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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亢
万

柏
的

草
书

情
怀

（
代

序
）

                                丁
兆

庆

        草
书

始
于

秦
末

汉
初

，
它

是
为

书
写

快
捷

、
简

易
而

在
篆

隶
的

基
础

上
演

变
而

来
的

。
草

书
的

产
生

，
是

汉
文

字
及

其
书

写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
以

象
形

文
字

为
基

础
的

古
文

字
，

经
过

变
革

，
由

象
形

符
号

变
成

了
表

示
符

号
，

笔
画

由
圆

变
方

，
书

体
由

篆
变

隶
，

又
由

隶
而

变
草

。
从

它
形

成

起
，

历
经

魏
晋

南
北

朝
和

隋
唐

，
由

章
草

而
发

展
成

为
今

草
，

又
发

展
为

狂
草

，
形

成
了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风

格
体

式
。

草
书

的
笔

法
最

为
丰

富
，

中
锋

、
侧

锋
、

方
笔

、
圆

笔
、

藏
锋

、
露

锋
等

诸
多

用
笔

之
法

，
无

不
可

施
。

草
书

的
纵

横
驰

骋
，

笔
势

疾
缓

，
奇

纵
跌

宕
，

挥
洒

自
如

，
腾

绕
圆

转
，

富
于

浪
漫

主
义

色
彩

，
蕴

含
着

鲜
为

人
知

的
深

奥
哲

理
，

吸
引

着
有

志
于

草
书

的
跋

涉
者

，
快

乐
并

艰
难

攀
登

。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金

昌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亢

万
柏

先
生

便
是

其
中

卓
然

有
成

的
一

位
。

        或
许

是
生

于
那

个
特

殊
年

代
的

缘
故

，
或

许
对

于
伟

人
无

比
的

崇
敬

之
情

，
亢

先
生

年
少

时
即

喜
跟

家
乡

小
学

张
财

儒
老

师
练

毛
泽

东
草

书
。

时
常

听
亢

先
生

讲
，

看
毛

主
席

草
书

，
视

线
不

由
自

主
地

就
受

到
牵

引
，

随
着

草
书

的
线

条
、

用
笔

，
时

紧
时

密
，

时
快

时
慢

，
笼

罩
在

草
书

制
造

的

“
气

场
”

中
，

就
像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被
毛

主
席

的
伟

人
风

范
所

吸
引

一
样

。
在

数
十

年
临

习
毛

泽
东

草
书

过
程

中
，

理
解

了
毛

主
席

“
习

练
书

法
是

很
好

的
休

息
，

是
积

极
的

消
遣

娱
乐

，
也

是
养

神
健

脑
健

身
之

法
”

之
理

；
亦

对
毛

主
席

取
法

古
人

、
形

成
自

家
风

格
面

貌
的

途
径

逐
渐

清
晰

。
亢

先
生

的
狂

草
字

形
上

既
来

源
于

张
芝

、
张

旭
、

怀
素

、
毛

泽
东

等
，

又
兼

取
书

史
上

著
名

草
书

家
的

草
字

之
长

。
笔

法
上

受
怀

素
狂

草
和

于
右

任
标

草
实

际
上

是
用

连
笔

写
行

草
，

形
成

了
独

到
的

汪
洋

恣

肆
、

跌
宕

起
伏

的
个

人
风

格
。

        基
于

这
样

的
思

考
和

识
见

，
体

现
在

亢
先

生
“

读
临

创
”

