，变骄傲。

检验一个孩子是不是学对了，要看他是否变谦虚了，如果经典诵

读没有让一个孩子变谦虚，反而变骄傲了，肯定错了，要赶快调整，因

为所有的悲剧都从骄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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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唯谦受福，这是中国文化精髓中的精髓。

编者嘱我为本书作序，盛情难却，遂不揣浅陋，写下这段文字，请读者批评

指正。

2015年7月

郭文斌：现任宁夏作协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

中国作协全委；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宁夏党委政府授予“塞

上英才”称号。

著有畅销书《寻找安详》等十余部；《〈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列入中

华书局“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名师对话系列读本。

长篇《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在最后一轮投票中

名列第七；短篇《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

迅文学奖”；

曾任央视八集纪录片《中国年俗》、百集纪录片《记住乡愁》文字

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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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临近端午，正值

“书香中国·书香宁夏·书香银川·书香校园”如火如荼的时节，银川实

验小学遇旻校长邀笔者于办公室攀谈，捧出《晨读晚诵小古文》系列，

其欣喜和激动溢于言表，笔者也为之动容和欣慰，便自告奋勇抒发己

见，愿与阅者共享、与思者共鸣、与行者共勉。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总结道：人类要解决20世纪面临的问题，就要

到东方孔老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足见得中华民族国学经典的博大精

深和源远流长。她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

淀，是真善美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是人类共有的精神

财富。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祖国文化

的命脉。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施

“文化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学校和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让每一个少年儿童从小了解祖国

悠久的历史文明，学习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诵读经典的耳濡目染

中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塑造坚韧不拔、卓然不群的民族品格。

编者刘燕、遇旻20多年的从教经验告诉我们，小学生特别喜欢像

《杨氏之子》《学羿》《伯牙绝弦》等一些短短的、浅浅的小古文，这大概

就是所谓好玩、有趣、浅显的“微时代”的魅力吧。两位编者便“投其所

好”，遵循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精心编写了这套



晨读晚诵小古文·高段

《晨读晚诵小古文》系列，吸纳了176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梯度适中的小古文。尤其值得点赞的是，该书借助“互联网+”的平台，

运用数字技术，对每一篇小古文都植入了载有富媒体数字资源的二维

码，接入大数据资源库，便于学生自读、家长辅导和教师指导。该书分

低段、中段、高段三册，每册四个篇章，彰显了学段性、科学性、传承性

和启发性等特点，能使学生获得纯正的“母语”教育启蒙。

阅读被誉为“学习之母、教育之本”。南怀瑾先生曾说：“人类原始

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实验小学多年来一直倡导诵读经

典、弘扬国学的教育理念，被授予银川市“十佳书香校园”、自治区“书

香校园”、全国少先队“红领巾阅读推广计划·阅读示范校”等称号。晨

读晚诵已成为实验小学的特色校本课程，通过反复吟诵这些“舌尖上”

的小古文，达到“其言若出于吾之口”“其意若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旨

在让师生养成一种与黎明暮色共舞、与大智若愚共振的学习、生活方

式，自觉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传诵经典、传播智慧、传承文明。

“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由衷地

期待孩子们通过《晨读晚诵小古文》，更加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更加

振奋民族精神，浸润每一颗敏感丰富自信、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心灵，

真正成为一个刻有民族烙印的中国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银川市教育工委书记、银川市教育局局长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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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古文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

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①。青林翠竹，四时俱

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②，沉鳞③竞

跃。实是欲界④之仙都⑤。自康乐⑥以来，未复有

能与⑦其奇者。
———选自南北朝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注释】

淤交辉：交相辉映。
于颓（t怎侏）：坠落。
盂沉鳞（l侏灶）：潜游在水中的鱼。
榆欲界：指人间。
虞仙都：神仙生活于其中的美好世界。
愚康乐：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他继承他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

乐公。
舆与（赠俅）：参加，这里指欣赏。

看看译文

山川美景，自古以来就为大家所谈论。高峰直入云霄，水流

第 1课 山川之美

这段描写既
有诗的想象，又有
画的色彩和音乐
的节奏，宛如一幅
清丽的山水画卷，
切切实实地道出
了山川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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