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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国网技术学院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的企业职业培训机构，主要承担公

司新员工培训，网省公司本部和电科院、公司直属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培

训，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等领域技术人才培训，公司系统高级技师

的培训，国际合作培训以及创新力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发任务，是国家

电网公司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和电网实用新技术与新技能应用示范中心。 

“十二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将以全面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加快建设

“三集五大”体系为战略重点，推动公司和电网创新发展、集约发展、安全

发展，到 2015 年基本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电网、

国际一流企业。事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构建“三集

五大”体系，推进公司和电网发展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和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司和电网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教育培训工作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为学院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作为公司教育

培训直属单位，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迎接挑战，全面服务公司大局，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也是建设一流的技术学院的必由之路。 

编写出版高水平的新员工系列培训教材，对创新培训模式，规范培训

内容，改革培训方法，统一考核标准，提升培训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为此，

国网技术学院加快开发培训课程标准，建立培训课程体系，开发精品课程，

组织编写了《国家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通用教材》和《国家电网

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专业教材》（统称《新员工培训教材》）。 

《新员工培训教材》紧跟当前电网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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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操作要求，注重对岗位实践环节的指导；适应新入职员工的接受能力，

按照理论实践一体化模式的培训模式进行编写，做到了“实际、实用、实

效”，具有新颖性、适应性和实践性等特色。 

《新员工培训教材》编写出版过程中，各位编审付出了辛勤劳动，得到

了英大传媒集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网技术学院院长  赵建国 

2011 年 12 月 

 



 

 

 

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人才强企”战略，积极服务公司“三集五

大”体系建设和智能电网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打造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队伍，提升企业素质、队伍素质，增强新员工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创

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示范性培训专业和标杆性培训项目，国网技术

学院组织院内专职培训师、兼职培训师及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生产技

术、技能专家，结合国网技术学院实训设施和新员工培训特点，坚持专

用为主、通用为辅的原则，编写了《国家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

通用教材》和《国家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专业教材》（统称《新

员工培训教材》）。 

《新员工培训教材》以培养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从工作领域向学习

领域的转换，注重情境教学模式，把“教、学、做”融为一体，适应成年

人学习特点，以达到拓展思路、传授方法和固定习惯的目的。 

《新员工培训教材》开发坚持系统、精炼、实用、配套的原则，整体规

划，统一协调，分步实施。教材编写针对岗位特点，分析岗位知识技能需

求，强化技能培训、体现情景教学、覆盖业务范围、适当延伸视野，向学

员提供全面的岗位成长所需要的素质、技能和管理知识。编写过程中，广

泛调研和比较分析现有教材，充分吸取其他培训单位在探索培养高素质技

能人才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依托行业优势，校企合作，与行

业企业共同开发完成。 

《国家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通用教材》包括 8 个分册，《国家



 

 

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专业教材》包括 52 个分册。《新员工培训

教材》在经过审稿和试用后，已具备出版条件，将陆续由中国电力出版

社出版。 

本书为《国家电网公司新入职员工系列培训通用教材》的《传统文化

与创新思维》分册。由崔淑珍编写第一章～第三章，殷晓红编写第四章～

第七章。全书由赵海丽担任主审，彭鹏参审。 

由于编者自身认识水平和编写时间的局限性，本系列教材难免存在疏

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培训水平。 

 

编  者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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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 统 文 化 概 述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古老的文化，诸如古印度、古巴比伦、

古埃及都相继难逃历史的劫风厄雨，只剩下残垣断壁和尘封的往事，向人

们诉说着恍若隔世一般的旧时辉煌。唯有中华文化不但绵延不绝，而且神

魂俱在，越来越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召开会议，会议发表的宣言里有这

样一段话：“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 2500 年前，去汲取

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

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作为中国人，我

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然而回过头来，细细审视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

的学习、理解乃至于继承和发展，茫然之余又有几分焦虑。 

历史无可改变，传统仍在延续。每一个人都应该无愧于传统，更无愧

于未来。毕竟，要使丝绸故道上的驼铃再奏文化撒播的续曲，要使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生命绵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任重道远。 

第一节  学 习 与 传 承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两个方面在人类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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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时间的延续上，它从未发生过中断，若从公元前 2697 年黄帝