三
者

结
合

行
进

的
轨

迹
中

。
从

张
芝

《
秋

凉
平

善
贴

》
开

始
，

到
二

王
今

草
全

帖
，

特
别

是
大

王
的

《
十

七
帖

》
，

然
后

是
智

永
《

小
草

千
字

文
》

、
孙

过
庭

《
书

谱
》

、
张

旭
《

古
诗

四
帖

》
、

怀
素

《
自

叙
帖

》
《

小
草

千
字

文
》

，
接

着
是

黄
庭

坚
《

诸
上

座
帖

》
《

李
白

忆
旧

游
帖

》
，

最
后

是
《

傅
山

草
书

经
典

—
—

杜
甫

李
白

孟
浩

然
诗

册
》

、
王

铎
《

草
书

诗
卷

》
以

及
近

代
于

右
任

标
草

《
千

字
文

》
、

林
散

之
草

书
选

等
等

，
他

都
研

读
临

习
，

手
不

释
卷

。
这

几
年

来
，

亢
先

生
又

临
习

于
体

字
研

究
者

胡
公

石
大

师
、

张
权

先
生

等
标

草
《

字
录

》
与

《
要

领
》

，
他

一
向

主
张

临
草

帖
须

先
识

草
，

不
识

字
临

了
也

是
白

临
。

要
临

 艺
术

简
历

        亢
万

柏
，

笔
名

田
牛

，
号

三
拙

堂
主

，
男

，
出

生
于

一
九

五
六

年
，

甘
肃

金
昌

市
人

，
汉

族
，

大
学

文
化

。

        从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月

以
来

业
余

勤
奋

自
学

书
画

艺
术

，
尤

喜
练

狂
草

和
画

虎
，

作
品

曾
多

次

在
全

国
和

省
市

书
画

大
赛

中
入

选
并

获
数

十
个

奖
项

，
多

幅
作

品
被

有
关

书
画

大
典

、
年

鉴
、

辞

书
等

书
籍

和
报

刊
发

表
，

部
分

作
品

被
国

内
外

收
藏

机
构

和
各

界
知

名
人

士
收

藏
。

        现
为

中
国

书
画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
中

国
书

画
家

协
会

理
事

，
中

国
艺

术
家

协
会

理
事

，
中

国

文
联

书
画

艺
术

交
流

中
心

理
事

，
长

城
魂

当
代

诗
书

画
协

会
副

主
席

。
中

国
画

虎
艺

术
研

究
院

名

誉
院

长
及

甘
肃

创
作

中
心

主
任

，
中

国
知

名
虎

画
家

。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金
昌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

       二
○

○
六

年
以

来
，

被
有

关
单

位
授

予
“

著
名

书
画

家
”

、
“

书
画

艺
术

名
家

”
、

“
文

人

书
画

拔
尖

人
才

”
等

荣
誉

称
号

。
著

有
《

亢
万

柏
虎

趣
》

《
亢

万
柏

草
书

作
品

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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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画
协

会
副

主
席

。
中

国
画

虎
艺

术
研

究
院

名

誉
院

长
及

甘
肃

创
作

中
心

主
任

，
中

国
知

名
虎

画
家

。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金
昌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

       二
○

○
六

年
以

来
，

被
有

关
单

位
授

予
“

著
名

书
画

家
”

、
“

书
画

艺
术

名
家

”
、

“
文

人

书
画

拔
尖

人
才

”
等

荣
誉

称
号

。
著

有
《

亢
万

柏
虎

趣
》

《
亢

万
柏

草
书

作
品

选
》

。



目
 录

就
临

像
，

临
它

个
以

假
乱

真
。

或
取

神
，

或
取

韵
，

或
取

势
，

或
研

取
形

。
古

为
今

用
，

关
键

在
于

取
。

要
追

求
变

化
，

通
过

读
帖

、
临

帖
去

求
变

化
，

去
理

解
变

化
，

慢
慢

体
会

古
人

造
型

、
用

笔
、

用

墨
、

布
白

的
法

，
达

到
形

似
，

进
而

追
求

临
帖

的
最

高
境

界
—

—
神

似
。

在
“

用
心

”
临

帖
的

基
础

上
，

再
认

真
进

行
自

己
的

草
书

创
作

。
亢

先
生

所
说

的
“

用
心

”
 ，

不
是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认
真

努
力

，

而
是

在
创

作
中

与
“

手
”

相
应

的
那

个
“

心
”

