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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人物

中华各界精英灿若群星， 或为思想敏锐、 洞察

秋毫的先知先觉者， 或为刚直不阿、 正气凛然的宦

海典范， 或为思接千古、 视通万里的史学巨擘， 或

为不拘世俗、 放达洒脱的书法宗师， 或为才华横溢、

泼墨惊天下的文坛泰斗， 等等。 所有这些经典人物，

皆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佼佼者。



前 言

中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

族世代相传之瑰宝。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我华夏文明悠悠千年

绵延不绝， 此全仰仗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 正是因为有这个

根， 中华民族这棵“松” 才硕大无比， 历经艰难却不屈不挠、

历久弥坚。

中华民族若要薪火相传， 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当今世界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加之现代传播技术的

普及， 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和缺乏道德的行为对国人， 尤其是青

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已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

下， 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思想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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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内涵， 与当今中国社会的时代主流价

值，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教育， 是一脉

相承的源流关系， 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语言、 文化传统、 思想观念、 自然景观、 人文遗存、

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 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

道德规范、 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 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培

育人们“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的家国情怀观念， 对树立“仁

爱共济， 立己达人” 的社会关爱意识， 对养成“正心笃志， 崇

德弘毅” 的人格修养品质， 对立德树人及人文修养的提高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 特

别是有助于青少年学生逐步成长为有自信、 懂自尊、 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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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养、 讲文明、 有爱心、 知荣辱、 守诚信、 敢创新的新一代

中国公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海量， 除专业人员外， 生活在快节

奏下的现代人不可能逐一阅览， 但对其中重要的文化经典却不

能不掌握。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博览” 丛书根据教育部 2014 年

3 月颁布的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的精神，

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精髓， 从名胜概要、 名贵览要、

名作提要、 经典节日、 经典事件和经典人物等视角进行赏析。

全套丛书概其优者， 既全面系统， 又简明扼要， 使读本具“知

识信息丰富和概天下之要” 之特色， 其中很多知识信息和经典

文化， 不仅是处世为人所必备之信息库， 也是升学考试、 公务

员考试和就业应聘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知识： 人读之， 终身受

益； 家存之， 则享用无穷。

编 者

201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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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变革的时代， 然而这一时代也是文化

繁荣的时代， 诸子百家各抒己见， 四处讲学， 著书立说， 形成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 诸子百家各领风骚， 影响中国文

化数千年， 谱写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华美的乐章。

在这个辉煌的时代里， “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 在诸多的

思想流派中， 儒家的仁爱、 刚健有为等精神， 道家的“道法自

然”、 尊重客观规律等思想， 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 等

思想， 法家的“废私立公”、 依法治国等思想， 对后世的政治、

文化、 思想等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儒、 道、 墨、 法这四家

学派中， 又有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墨子、 韩非子

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们留下的文化经典在中国辉煌灿烂的

文化艺术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睿智的思想、 渊博的学

识、 崇高的品格更是在这个时代里熠熠生辉， 给后人留下深刻的

启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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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孔子

孔子 （前 551—前 479）， 名丘， 字仲

尼， 春秋末期著名的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

政治家。 在思想上， 孔子开创儒家之风，

继承和吸取了优秀的文化传统， 是中华上

古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政治上， 他主张

“为政以德” 的治国之道。 在教育上， 他提

倡“有教无类” 的教育主张， 兴办私学， 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 他晚年修订的《诗》《书》《礼》《乐》

《易》《春秋》， 即六经， 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杰出

贡献。

故事吧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

孔子是古代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 为了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他“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往往不会先将自己

的见解强加给学生， 而是通过引导和启发让学生去独立思

考， 让学生学会在思考中举一反三。

一次， 孔子带着学生到鲁桓公的庙中去参观， 看见庙

中有一种倾斜易覆的器具， 便问看守庙宇的人：

2



“这是什么器具？” 守庙

人回答说：“这是宽待赦免的

坐具， 通常放在座右， 是用

来警戒自己的器皿。” 孔子

说：“我曾听说过这样的器

皿， 空着时会倾斜， 装了一

半水就会正， 装满水了反而

就会翻倒。” 他回头对学生

说：“你们试试往里面注水。” 于是， 他的学生将水注入器

皿， 当倒了一半水时欹器就端正了， 装满了水后欹器就翻

倒了， 倒空了水它又倾斜了。 子路问孔子：“请问有保持

满的方法吗？” 孔子回答：“任何事物旺盛到极点都会衰

败。 因此， 聪明睿智而能不显露锋芒， 功高盖世而能谦让

待人， 勇敢刚毅而能显示卑弱， 拥有财富而能谦逊自守，

这就是减损自满的方法。” 孔子用这个现象告诉了他的学

生“满招损， 谦受益” 这个道理。

阅读拓展

曲阜孔庙、 孔府和孔林

曲阜孔庙、 孔府和孔林位于山东省曲阜市， 是中国历

代纪念孔子、 推崇儒学的表征， 凭借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 宏大壮观的规模、 丰富的文物典藏， 以及科学艺术价

值而著称。

曲阜孔庙是祭祀孔子的本庙， 始建于公元前 478 年，

历经两千四百多年而从未放弃祭祀， 是中国使用时间最长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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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诸