纪元开始算，迄今已经延续了 4700 年。当然，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 

其次，从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覆盖的区

域面积，大体与欧洲相当，但受其熏陶和影响的人口，却是欧洲总人口的

六倍左右。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中国得以继承和弘扬，而且，在东南亚、

东北亚等世界其他地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认为，人类文化与文明是多源头的，公元前 5

世纪前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辉煌的文化：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

子、庄子等，印度出现了佛陀，巴基斯坦拥有一批希伯来先知，希腊则有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一时代就是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雅思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我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这

个时期社会动荡，各派政治势力此消彼长，西周以来贵族垄断学术的局面

被打破，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思想家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形成了“百家

争鸣”的局面。 

谈到“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钱玄同在《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要·序》

中写道：“生齿繁而竞争烈，交通便而知见深，腐败深而衅漏见，五帝三王

之陈迹渐不足以约束当时之社会，于是聪明睿智之士，李耳、孔丘、墨翟

诸人相继迭起，而学术思想之发展遂达于全盛时代。”诸子百家以其深邃的

思想各领风骚，成为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群星璀

璨的时代。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这样概括当时的情形：“孔

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轫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绦齐茁于广野；

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

界学史之伟迹也。” 

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

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又称小说家以外的九家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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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十家九流”源于《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

已……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与和，相反

而皆相成也。” 

“诸子百家”都是医国圣手，他们的理论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开具的

“治世良方”。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说：“夫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当时光已经流淌过两千多年之后，再读先哲们关于做人做事的教诲，

我们仍备感亲切，丝毫感受不到时空的距离和阻隔。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

人世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抚今追昔恍若隔世一般。但

是，先哲思想中那些能拨动心弦的、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的、能让人

们震撼的东西，始终能带给人们生命的启迪、人生意义的思考以及精神的

抚慰，无论古今，不曾有过改变。先哲们的真知灼见穿越了时空的界限，

如今仍旧滋润着我们的精神家园，给我们的生活以支持、勇气、价值和

意义。 

经历了历史的波谲云诡，多少英雄豪杰都被历史的烽烟所湮没，多少

曾经的辉煌都随风而去，历史的过客，都走远了。而今，我们能听到的心灵

的吟唱，谆谆的教诲依旧余音绕梁；能看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一张张

鲜活的面庞。这声音，这形象，从远古走来，必将带着今天的风云走向未

来。因为，今天的一切绝不是空穴来风，未来的辉煌也不可能唾手而得。 

凝重的历史，浩如烟海的经典，永远鲜活的先哲，你可以无视他们的

存在，却不能泯灭他的光辉。有人预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

明能够照亮未来的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自会照亮中国人的心，自会

净化中国人的精神。因为，我们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方便、高速、富足的

同时，更需要安宁的心灵之乡，更渴望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善良与和谐。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

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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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对于青年的教育，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 

100 多年前，一位哲人就提醒人们说，当我们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时候，

必须记住，美德是会遗传的。一种品格的养成，一种信念的建立，要润物

细无声，要培育，要传承，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靠的就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文化。 

第二节  回 望 百 家 争 鸣  

欧洲人将古希腊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中华民族的文化故乡则在春秋

战国，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周室衰微，诸侯逐鹿，礼崩

乐坏，天下大乱。然而，正是这种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为当时各个阶层

和集团的思想家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面对当时社会大裂变局

面，诸子蜂起，学派林立，一大批重要的思想家纷纷涌现，他们著书立说，

广揽门徒，游说诸侯，形成了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杂等

诸多学派，彼此辩论诘难，各崇其善，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老子、孔子、

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家的真知灼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一、儒家 

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其思想主要内容是“祖述尧舜，宪

章文武”，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

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就是主张积极入世，注

重有所作为，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在

政治上主张“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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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曾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因与鲁国

执政者政治主张不同，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历经 14 年，

返回鲁国。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古籍整理，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

遗产。 

从儒家学说的创始人离开这个世界，到孟子来到人世间，相隔了一百

多个年头。在这一百多年中，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们也分化出了不同的派

别。正如韩非子所说的“儒一分为八”，每个派别都有所创造，也都有所

侧重。 

孟子生活的时代，社会更为动荡，孟子有着超越时代的理想，并终生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上下求索。孟子终生的努力使他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家