 ，
是

要
调

动
全

部
情

感
、

意
志

、
悟

性
进

入
书

写
的

那

种
状

态
。

按
此

，
临

就
自

己
与

创
作

的
心

态
相

同
。

反
之

，
如

果
名

曰
创

作
而

缺
乏

“
心

”
的

投
入

，

那
么

便
不

可
能

真
正

进
入

创
造

性
劳

动
。

娴
熟

运
用

笔
法

，
巧

遇
非

常
理

的
创

作
心

态
，

或
许

一
幅

感

动
自

己
又

感
动

他
人

的
佳

作
便

可
产

生
了

。

        亢
先

生
作

草
以

磅
礴

的
气

势
迥

异
于

同
道

，
为

求
恢

宏
大

气
，

他
喜

用
长

锋
长

杆
羊

毫
。

问
其

由
，

答
曰

：
一

是
执

笔
高

，
身

自
然

正
立

，
可

防
身

体
向

桌
面

习
惯

倾
斜

，
给

腰
椎

颈
椎

造
成

长
期

压

迫
，

带
来

病
变

；
二

可
锻

炼
控

笔
能

力
，

手
腕

、
肘

、
肩

离
开

桌
面

，
虚

悬
在

空
中

，
可

开
阔

书
写

视

野
半

径
；

三
能

凸
显

“
癫

狂
”

风
神

，
可

巧
地

把
最

喜
爱

的
二

王
、

于
右

任
等

大
家

性
格

和
技

巧
，

移

植
嫁

接
到

自
己

的
草

书
作

品
中

，
使

自
己

的
草

书
作

品
骨

肉
相

连
，

气
韵

贯
通

。
书

写
时

那
六

百
毫

米

长
的

细
杆

毛
笔

，
犹

如
鹤

舞
游

走
飞

动
，

风
神

洒
落

。
见

之
者

谓
，

观
亢

先
生

那
从

容
而

立
、

偃
仰

起

伏
、

挥
洒

自
如

、
奔

放
豪

迈
的

神
情

，
也

是
一

种
美

的
享

受
。

        亢
先

生
草

书
作

品
，

展
卷

观
之

，
一

种
独

特
的

气
韵

与
洒

脱
扑

面
而

来
，

不
论

是
书

古
还

是
书

今
，

都
令

人
顿

感
精

神
为

之
一

振
。

尤
其

是
其

醉
笔

狂
草

，
最

能
显

示
他

的
个

性
创

造
之

神
韵

。
无

论

是
苏

轼
《

念
奴

娇
·

赤
壁

怀
古

》
长

幅
，

还
是

范
仲

淹
《

岳
阳

楼
记

》
条

屏
，

毛
泽

东
《

沁
园

春
 ·

雪
》

等
作

品
，

都
属

于
其

上
乘

佳
作

，
令

人
观

之
不

厌
。

在
这

些
大

幅
作

品
中

，
虽

然
张

旭
、

怀
素

、

毛
泽

东
、

于
右

任
标

准
草

书
的

技
法

法
度

、
精

神
魂

魄
内

涵
在

线
条

中
，

但
已

经
展

现
出

亢
氏

独
特

的

品
格

和
风

貌
。

那
恢

宏
的

气
势

，
像

大
海

一
样

一
望

无
际

，
涨

潮
时

，
咆

哮
奔

腾
而

来
，

如
雷

霆
万

钧
，

力
量

无
穷

；
退

潮
时

悄
然

而
去

，
有

如
抽

丝
；

一
旦

遇
上

风
暴

则
倒

海
翻

江
，

气
吞

山
河

。
那

流

利
奔

放
的

线
条

，
起

伏
跌

宕
的

点
画

，
重

如
崩

云
，

轻
如

蝉
翼

，
柔

如
抽

丝
，

萦
绕

缠
绵

，
润

如
春

雨
，

燥
裂

秋
风

，
苦

如
寒

冬
无

湿
色

，
抑

如
坠

石
落

地
，

戛
然

而
止

。
扬

似
飞

瀑
流

泉
，

一
泻

千
丈

。

结
字

的
正

奇
呼

应
，

章
法

的
疏

密
大

小
及

黑
白

变
化

之
大

，
波

澜
壮

阔
，

气
势

非
凡

，
增

添
了

新
时

代

的
精

神
和

情
怀

，
给

人
以

生
命

，
给

人
以

力
量

，
给

人
以

遐
想

…
…

         是
为

序
。

                                          

