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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父学驾车

功到自然成。
———吴承恩

造父是古代的驾车能手，他在向泰豆氏学习驾车时，对老师十分谦恭

有礼貌。

可是 3 年过去了，泰豆氏却连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造父仍然执弟子

礼，丝毫不怠。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 “古诗中说过: 擅长造弓的巧匠，

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 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接皮袄。

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能像我这样快了，

你才可以手执 6 根缰绳，驾驭 6 匹马拉的大车。”

造父赶紧说: “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

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

道路。老师首先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从不失足跌下。

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去刻苦练习，仅用了 3 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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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技巧要领。

泰豆氏检查了造父的学习成绩后，不禁赞叹道: “你是多么机敏灵活

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 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

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 现在你要用这个原理去驾

车，为了使 6 匹马走得整齐划一，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

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

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

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

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

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坐正直，6 根缰绳不乱，24 只马蹄落地不差

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

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

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

住它! ”

泰豆氏在这里强调了苦练基本功的极端重要性。

想要学一门技术，首先必须掌握过硬的基本功，勤加练习，然后才有

可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学习驾车如此，做学问也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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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耻下问和韦编三绝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

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代封建王朝都尊奉他为

天生的最有学问的“圣人”，但是他本人却说: “余非生而知之者。”( 意思

是: 我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 他的学问全是学来的，问来的。《论语·

八佾》就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 “孰谓邹人之子知

礼乎? 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 “是礼也。”

太庙，是国君的祖庙。孔子去鲁国的太庙参加国君祭祖的典礼，他一

进去，就向人问这样问那样，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问到了。当时就有人讥笑

他说: “谁说‘邹人之子’懂得礼仪?”孔子听到人们对他的讥讽，毫不在意

地答道: “我对于不明白的事情，每件事都要问个明白，这恰恰是我要求懂

得礼仪的表现啊!”

那时，卫国有一位大夫孔圉，死后谥号( 古代帝王和官僚死后，朝廷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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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表示褒贬的称号) 叫做“文”，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孔文子。对于这件事，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有疑惑不懂得，他问孔子: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

也?”( 意思是:孔文子为什么被称为‘文’呢?) 孔子回答说: “敏而好学，不

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意思是: 孔圉聪敏而勤学上进，不以向地位

或学识比他低下的求教为可耻，所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

孔子和子贡的这番谈话，记载在《论语·公冶长》篇中。成语“不耻

下问”，就是从孔子的那句话而来的。现在我们形容谦虚、好学，眼睛向

下、真心诚意向群众提问请教，就叫做“不耻下问”。

孔子本身就是“不耻下问”的榜样，不管是谁，也不论地位高低，孔子

都能虚心向他求教。孔子曾向郯国( 在今山东省郯城省一带) 的国君请

教官职的名称，向周敬王的大夫苌弘请教关于音乐的事，向鲁国的乐工师

襄学过弹琴，向周朝的守藏吏老聃问礼，甚至向七岁的小孩项橐请教

论道。

孔子也是好学的榜样，他一直到老，仍然不放松学习。到了晚年，他

才开始学《易经》。《易经》是很难懂得的一部古书，孔子却对它很感兴

趣，一遍不懂，反复再读，直到读通为止。孔子对于《易经》，不但进行了

研究，而且还把研究心得，写成了十篇文章，叫做《十翼》。由于孔子认真

钻研《易经》，竟致“韦编三绝”。

韦，是一种柔软的牛皮。孔子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造纸，书籍是用竹

片做成的，这种竹片，叫做“竹简”。就是把字用漆写在竹简上，用皮带子

把一片片的竹简，像帘子似的编起来。孔子读《易经》，因为反复钻研，竟

把皮带子都磨断了。断了一次，修好以后，又磨断了，前后断了多次，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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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韦编三绝”。

“韦编三绝”，后来成了成语，人们常用它来称赞刻苦读书的好学生。

孔子历来被称为“圣人”，因为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承产生了

深入骨髓的影响，他对后人在学问道德方面起到了千古垂范的作用。“不

耻下问”和“纬编三绝”的故事表现的是孔子对学问的一种追求，对于

“礼”这种儒家最为重视的东西，孔子在太庙像小孩一样四处询问，而且

极为细致。这本身就是一种“礼”。孔子的行为其实就践行着他的道德

文章，对后人有着永久的启示意义。贤达智慧如孔子亦不耻下问，读书为

学纬编三绝，真是令末学后辈无地自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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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梁刺股苦求学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洛阳( 今河南洛阳东) 人。苏秦在小的时候，就

十分喜欢学习，他曾在很有名望的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家的言论。当

时，苏秦的家境不好，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更没有钱买书读了。为了

读书，他时常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卖掉，或者给别人打短工、卖力气，以换

取微薄的收入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由于苏秦勤奋好学，在开

始的一段时期内，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然而，就在苏秦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他骄傲自大起来，老师的话渐渐

听不进去了，自以为已经学到了“纵横术”的所有知识，能够“运筹帷幄”