思想最重要的代表。多数儒者在孟子和荀子之间，更倾向于孟子。韩愈在

《原道》中，曾这样论述孟子的地位，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

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眼中的孟子，成了儒家道统的唯一真传。也正是从韩愈开始，孟

子的地位才得以逐渐上升。北宋神宗时，《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

科目之一，之后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

书”。1330 年，也就是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孟子于是

与孔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孔孟之道”也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是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人，是春秋时鲁桓公分化出来

的三大家族之——孟孙氏的后代。到孟子的父辈时，祖先的权势与辉煌已

经荡然无存了。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

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弟子，这样算来，孟子已经是

孔子的第四代门徒了。 

一部《孟子》主要的内容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孟子的政治理念，另一

个是孟子的修身理念。人性本善，是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认为“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此四种善端又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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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任何人都具有此四端，所以“人皆可为

尧舜”。 

由人性本善推广开来，孟子说仁政是每个统治者都能实行的，只是想

与不想，做与不做的差别。孟子看到了太多的霸道，君主们在朝堂之上，

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的是霸道，是征伐；那些想谋求一身富贵荣华的各

色人等谋划于密室之中，奔走于各国之间，推波助澜。整个世界充斥着血

腥、充斥着悲剧。折腾了几百年，世界依然混乱，百姓依然挣扎在水深火

热之中，备尝生逢乱世，做人的艰难。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整个世界

的，一个人的呐喊终归会淹没在整个世界的喧嚣中。庄子正是看到了这一

点，他远远地离开了，去编他的草鞋，在青山绿水间感悟心灵的自由与美

好。但孟子没有这样做，他毅然地走上了游说之路。 

针对当时的霸道政治，孟子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仁政”，并为之孜孜

以求。他坚决反对暴政，反对横征暴敛，主张统治者要“以德服人”，强调

争取民心，“保民而王”，“以德王天下”。与此同时，他还提出“民贵君轻”

的民本主义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充分强

调了民众的重要性，突出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

的进步意义。 

同样，由“仁政”的思想出发，孟子还提出了“义利”之辩，反对功

利主义，提倡重义轻利，这与孔子的主张相一致，从而成为一种价值取向

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 

荀子，名况，字卿，又叫荀卿。荀子的生平也不可详考。关于荀子的

生卒年，说法很多。据一些资料显示，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 314 年，卒于

大约公元前 217 年，如果是这样，荀子也是一位长寿之人，其寿命远远超

过了孔子和孟子。 

荀子是先秦时代与孟子齐名的儒学大师。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体，同

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其他诸家之长，对儒家思想的继往开来有着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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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尽管他是儒家的大师，但又与孔子、孟子有明显的差别，所以，

荀子的命运，尤其是死后的命运就更为坎坷，甚至像韩愈以及那些理学大

家们，都不承认他，将他排斥在儒家的道统之外，直到今天，提起儒家，

人们想到更多的是孔孟之道，而非孔荀或孟荀之道。 

世人的偏见，权力者的轻视，都已经成为陈年旧事，如今的人们，再

读荀子时候，心态已经足够的平和，从中体会出的意味也就更加真实。 

荀子一生所到之处有限，这一点与孔子、孟子略有不同。他一生在赵

国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到过齐国、秦国、楚国。在齐国稷下学宫的日子，

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 

荀子的思想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一书，共 32 篇。涉及哲

学思想、政治理论、治学方法、立身处世之道等等。其中的《劝学篇》、《天

论篇》、《解蔽篇》、《非十二子》等，文采飞扬，说理精细，被誉为“学者

之文”。荀子善于说理、善于论述，为了一个论点，不厌其烦地列举所能搜

集到的论据，荀子的每一个论点，都是站在大量的论据基础上的。 

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篇皆为短赋，开汉赋先河。

荀子的《成相篇》，与后世的弹词相类似，因而，荀子也被后世人视为弹词

之祖。 

荀子提出了许多不凡的观点，是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荀子尊崇孔

子，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思想，同时又广泛地吸收了道、墨、名、

法诸家精华，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提出了无神论的自然观，指

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从

而否定了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观念，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定

胜天”。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提出了“性恶论”，

认为人贪利、嫉妒、好声色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产生争夺、

犯上、淫乱等罪过。为此，他提出了礼法并重的政治思想。 

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儒家传统，非常重视礼教，认为“礼义者，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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