                                                               作
者

为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武

威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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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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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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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书

》

○
四

二
    唐

·
王

贞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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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鹿
洞

》

○
四

三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节

选

○
四

四
    战

国
·

荆
轲

《
易

水
歌

》

○
四

五
    宋

·
杨

万
里

《
小

池
》

○
四

六
    明

·
于

谦
《

除
夜

宿
太

原
寒

甚
》

○
四

七
    讲

诚
信

树
新

风

○
四

八
    南

北
朝

·
赓

信
《

子
夜

秋
歌

》

○
四

九
    唐

·
刘

禹
锡

《
浪

淘
沙

》

○
五

○
    宋

·
米

芾
《

垂
虹

亭
》

○
五

一
    元

·
黄

公
望

《
秋

山
林

木
图

》

○
五

二
    汉

·
曹

操
《

观
沧

海
》

○
五

三
    南

朝
·

吴
均

《
山

中
杂

诗
》

○
五

四
    唐

·
陈

子
昂

《
登

幽
州

台
歌

》

○
五

五
    唐

·
贺

知
章

《
回

乡
偶

书
》

○
五

六
    唐

·
王

昌
龄

《
从

军
行

》

○
五

七
    唐

·
杜

牧
《

江
南

春
》

○
五

八
    晋

·
陶

渊
明

《
归

园
田

居
·

其
一

》

○
五

九
   唐

·
王

维
《

汉
江

临
泛

》

○
六

○
    唐

·
李

白
《

送
孟

浩
然

之
广

陵
》

○
六

一
    博

观
而

约
取

○
六

二
    唐

·
贾

岛
《

寻
隐

者
不

遇
》

○
六

三
    海

纳
百

川
 

○
六

四
    唐

·
李

群
玉

 《
引

水
行

》

○
六

五
    唐

·
李

白
《

宫
中

行
乐

词
八

首
》

○
六

六
    唐

·
王

勃
《

送
杜

少
府

之
任

蜀
州

》

○
六

七
    宋

·
朱

熹
《

观
书

有
感

》

○
六

八
    宋

·
辛

弃
疾

《
永

遇
乐

·
京

口
北

固
亭

怀
古

》

○
七

○
    宋

·
苏

轼
《

念
奴

娇
·

赤
壁

怀
古

》

○
七

二
    宋

·
苏

轼
《

水
调

歌
头

》

○
七

三
    元

·
马

致
远

《
天

净
沙

·
秋

思
》

○
七

四
    元

·
关

汉
卿

《
四

块
玉

·
别

情
》

○
七

五
    元

·
倪

瓒
《

小
桃

红
·

秋
江

》

○
七

六
    东

晋
·

王
羲

之
《

兰
亭

序
》

○
七

八
    宋

·
杨

万
里

《
最

爱
东

山
晴

后
雪

》

○
七

九
    元

·
马

致
远

《
寿

阳
曲

·
远

浦
帆

归
》

 

○
八

○
    唐

·
刘

禹
锡

《
陋

室
铭

》

○
八

一
    俯

首
为

民
写

春
秋

○
八

二
    明

·
杨

慎
《

临
江

仙
》

○
八

四
    五

代
·

李
煜

《
相

见
欢

》

○
八

五
    唐

·
王

维
《

相
思

》

○
八

六
    春

花
秋

月

○
八

七
    知

足
诗

○
八

八
    清

·
端

木
百

禄
《

苍
山

绝
句

》

○
八

九
    方

薰
诗

句

○
九

○
    千

字
文

○
九

二
    唐

·
韦

应
物

《
滁

州
西

涧
》

○
九

三
    清

·
郑

板
桥

《
竹

石
》

○
九

四
    明

·
张

居
正

《
舟

泊
汉

江
望

黄
鹤

楼
》

○
九

六
    古

诗
一

首

○
九

七
    杜

甫
诗

句

○
九

八
    唐

·
钱

起
《

远
山

钟
》

○
九

九
    杜

甫
诗

句

一
○

○
    数

风
流

人
物

一
○

一
    行

善
之

人
如

大
地

春
草

一
○

二
    唐

·
白

居
易

《
赋

得
古

原
草

送
别

》

一
○

三
    陶

渊
明

诗
句

 