子

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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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庙宇， 也是中国现

存最著名的古建筑群

之一。 现存的孔庙前

后有九进院落， 纵向

轴线贯穿整座建筑，

左右对称， 布局严谨，

气势宏伟。 孔庙中还存有大量的碑刻及画像砖， 是研究中

国古代书法和文化艺术的宝贵资料。

孔府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 最为典型的官

衙与宅第合一的建筑群。 它是一座典型的封建贵族庄园，

衙署大堂用于接受皇帝颁布的圣旨， 或处理家族内部事

务。 孔府藏有大量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 传世文物、 历代

服饰和用具等。

孔林延续使用两千四百多年， 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

沿用时间最长的氏族墓地。 孔林占地三千亩， 周围砖砌林

墙长达十四里。 孔子的坟墓封土高六米， 墓东是孔子之子

孔鲤和孔子之孙孔伋的坟墓。 整个孔林内有坟冢十余万座。

其使用时间之久， 墓葬之多， 保存之完好， 举世罕见。

（节选自新华网：《世界文化遗产———孔庙 孔府 孔林》）

1. 开展参观曲阜孔庙、 孔府和孔林， 感受儒家文化活动。

2. 开展 《论语》 经典诵读比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活动

4



第 2 课

孟子

孟子 （约前 372—前 289）， 名轲，

字子舆，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

孟子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 儒家

学派的代表人物。 孟子在孔子的思想基

础上发展了儒家学说， 他提出一套完整

的思想体系， 其思想主要围绕“仁”

“义”“善” 三个方面， 对后世影响极大，

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故事吧

孟子驳白圭治水方法

战国时期的白圭曾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国， 因

为他善于修筑堤坝， 兴修水利， 深得魏惠王重用。 那时，

魏国都城大梁因为紧靠黄河而经常遭受洪水之灾。 白圭施

展他的治水才能， 为大梁解除水患， 缓解了灾情。

有一次， 孟子来到魏国， 白圭因魏惠王重视孟子而不

满， 便在会见孟子时， 夸耀自己非凡的治水才能：“我的治

水本领远超过大禹！” 孟子听后， 不以为然， 当场便驳斥

他说：“你说的不对， 如果你要将自己与大禹作比较， 你

第

一

单

元

诸

子

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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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不上大禹的。 大禹治水顺应自然万物的规律， 他的治

水思想是德治于道， 他将滔滔洪水拘于山间， 归于湖海，

所以大禹治水没有因为治水造成危害他人的现象， 只有受

益者。 可是如今你治水， 却是修筑堤坝堵塞河流， 将洪水

引到别国去， 对自己国家有利， 对邻国却有害。 你依靠这

种方法治水， 怎么能同大禹比较呢？”

这样的回答讽刺了白圭治水以邻为壑， 用“堵” 解决

水患的方法， 另一方面， 也表现了孟子主张顺应客观规律

以及仁爱的思想。

阅读拓展

孟母劝子远行

孟母仉氏是一位很有贤德， 善于教子的女性， 她与徐

母、 岳母被后人认为是我国历史上三位最伟大的母亲。 孟

母一生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 含辛茹苦地抚育儿子， 她对

孟子的关心与教导也是无微不至的， 包括慎始、 励志、 敦

品、 勉学等方面， 数十年如一日。

孟子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

于孔子的“亚圣”， 多得益于这样一位母亲的教育。

《三字经》 中的名句“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

机杼” 被世人广泛传诵， 孟母的“三迁择邻” “断织教

子” 等故事， 成为中国历史上教育子女的佳话。

孟子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 刻苦求学， 终成大才。 孟

子虽已长大成人， 孟母对儿子的教育和劝导却从不放松。

孟子曾在齐国多次向齐宣王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由于

6



孟子的主张与齐宣王的为政思想有所不同， 齐宣王并未推

行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见齐宣王并未采纳自己的意见和

建议， 便想离开齐国前往宋国， 可是又考虑到需要照顾年

事已高的母亲， 孟子心里有些苦楚， 不知如何选择。 有一

天， 他在屋内踱步， 想到自己面临的抉择， 扶着柱子长叹

一声。 孟母听见便从里屋走出来询问儿子叹气的原因。

孟子如实告诉了母亲。 孟母便对儿子说道： “故年少

则从乎父母， 出嫁则从乎夫， 夫死则从乎子， 礼也。 今子

成人也， 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义， 吾行乎吾礼。” 孟母的

一席话， 令孟子十分感动， 也拂去了他心中的愁绪， 于是

孟子决定前往宋国， 并周游列国， 推行仁政。

孟子五十五岁在齐国任客卿时， 回故里迎接母亲到齐

国共享富贵。 可那时， 孟母已经体弱多病。 第二年， 孟母

病逝于齐国， 孟子扶柩归葬于老家。 孟母墓位于如今山东

省邹城县北二十里的马鞍山麓， 在这里留下了历代颂扬孟

母贤母风范的石刻， 并建有孟母祠。

《孟子》 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 记录了孟子与

其他诸子思想的争辩， 对弟子的言传身教， 游说诸侯等

内容。 阅读 《孟子》 重要篇目， 谈谈你对孟子仁政学说

的理解。

践行活动

第

一

单

元

诸

子

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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