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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从学校抓起，从青少年抓起。为加强对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教

育，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教育厅等部门组织实施了“明德知

礼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诵读，并指导编写了《明德知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诵读》读本。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传统，

就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注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当代中

国学校教育中的立德，就是要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

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社会的德。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理念，是五千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如今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个“德”来培养青少年，成就青少年。

根据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核心价

值观的重视和需求，根据青少年人格形成的规律，本读本既注重

礼仪、乐学、孝敬、诚信、仁爱、廉耻的基本道德教育，同时也

注重智勇、忠恕、道义的传统美德教育。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的诵读学习，引导青少年明德知礼，学会做辨是非有教养

的人，学会做懂规矩守底线的事；引导青少年陶冶向上向善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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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情操，提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主要是通过国学经

典传承、体现的。本读本编写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道德教育为

主题，以诵读为主要特色，通过诵读经典，不断提高明德知礼教

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时代精神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教育

教学规律，使核心价值观教育活起来、动起来，使中华美德“随

风潜入夜”地滋养青少年的精神品格，使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

声”地入脑入心。

让青少年快乐学习，是本读本着力突出的学习理念和方法。

本读本精选千古传诵的国学经典，并辅助于精当的解读和生动的

故事，力求使广大青少年在无障碍的诵读和理解之中，不断激发

学习兴趣；在主动学习、快乐学习之中，不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熏陶和道德教育。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王新、金海峰、杨兴煜、郭雪飞、

张文君、刘洋、周海涛、刘金桥、邬震男、郭威、王一莉。

本读本在研发、编写、审定过程中，得到了教育教学专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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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简介

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大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大学》

原本不是书，只是《礼记》49篇文章中的一篇，仅1700余字。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独得师传并加以

阐发而成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以单行本印行，《大

学》因此由文变为书。1313年，元代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作为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大学》成为读书人必读

之书，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影响达700年之久。

大学是相对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中国古代

社会的管理精英和骨干。《大学》之道，是古代培养人才精英的

教育方法。古代子弟8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

数”等基础知识和“洒扫应对进退”等基本礼节。15岁入大学，

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大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

“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是培养自己的美德，并推己及人，影响和带动他人，共同达

到至善道德的理想境界。“八条目”简称为“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既是实现

“三纲领”的途径，又是人生进修的阶梯。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告诉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人

们：要想改变世界，必须从改变自身开始。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

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

事情。再有所长进，我们甚至还可能对世界有所贡献。这就是《大

学》从古至今启迪人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价值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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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学：相对小学而言，古

人 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

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

学问。道，道路，引申为道理、

规律、宗旨等。

②明明德：弘扬光明的品

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是发

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

作形容词，明德就是光明正大

的品德。

③ 亲 民 ：“ 亲 ”（xīn）通

“新”，即革新、弃旧图新，去恶

从善。亲民即新民。

④止于至善：达到最完美

的境界。

⑤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定：确定的志向。

⑥静：心念专一。

⑦安：随处而安，坦然处

之。

⑧虑：思考周密。

⑨得：达到完善的境界。

⑩本末：原指树木的根和

梢，引申为事物的根本和枝节。

大学①之道在明明德②，
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④。 知
止 ⑤ 而 后 有 定 ， 定 而 后 能
静⑥，静而后能安⑦，安而后
能虑⑧，虑而后能得⑨。 物有
本末⑩，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

解读：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

德，在于使人去恶从善成为新人，在于使人达到

品德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

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内心宁静；内心宁静

才能够举止安稳；心静身安才能够思考周密；思

考周密才能够达到完善的境界。

世上万物都有根本与枝节，人间万事都有

开端与终结。明白事物有主次先后的道理，就

接近品德修养的规律了。

第一课 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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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齐：整治，理顺。

②正：端正。

③诚：真实无妄。

④致：推而及之。

⑤知：知道事物的本末终

始。

⑥格物：认识、区别、规范、

研究事物的道理、规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①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②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③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④知⑤在
格物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

解读：古时候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

大品德的人，应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

理好自己的国家，应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

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应先要修养自身的言行；

要想修养自身的言行，应先要端正内心的思想；

要想端正内心的思想，应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

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应先要使自己获得

真知；获得真知的途径在于认识和研究事物的

道理。

通过对事物道理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

辨别是非善恶的知识；获得辨别是非善恶的知

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内心才能端

正；内心端正后才能修养品德；品德修养后，才

能理顺家庭关系；理顺家庭关系后，才能治理好

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第二课 格致诚正 修齐治平

为
锡
翁
作
山
水
图
（
明
·
龚
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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