一
○

四
    读

书
破

万
卷

一
○

五
    穷

不
忘

道

图
 
 
版

○
○

二
    养

天
地

正
气

○
○

三
    桂

子
月

中
落

○
○

四
    宋

·
戴

敏
《

初
夏

游
张

园
》

○
○

五
    唐

·
沈

期
《

入
少

密
溪

》
佺

○
○

六
    《

道
德

讲
堂

经
典

篇
》

节
选

○
○

七
    《

道
德

讲
堂

》
序

○
○

八
    唐

·
韦

壮
《

菩
萨

蛮
》

○
○

九
    唐

·
顾

况
《

送
李

秀
才

游
嵩

山
》

○
一

○
    唐

·
吴

融
《

望
嵩

山
》

节
选

○
一

一
    毛

泽
东

《
清

平
乐

·
六

盘
山

》

○
一

二
    毛

泽
东

《
沁

园
春

·
雪

》

○
一

四
    清

·
张

宿
煌

《
雨

》

○
一

六
    毛

泽
东

《
沁

园
春

·
长

沙
》

○
一

八
    唐

·
杨

炯
《

从
军

行
》

   

○
二

○
    宋

·
范

仲
淹

《
岳

阳
楼

记
》

○
二

二
    三

国
·

蜀
·

诸
葛

亮
《

前
出

师
表

》

○
二

四
    宋

·
杨

万
里

《
宿

新
市

徐
公

店
》

   

○
二

五
    宋

·
徐

元
杰

诗
《

湖
上

》

○
二

六
    现

代
京

剧
《

智
取

威
虎

山
》

选
段

○
二

八
    唐

·
刘

禹
锡

《
望

洞
庭

》

○
三

○
    现

代
京

剧
《

智
取

威
虎

山
》

选
段

○
三

二
    书

艺
乐

○
三

三
    南

朝
·

齐
·

王
僧

虔
《

笔
意

赞
》

○
三

四
    孟

子
《

滕
文

公
下

》
节

选

○
三

五
    元

·
王

晃
《

墨
梅

》

○
三

六
    唐

·
韩

愈
《

忽
忽

》

○
三

七
    孟

子
《

告
天

下
》

节
选

○
三

八
    晋

·
葛

洪
《

抱
朴

子
外

篇
·

广
譬

》

○
三

九
    唐

·
刘

禹
锡

《
武

陵
北

亭
记

》



目
 录

就
临

像
，

临
它

个
以

假
乱

真
。

或
取

神
，

或
取

韵
，

或
取

势
，

或
研

取
形

。
古

为
今

用
，

关
键

在
于

取
。

要
追

求
变

化
，

通
过

读
帖

、
临

帖
去

求
变

化
，

去
理

解
变

化
，

慢
慢

体
会

古
人

造
型

、
用

笔
、

用

墨
、

布
白

的
法

，
达

到
形

似
，

进
而

追
求

临
帖

的
最

高
境

界
—

—
神

似
。

在
“

用
心

”
临

帖
的

基
础

上
，

再
认

真
进

行
自

己
的

草
书

创
作

。
亢

先
生

所
说

的
“

用
心

”
 ，

不
是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认
真

努
力

，

而
是

在
创

作
中

与
“

手
”

相
应

的
那

个
“

心
”

