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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即道德品质，是道德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是指个

人按社会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性，是人们依据

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对他人、对

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

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

的重要内容。道德的本质是扬善抑恶。道德与法律不同，它

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

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

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 “德”表示

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

得当。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

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

品格高尚是人生意义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它能激发起

各种各样的伟大情怀，使人增加趣味，放宽心胸，拓展视野，

高贵修养。只有养成高尚的品德，才能具备实现人生价值所

必须的情操、修养和人格，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抵御诱惑、

战胜挫折，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 高尚品德必须从

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

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 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

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

为此，我们特地为青少年编辑了这套“培养学生高尚品

德的故事全集”丛书，包括《这土地爱得深沉》、《一起开始

的旅程》、《亲吻丰收的土地》、《学习让我天天长》、《彼此拼

搏的勇气》、《生命中多出你们》、《你总是默默无语》、《朋友

一生一起走》、 《送您一首赞美歌》和《妈妈我想对您笑》

10册。

以上各册内容全部精选古今相应故事，并根据具体思想

内涵进行相应归类排列，每个故事简单明了，短小精炼，每

篇讲述一个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有的仁爱、有的好学、有的

勇敢、有的正直、有的为人类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生中应具有的真善美品质，激励

完善自己的人格。

本套书系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趣味性，青少年在读书的

过程中，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品德高尚人物的感染和教育，

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风貌。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是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伴侣，是广大中小学生阅读和收藏的最

佳版本，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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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读书

毛泽东 ( 1893—1976) ，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和诗

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

者和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后。在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局风雨飘摇，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大地黑夜沉沉，数亿苍生挣扎在

死亡线上。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毛泽东勤奋读书，寻找救

国救民的道路。

1910 年，17 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有一天，他从一个叫肖子暲的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

雄豪杰传》。这本书，记述了近代西方一些为自己国家的

独立和富强作过贡献的杰出人物。几天后，毛泽东像是办

了什么错事似地把书还给肖子暲，抱歉地说: “对不起，

我把书弄脏了!”肖子暲打开书一看，只见整册书上都有

用墨笔打的圈圈点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

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毛泽东激动地对肖子暲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啊。我们应该讲求强国强兵之道，

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

话: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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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顾炎武说得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后不

久，毛泽东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 “子任”，意思是决

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8 岁的毛泽东怀着救国救

民的革命热情，在长沙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了一名普通士

兵。入伍到新兵连后，毛泽东便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在短

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连队里一些基本的

军事训练科目。

在新军里，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他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不断追求真理的

革命精神。那时新军里每月发给士兵 7 块饷银。有的士兵

得了饷就上街吃、喝、玩去了。毛泽东却从不乱花一文

钱，他除了花二、三元钱吃饭和买水支付外，其余的钱，

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

新军退伍后，毛泽东就到湖南图书馆进行他的自学

生活。

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匆匆忙忙地来到湖南图书馆，有

时来得太早，馆还关着门，他就站在门外等着。每天一开

门，毛泽东是第一个进馆看书的人。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

上，聚精会神地读，争分夺秒地看，一刻也不肯休息。图

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从夏到秋，从秋到

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从不间断。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学业的加深，毛泽东挽救国家危亡

的壮志愈加坚定。辛亥革命后，他考入湖南师范学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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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入校后，他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着重自学

和研究了哲学、历史、文学及地理等。毛泽东读书看报时

总要带上世界地图、英汉词典和笔记本，特别注重各种知

识的积累。有一次，他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时，用的笔记

本竟装满了一网篮。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主张既要读 “有字之书”，又要

读“无字之书”，提倡向社会实践学习，把学得的书本知

识与整个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湖南师范学习时，

他常常利用寒暑假，邀同伴好友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

调查，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主办夜校，向

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增长他

们的才干。这些为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和导师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谦虚好学，

孜孜不倦，最终实现了人生的抱负，他的这种精神

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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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苦读

周恩来 ( 1898—1976) ，浙江绍兴人。伟大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始人之一。他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
得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在他的政治和军事
生涯中，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聪明才智、知识渊博和通晓古
今，而这些学识都是他中学时期以来刻苦积累而得到的。