了。于是，他收拾好行李，告别了老师和朋友，一个人外出游说他的“合纵

连横”理论去了。

苏秦先是主张“合纵”的，于是他去求见周天王，劝弱小的国家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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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阻止强国的兼并。由于没人给他引见，被冷落了一年多。一气之

下，他又到了秦国，向秦惠王宣传“连横”的意见，劝他用此办法来兼并各

诸侯国，以统一天下。他先后写了十多封意见书给秦惠王，但都没有引起

秦惠王的重视，秦惠王只是草草地看一下，就随便放到一边，不予理睬了。

苏秦在秦国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所带银两已用得一干二净，衣服既破

又旧换不了季。他已无法再住下去了，看到秦惠王一点也没有重用他的

意思，就只好缠了裹腿、穿了草鞋、背上书包，离开了秦国，返回家里。由

于路途比较远，缺吃少喝，加之心情不好，奔波了好多天才回到家中。这

时他已瘦得不成样子，皮肤被晒得黑乎乎的。回到家里怪难为情的，都不

愿抬头见家人。妻子看见他这副样子，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去织布了，嫂

子看见他这副样子，也不想马上给他去做饭，父母见他这副样子，也不想

与他说话。

苏秦的心里难受极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唉，

妻子不认我这个丈夫，嫂子不认我这个小叔子，父母也不认我这个儿子，

这全是由于自己不争气造成的啊!”

于是，他又重新开始埋头读书。当天夜里，他把自己几十箱藏书找了

出来，从此不分昼夜，刻苦攻读。有时候读着读着就在案头上睡着了。每

次醒来，看到时间过去了很多，都十分懊悔，痛骂自己无用，可是一时也找

不到合适的办法来制止自己打瞌睡。

有一次，他读着读着又开始打瞌睡了，身子一下扑在了案桌上，放在

案上的一把锥子刺痛了他的手臂，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他看着锥子，眨

了眨眼，忽然想出了一个制止自己打瞌睡的好办法: 用锥子扎自己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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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此后，每当困意袭来的时候，他就拿起锥子，朝自己的大腿狠扎几下。

由于扎得狠，往往是鲜血淋漓。他的家人看了，于心不忍，就规劝他说:

“你不必这样折磨自己了，只要你痛改前非，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就这样，苏秦勤学苦读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觉得比以前学得深了，能

够说服当代的君主了。

经过这一番准备，苏秦于公元前 334 年开始游说六国，终于得到了六

国君王的重用，并担任了六国的宰相，提出了有名的六国合纵共同抵抗秦

国的政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就有苏

秦的书信和游说辞 16 章。

在我国历史上，像苏秦这样刻苦求学的人很多，晋朝的孙敬就是其中

的一位。孙敬酷爱学习，每日攻读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他

把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所以很少外出。当他偶尔到集市上去的时候，

有的人就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地说: “看哪，这就是‘闭户先生’呀! ”为了

避免在深夜学习时产生疲倦，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头发结在绳子的一

头，将另一头挂在屋梁上，每当打瞌睡时，就会因为扯痛头发而惊醒过来。

苏秦和孙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需别人督促，都知道努力勤学，这种

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秦、张仪在战国时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六国君主于股掌之

间，纵横于天下，游刃有余。他们的能耐，做法最多只能用“术”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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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天下一统的王道。在圣人孔子面前他们是渺小而又微不足道的，

但是苏秦为了学习精通“纵横”之术而锥刺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坚

强的意志、为学的决心，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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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昌学射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

战国时候，有一个名叫列御寇的人，他编了一本书，书名叫《列子》。

这本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很佩服一个叫飞卫的有名射手，纪昌就拜他做

老师，跟他学射箭。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 “你想要学好射箭的本领，先要下

苦功练好眼睛。等练到盯住一个目标，眼睛能一眨也不眨的时候，再来

见我。”

纪昌听了老师的教导，就回家练眼睛。他的妻子织布的时候，他就在

织布机旁边，睁大了眼睛，牢牢地盯着一上一下的脚踏板。这样练了两

年，就是有人用针刺他的眼皮，他的眼睛也能睁得圆圆的，一眨也不眨。

纪昌以为自己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便跑去见飞卫，把练眼睛的成绩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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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

飞卫听了，说: “你才练了第一步，还得练第二步。等练到能把极小的

东西，看成为一件老大的东西的时候，再来见我! ”

纪昌听了老师的话，又回家练起来，他用一根长头发，缚了一只虱子，

挂在窗口，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那只虱子。

这样又练了很久，纪昌觉得那只虱子好像有车轮那么大了。他再跑

去找飞卫，把练眼睛的成绩告诉他。

飞卫听了，很高兴地拍拍纪昌的肩膀，说: “我祝贺你，你的功夫已经

练到家了! ”这时候，飞卫才开始教纪昌怎样拉弓，怎样放箭。

又经过长时间的苦学苦练，纪昌这才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优秀射手。

世间任何技艺，都需要有勤学苦练、坚忍不拔的学习作风，才能有所

成就。否则学问就不成其为学问，技艺也不能称其为技艺了! 纪昌为学

射箭历经磨炼，经历了学箭的几个阶段，最终成为百发百中的优秀射手正

是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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