 ，
是

要
调

动
全

部
情

感
、

意
志

、
悟

性
进

入
书

写
的

那

种
状

态
。

按
此

，
临

就
自

己
与

创
作

的
心

态
相

同
。

反
之

，
如

果
名

曰
创

作
而

缺
乏

“
心

”
的

投
入

，

那
么

便
不

可
能

真
正

进
入

创
造

性
劳

动
。

娴
熟

运
用

笔
法

，
巧

遇
非

常
理

的
创

作
心

态
，

或
许

一
幅

感

动
自

己
又

感
动

他
人

的
佳

作
便

可
产

生
了

。

        亢
先

生
作

草
以

磅
礴

的
气

势
迥

异
于

同
道

，
为

求
恢

宏
大

气
，

他
喜

用
长

锋
长

杆
羊

毫
。

问
其

由
，

答
曰

：
一

是
执

笔
高

，
身

自
然

正
立

，
可

防
身

体
向

桌
面

习
惯

倾
斜

，
给

腰
椎

颈
椎

造
成

长
期

压

迫
，

带
来

病
变

；
二

可
锻

炼
控

笔
能

力
，

手
腕

、
肘

、
肩

离
开

桌
面

，
虚

悬
在

空
中

，
可

开
阔

书
写

视

野
半

径
；

三
能

凸
显

“
癫

狂
”

风
神

，
可

巧
地

把
最

喜
爱

的
二

王
、

于
右

任
等

大
家

性
格

和
技

巧
，

移

植
嫁

接
到

自
己

的
草

书
作

品
中

，
使

自
己

的
草

书
作

品
骨

肉
相

连
，

气
韵

贯
通

。
书

写
时

那
六

百
毫

米

长
的

细
杆

毛
笔

，
犹

如
鹤

舞
游

走
飞

动
，

风
神

洒
落

。
见

之
者

谓
，

观
亢

先
生

那
从

容
而

立
、

偃
仰

起

伏
、

挥
洒

自
如

、
奔

放
豪

迈
的

神
情

，
也

是
一

种
美

的
享

受
。

        亢
先

生
草

书
作

品
，

展
卷

观
之

，
一

种
独

特
的

气
韵

与
洒

脱
扑

面
而

来
，

不
论

是
书

古
还

是
书

今
，

都
令

人
顿

感
精

神
为

之
一

振
。

尤
其

是
其

醉
笔

狂
草

，
最

能
显

示
他

的
个

性
创

造
之

神
韵

。
无

论

是
苏

轼
《

念
奴

娇
·

赤
壁

怀
古

》
长

幅
，

还
是

范
仲

淹
《

岳
阳

楼
记

》
条

屏
，

毛
泽

东
《

沁
园

春
 ·

雪
》

等
作

品
，

都
属

于
其

上
乘

佳
作

，
令

人
观

之
不

厌
。

在
这

些
大

幅
作

品
中

，
虽

然
张

旭
、

怀
素

、

毛
泽

东
、

于
右

任
标

准
草

书
的

技
法

法
度

、
精

神
魂

魄
内

涵
在

线
条

中
，

但
已

经
展

现
出

亢
氏

独
特

的

品
格

和
风

貌
。

那
恢

宏
的

气
势

，
像

大
海

一
样

一
望

无
际

，
涨

潮
时

，
咆

哮
奔

腾
而

来
，

如
雷

霆
万

钧
，

力
量

无
穷

；
退

潮
时

悄
然

而
去

，
有

如
抽

丝
；

一
旦

遇
上

风
暴

则
倒

海
翻

江
，

气
吞

山
河

。
那

流

利
奔

放
的

线
条

，
起

伏
跌

宕
的

点
画

，
重

如
崩

云
，

轻
如

蝉
翼

，
柔

如
抽

丝
，

萦
绕

缠
绵

，
润

如
春

雨
，

燥
裂

秋
风

，
苦

如
寒

冬
无

湿
色

，
抑

如
坠

石
落

地
，

戛
然

而
止

。
扬

似
飞

瀑
流

泉
，

一
泻

千
丈

。

结
字

的
正

奇
呼

应
，

章
法

的
疏

密
大

小
及

黑
白

变
化

之
大

，
波

澜
壮

阔
，

气
势

非
凡

，
增

添
了

新
时

代

的
精

神
和

情
怀

，
给

人
以

生
命

，
给

人
以

力
量

，
给

人
以

遐
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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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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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子