周恩来十几岁的时候，便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在
东关模范学校念书。一天，学校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
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校长突然问: “诸生为什么而读
书啊?”有的学生回答: “为明礼而读书! ”也有的回答:
“为做官而读书! ”还有的回答: “为家父而读书! ”等等。

校长并不满意这些世俗的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沉思未
语的周恩来，微笑着问周恩来: “你为什么到学校来读书?”
周恩来从容地站起来，琅然说道: “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

答，让大家为之一震，许多同学为自己的鄙俗的志向而羞
愧。周恩来正是因为抱有“为中华之崛起”的崇高学习目
的，所以才能积极努力地学习知识，用广博的学识来武装
自己，为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奋发苦读。周恩来在学习上有
两条座右铭，借以鼓舞自己，使自己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和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其中一条是“好问则裕，自用则
小。”周恩来善于独立思考，而且十分虚心好问。他经常和
同学、老师一起，交流学习经验，共同探讨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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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1 月，周恩来同天津市的其他学生领袖因领导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逮捕。在狱
中，周恩来依然努力学习、并且利用学习与敌人进行斗
争。他组织了公共读书班，在共同的学习中，加深对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解和探
讨，并密切中国当时的国情，使大家增强同封建势力斗争
到底的决心。此时，这座死气沉沉的牢房氛围变了，变成
了一个充满勤奋学习，激烈研讨问题的学习世界。周恩来
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增强了斗争经
验，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善求书外之学问”，这是周恩来的另一条座右铭。

他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他挤出大量时间，到图
书馆学习各种各类的知识，特别认真学习阅读宣传革命思
想的书籍。他十分重视实践，还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

在学生时代，由于周恩来胸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大志。学习刻苦，奋发努力，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十分突
出，而且训练了自己参与实践和社会调查的能力，他的演
讲才能非常出色。在不断学习中，周恩来成长为博学多才
的革命家，并通过在学习中掌握的丰富学识以及在革命实
践的运用，终于实现了他的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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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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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殏殏
殏

。

周恩来勤奋好学，不辞劳苦，始终坚持以 “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鞠躬尽瘁，为党为人

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

戴和尊敬。

6



恽代英善于读书致用

恽代英 ( 1895—1931 ) ，又名邃轩，字子毅，笔名代

英、但一、天逸等。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

之一。

恽代英幼年时就十分用功学习。在家塾里读了不少线

装书，母亲陈葆云就是他的启蒙教师。陈氏出身于士宦之

家，颇有旧学根底，经常教育恽代英学习唐宋词诗。恽代

英在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因为勤奋好学、聪慧睿

智、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男奇儿”。

辛亥革命前，14 岁的恽代英随父母去鄂西北老河口。

他在父母指导下，在家读书。通读了 《古文观止》、 《战

国策》、《饮冰室文集》等书。其中梁启超的 《饮冰室文

集》最使他感兴趣，他从中受到了西洋新学和民主主义思

想的熏陶。尚未成年的恽代英，在读书学习的同时，还坚

持写日记，反省自悟，坚持从各方面来锻炼自己。

1913 年，恽代英 18 岁时，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学

习。他读书非常勤奋，为了寻求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真

理，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着，广泛地涉猎各个学科的书籍，

如中外古今的历史、哲学、文学等著作。他特别注意对社

会实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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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开始为上海的一些报刊写稿。 “五·四”前文为

《东方杂志》、《新青年》杂志等刊物撰写文章数十篇。在

这些文章里，抨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积极倡导民主与

科学，提倡民权思想，对劳苦大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1917 年，为了救国济世，恽代英又和他的挚友黄负

生、梁绍文、冼震等筹办成立了互助社，出版了内部刊物

《互助》。互助社的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座谈读书体会，

介绍个人思想修养方面的心得，开展对国家大事、社会问

题自由的、热烈的讨论。恽代英还在互助社里提出了 “夫

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志，实行以增其

勇，于以求仁”的道德标准，制定了 “不谈人过失，不

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

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培

育，建立了良好的学风，对于形成学人的良好道德素质和

作学问的修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后

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学以致用，勤奋刻苦，恽代英为改造社会、改

造中国做出的努力，永远值得人民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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