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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贵览要

以中华文化精髓铸炼而成的瑰宝不胜枚举： 亘

古至今芸芸众生使用的汉字， 影响世界东方数千年

的儒、 佛、 道三大学说， 夯筑世界文明之基的造纸、

印刷、 火药、 指南针四大发明， 以及为人之本的仁、

义、 礼、 智、 信， 均为中华瑰宝之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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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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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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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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地风光、 名山风格、 名川风

致、 名湖风味、 名城风韵、 名园风貌、 名楼风调、 名亭风情、 名陵

风景）、 名贵览要 （一大创造、 三大学说、 四大发明、 修身、 仁爱、

礼貌、 谦和、 图强）、 名作提要 （启蒙经典、 儒学经典、 诗歌经典、

词典经典、 戏剧经典、 散文经典、 小说经典、 史学经典） 和名流举

要 （诸子百家、 政坛英才、 科学名人、 书画宗师、 文坛泰斗、 史学

巨擘、 哲学大师） 四个视角进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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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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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一大创造

汉字是我国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它是在我们历史发

展过程中慢慢形成、 慢慢完善、 慢慢改变的。 它是中华

文化五千年的结晶， 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广告牌上、 书本上、 电视里都有汉字， 它是我们了解世

界、 学习文化的桥梁。 我们从小就学习汉字， 学习它的

读音、 它的形体， 感受汉字的美妙； 我们学习写字， 学

习阅读， 学习作文， 成为汉字的使用者、 传承者。 我们

应该为这种伟大文字感到自豪。 这一单元， 我们将沿着

历史的长河， 了解这种美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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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汉字数量

汉字是记录汉族人民语言的符号， 因为它方方正正

的样子， 所以又被称为“方块字”。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历史源远流长。 我们现在究竟有多少个汉字？ 谁也没有

办法准确地说出。 根据专家们的统计， 现在汉字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八万个， 字数最多的古字典———《康熙字典》

中有四万多个字， 而在我们常用的 《新华字典》 中仅有

八千多个字。

其实，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汉字只有 3500

个左右， 其他的字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 这就意味

着， 我们只要认识了这些字， 就可以正常地看书看报

纸。 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遇上不认识的字， 查一查字典

就可以解决。

故事吧

王锡侯编写《字贯》

《康熙字典》 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下旨， 命令当

时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编写的一本字典， 它一共收

录了 47035 个汉字， 是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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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字

典命名的书。

王锡侯是清朝人， 他

很会读书， 但是他的科举

之路却并不顺畅， 无奈之

下他只好在家著书。 他对 《康熙字典》 有着精深的

研究， 他发现， 虽然 《康熙字典》 有很多字， 但是

他觉得按照笔画来查字不能查出字的所有用法， 而

且字和字之间像散落的珠子一样， 是没有联系的。

于是他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把读音或者意义相同、

相近的字放在一起 （比如在“木” 字下列有“树

木” “木板” “果木” 等等）。 他按照这种方法编

写了一本名字叫 《字贯》 的新字典， “字贯” 的意

思是： 字就像铜钱， 而字的意义就是绳子， 将意义

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串起来。 不久之后， 《字贯》 在

他朋友的帮助下出版了。

阅读拓展

常用字与异体字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语言也在发展。 我们现

有的八万多个汉字中存在很多异体字和不规范的字。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小说里面的人物， 他是个穷

困潦倒的书生， 读过很多旧书， 他坚持“茴” 字有

第

一

单

元

一

大

创

造

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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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一起做一个小调查， 看看身边不同年龄

不同学历的人， 他们一共认识多少汉字， 并说说你

的心得。

践行活动

四种写法。 为什么他会觉得“茴” 字有四种写法

呢？ 因为汉字中有很多异体字， 而这些异体字表达

的意思和读音是相同的， 它们的存在让汉字数量渐

渐增多。 虽然汉字数量庞大， 但是我们实际上常用

的汉字并不多， 小学语文大纲规定学生应该认识

3000个汉字。 我们应该按照国家的规定， 使用规范

的汉字，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沟通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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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汉字读音

我们的汉字和英语、 法语等其他一些语言不同， 我

们的汉字一般是一个字一个音， 但是也有少数的汉字一

个字有好几个读音， 每一种读音都有不同意义， 比如

“好” 字， “好看” 中的“好” 读 （hǎo）， “爱好” 中

的“好” 读（hào）。

汉字的读音复杂多变， 而且， 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

句子、 词语中， 会有不一样的读音， 比如， “生” 读

（shēng） ， 而 “先 生 ” 中 的 “生 ” 应 该 读 轻 声

（sheng）。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读轻声呢？ 这就需要我们

日常的积累了。

并且， 中国地域面积广大， 不同的地区有自己的方

言。 我们在学习汉字时， 应该以普通话读音为准。 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汉字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避免错误。