曰
：

“
德

不
孤

，
必

有
邻

。
”

②
子

曰
：

“
见

贤
思

齐
焉

，
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也
。

”

③
子

曰
：

“
知

者
乐

水
，

仁
者

乐
山

。
知

者
动

，
仁

者
静

。
知

者
乐

，
仁

者
寿

。
”

④
子

曰
：

“
质

胜
文

则
野

，
文

胜
质

则
史

。
文

质
彬

彬
，

然
后

君
子

。
”

⑤
子

曰
：

“
默

而
识

之
，

学
而

不
厌

，
诲

人
不

倦
，

何
有

于
我

哉
？

”

⑥
子

夏
曰

：
“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也

。
”

⑦
子

曰
：

“
不

义
而

富
且

贵
，

于
我

如
浮

云
。

”

⑧
子

曰
：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师
焉

；
择

其
善

者
而

从
之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⑨
子

曰
：

“
仁

远
乎

哉
？

我
欲

仁
，

斯
仁

至
矣

。
”

⑩
子

曰
：

“
君

子
坦

荡
荡

，
小

人
长

戚
戚

。
”

曾
子

曰
：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任

重
而

道
远

。
仁

以
为

己
任

，
不

亦
重

乎
？

死
而

后
已

，

不
亦

远
乎

？
”

子
曰

：
“

其
身

正
，

不
令

而
行

；
其

身
不

正
，

虽
令

不
从

。
”

子
曰

：
“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
。

”

子
曰

：
“

君
子

耻
其

言
而

过
其

实
。

”

子
曰

：
“

贫
而

无
怨

难
，

富
而

无
骄

易
。

”

子
曰

：
“

人
无

远
虑

，
必

有
近

忧
。

”

子
曰

：
“

君
子

求
诸

己
，

小
人

求
诸

人
。

”

子
贡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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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一

言
而

可
以

行
之

者
乎

？
”

子
曰

：
“

其
怨

乎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

”

子
曰

：
“

弟
子

，
入

则
孝

，
出

则
悌

，
谨

而
信

，
泛

爱
众

，
而

亲
仁

。
行

有
余

力
，

则
以

学

文
。

”

曾
子

曰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为
人

谋
而

不
忠

乎
？

与
朋

友
交

而
不

信
乎

？
传

不
习

乎
？

君
子

成
人

之
美

，
不

成
人

之
恶

。
小

人
反

之
。

子
曰

：
“

君
子

不
重

则
不

威
，

学
则

不
固

，
主

忠
信

，
无

友
不

如
己

者
，

过
则

勿
惮

改
。

子
禽

问
于

子
贡

曰
：

“
夫

子
至

于
是

邦
也

，
必

闻
其

政
。

求
之

与
？

抑
与

之
与

？
”

子
贡

曰
：

“
夫

子
温

良
恭

俭
让

以
得

之
。

夫
子

求
之

也
，

其
诸

异
乎

人
之

求
之

与
？

”

孔
子

云
：

“
益

者
三

友
，

损
者

三
友

。
友

直
，

友
谅

，
友

多
闻

，
益

矣
。

友
便

辟
，

友
善

柔
，

友
便

佞
，

损
矣

。
”

《
道

德
讲

堂
经

典
篇

》
节

选

⑩⑩⑩⑩⑩⑩⑩⑩⑩⑩
”

⑩⑩
”

⑩⑩⑩释
文

：

大
兴

道
德

之
风

，
点

燃
文

明
之

火
。

让
道

德
之

花
在

金
昌

大
地

和
谐

绽
放

，
让

每
个

市
民

都
能

成
为

道
德

的
传

播
者

、
实

践
者

和
受

益
者

。

《
道

德
讲

堂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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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
○

七

释
文

：

①
子

曰
：

“
德

不
孤

，
必

有
邻

。
”

②
子

曰
：

“
见

贤
思

齐
焉

，
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也
。

”

③
子

曰
：

“
知

者
乐

水
，

仁
者

乐
山

。
知

者
动

，
仁

者
静

。
知

者
乐

，
仁

者
寿

。
”

④
子

曰
：

“
质

胜
文

则
野

，
文

胜
质

则
史

。
文

质
彬

彬
，

然
后

君
子

。
”

⑤
子

曰
：

“
默

而
识

之
，

学
而

不
厌

，
诲

人
不

倦
，

何
有

于
我

哉
？

”

⑥
子

夏
曰

：
“

四
海

之
内

皆
兄

弟
也

。
”

⑦
子

曰
：

“
不

义
而

富
且

贵
，

于
我

如
浮

云
。

”

⑧
子

曰
：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师
焉

；
择

其
善

者
而

从
之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⑨
子

曰
：

“
仁

远
乎

哉
？

我
欲

仁
，

斯
仁

至
矣

。
”

⑩
子

曰
：

“
君

子
坦

荡
荡

，
小

人
长

戚
戚

。
”

曾
子

曰
：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任

重
而

道
远

。
仁

以
为

己
任

，
不

亦
重

乎
？

死
而

后
已

，

不
亦

远
乎

？
”

子
曰

：
“

其
身

正
，

不
令

而
行

；
其

身
不

正
，

虽
令

不
从

。
”

子
曰

：
“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
。

”

子
曰

：
“

君
子

耻
其

言
而

过
其

实
。

”

子
曰

：
“

贫
而

无
怨

难
，

富
而

无
骄

易
。

”

子
曰

：
“

人
无

远
虑

，
必

有
近

忧
。

”

子
曰

：
“

君
子

求
诸

己
，

小
人

求
诸

人
。

”

子
贡

问
曰

：
“

有
一

言
而

可
以

行
之

者
乎

？
”

子
曰

：
“

其
怨

乎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

”

子
曰

：
“

弟
子

，
入

则
孝

，
出

则
悌

，
谨

而
信

，
泛

爱
众

，
而

亲
仁

。
行

有
余

力
，

则
以

学

文
。

”

曾
子

曰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为
人

谋
而

不
忠

乎
？

与
朋

友
交

而
不

信
乎

？
传

不
习

乎
？

君
子

成
人

之
美

，
不

成
人

之
恶

。
小

人
反

之
。

子
曰

：
“

君
子

不
重

则
不

威
，

学
则

不
固

，
主

忠
信

，
无

友
不

如
己

者
，

过
则

勿
惮

改
。

子
禽

问
于

子
贡

曰
：

“
夫

子
至

于
是

邦
也

，
必

闻
其

政
。

求
之

与
？

抑
与

之
与

？
”

子
贡

曰
：

“
夫

子
温

良
恭

俭
让

以
得

之
。

夫
子

求
之

也
，

其
诸

异
乎

人
之

求
之

与
？

”

孔
子

云
：

“
益

者
三

友
，

损
者

三
友

。
友

直
，

友
谅

，
友

多
闻

，
益

矣
。

友
便

辟
，

友
善

柔
，

友
便

佞
，

损
矣

。
”

《
道

德
讲

堂
经

典
篇

》
节

选

⑩⑩⑩⑩⑩⑩⑩⑩⑩⑩
”

⑩⑩
”

⑩⑩⑩释
文

：

大
兴

道
德

之
风

，
点

燃
文

明
之

火
。

让
道

德
之

花
在

金
昌

大
地

和
谐

绽
放

，
让

每
个

市
民

都
能

成
为

道
德

的
传

播
者

、
实

践
者

和
受

益
者

。

《
道

德
讲

堂
》

序
11121314151617192022 21 182324



○
○

八

○
○

九

唐
·

韦
壮

《
菩

萨
蛮

》

释
文

：

春
水

碧
于

天
，

画
船

听
雨

眠
。

唐
·

顾
况

《
送

李
秀

才
游

嵩
山

》

释
文

：

嵩
山

石
壁

挂
飞

流
，

无
限

神
仙

在
上

头
。

采
得

新
诗

题
石

壁
，

老
人

惆
怅

不
同

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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