第

一

单

元

一

大

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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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吧

欠款究竟是多少

小红和小明是曾经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伙伴， 在

结束合作后他们发现， 小红一共欠了小明十二万元。

后来小红先将其中的一部分钱还给了小明， 约

定半年后将另一部分还给小明。 但是半年以后， 他

们却因为剩下的还款金额不一致起了争执。 小红表

示她现在欠小明五万元， 而小明说小红现在欠他七

万元。 于是， 他们争执到了法庭上。 法官觉得这件

事情很简单， 就让他们拿来了当时写的欠条。 但

是， 当他看到欠条时却犯难了。 欠条上是这样写

的： “还欠款七万元。” 原来， 这个“还” 字有两

种读音， 第一种读法是“还 （huán） 欠款七万元”，

如果是这样那么说明小红已经还了七万元给小明，

现在欠小明五万元； 第二种读法是“还 （hái） 欠款

七万元”， 如果是这样， 那么小红现在欠小明七万

元。 这一字之差使得法官都被难住了， 不知道怎么

判， 只好让他们回去寻找新的证据。

通过这个小故事， 我们发现汉字的读音原来可以造

成这么大的误会。 我们大家在以后的学习、 生活中应该

引起注意， 别看小小的一个字， 如果在运用时不小心，

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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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汉语拼音的由来

汉语拼音是我们学习汉字读音非常重要的工

具， 它不仅让我们学会了汉字的读法， 而且能帮助

我们在字典中查阅汉字。 在古代中国， 并没有标准

的汉语拼音。 那么汉语拼音是谁创造的呢？ 说来有

趣， 是一个外国人发明了最初的拼音。 公元 1610

年， 法国有个叫金尼格莱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他

是个中国通， 对汉字和中国其他文化都十分了解。

他写了一本书， 书中第一次准确地用拉丁字母记录

了汉字的读音。 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一些中国朋

友，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 在一些传教士汉语注音

的书的基础上， 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

字汇。

但是， 汉语拼音的发展离不开上个世纪初很多仁

人志士的努力， 他们发起的汉语拼音运动， 以及创作

的书籍， 使得我们能够这么系统方便地学习汉字。

和同学一起找一找多音字， 并解释不同字音的

不同意义， 看一看哪个字的读音最多， 比一比哪个

同学找的多音字最多。

践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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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汉字形体

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块

字。 中华上下五千年， 随着历

史的发展， 我们的文字也在发

展， 所以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

的时期， 有着不一样的写法。

在很古很古的时候， 我们的祖

先就把文字刻在乌龟的壳上，

后来人们将这种文字称为“甲

骨文”。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刻

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金

文。 到了秦朝， 秦始皇统一了

六国， 于是有了统一的文字———小篆， 后来篆书简化成

了隶书， 又陆陆续续地出现了楷书、 草书和行书， 这几

种汉字形态也表现了中国汉字的发展历程。

我们现在使用的规范的汉字形体是楷书。 这种字

体印刷时使用频率高， 手写时， 因其方方正正， 写起

来速度慢， 而草书字体难认， 因此， 介于楷、 草之间

的行书字体， 手写频率较之其他字体就自然要高很多。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草书

行书

楷书

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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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吧

仓颉造字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

叫仓颉的人， 他是黄帝的史官，

他的职责是将国家重要的事情

记录下来。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

出现文字， 人们记录事件都是

用“结绳记事”， 就是在绳子上

打上不一样的绳结来记录不同

的事情。 仓颉用结绳记事的办

法替黄帝记载史实。 但是时间长了， 那些各种各

样、 奇形怪状的绳结记录的都是一些什么事情，

连仓颉自己也忘记了。 因此， 仓颉想， 如果有一

种简单好记的符号， 用来表达思想， 记录事情该

有多好。

于是仓颉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面， 开始专心

地创造这种新的符号。 为了叫起来方便， 他还给这

些符号取了名字， 称为“字”。 这些字都是依照世

间万物的形态造出来的。 比如“日” 字， 指的是太

阳， 所以依照太阳的样子来描绘； 而“月” 字则是

按照月牙儿的形态描绘的； “爪子” 的“爪” 字是

按照鸟兽的爪印描绘的。 仓颉细心观察着生活中的

万事万物， 非常认真地造字。 于是， 日积月累， 仓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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