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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前1055—前1021），姓姬，名诵，是

中国西周第二代国王，谥号成王。周文王之孙，周

武王之子。成王年幼即位，不能执掌政事。其叔父

周公旦（武王弟）为避免各诸侯反叛，便自己摄政

当国，安定大局。成王与其子康王统治时期，合称

成康之治，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史称当时天下安

宁，四十余年不用刑罚。

周
成王桐叶封弟

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

的小弟弟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玩耍。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

下来。大风过后，地上留下了许多梧桐叶。

成王看到地上那么多梧桐叶子，一时兴起，便从地

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圭”的形状，并

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开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

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

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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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故事华中
梧桐叶做成的“圭”去找他们的叔父周公旦。周武王死

的时候，周成王尚且年幼，就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当

时周公旦听了叔虞的话，便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

向成王道贺！

成王不解地问：“叔叔，你为什么要特地穿上礼

服，赶来向我道贺呢？”

面对周公旦，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成王，不

禁一头雾水。

周公旦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我刚刚听

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一块土地！发生了这

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那件事啊！”成王恍然大悟，忍不住哈哈大

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

要册封他呀！”

不料，成王的话刚说完，周公旦立即收起笑容，正

色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

身为天子，说话更不能随随便便，不能当作开玩笑。如

此，你才能得到百姓对你的信赖呀！倘使你总是罔顾信

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

格做一国的天子吗？”

周公旦之言，令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成王便迅

速决定：选择吉日，把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

002



美
德
故
事

诚
信







 
唐叔虞。叔虞长大后，励精图治，以自己的智慧才能，

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良农田，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

百姓逐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唐人爱戴的封建

郡主。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

水，便改国号为“晋”。现在山西简称晋，也由此而来。

同时为了祭奠唐叔虞，还在晋水源头、悬瓮山下修建了

一座祠堂来祀奉他，这就是“晋祠”。

▶ 妙语点睛

古人说“天子无戏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

此。否则，长此以往，还有谁会相信自己呢？而这个与

诚信之德渐行渐远的自己，又该如何在这个由密密麻麻

的人际关系织就的人世间，觅得一席立足之地呢？不轻

率许诺，并真心诚意信守自己曾经许下的每一个承诺，

正是我们的立身处世之本。当权者应言而有信、谨言慎

行。

▶ 警世良言

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

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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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约前 723 或前 716－前 645），名夷

吾，谥曰“敬仲”，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

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

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的言论见

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
仲以诚劝桓公

管仲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庭生活贫

困，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

牙合伙经商。后来他从军来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

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

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

“管夷吾举于士”。

齐桓公讨伐鲁国，鲁国人不敢轻率迎战，在距离都

城五十里的地方封土为界。鲁国请求像齐的附庸大臣那

样来臣服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刿对鲁庄公说：“您

是愿意死了又死呢，还是愿意生了又生？”庄公问：“你

说的是什么意思？”曹刿说：“您如果按照我的话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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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国土必定会很广大，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了又生；

不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国家必定灭亡，自身必然遭到屈

辱，这就是死了又死。”庄公说：“我愿意依照你说的去

做。”

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刿都怀揣着剑登上土

坛。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着自己，说：

“鲁国都城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

也没有生路了，同样是死，不如让我死在您面前。”管

仲、鲍叔牙见状就要冲上去，曹刿手按着剑挡在两阶之

间说：“现在两国君主要私下商量一番，谁也不许上

去！”庄公说：“我希望在汶水封土为界，不能满足我的

要求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这是用土地保卫君

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齐恒

公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土为界，跟鲁国订立了盟约。

桓公回国以后越想越生气，决定不还给鲁国土

地，管仲说：“这样做不行，人家只是要劫持您，不

是要订立盟约，可是您不知道，这不能叫做聪明；面

临危难却不能听任人家胁迫，这不能叫做勇敢；答应

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叫做诚信。还给人家

土地，虽说失去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

百里土地换来的是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的诚信，这用

什么才能换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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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语点睛

齐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

匡正，并且天下都能对他言听计从，可以说这都是他的

信用至上起了决定作用。在这起突发性事件中，管仲可

以说能因势利导，虽说前面有所失，后来却终有所得。

▶ 警世良言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

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

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

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

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信

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

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

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已有之，则

天地之物毕为用矣。 ——《吕氏春秋·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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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前 697—前 628），名重耳，晋国国

君。春秋时霸主，因其父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

亡国外19年，在秦援助下回国继位。实行“通商

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整顿内

政，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国力大增。

因平定周室内乱，接襄王复位，获“尊王”美

名。城濮之战，大败楚军。

晋
文公守信得天下

重耳离开郑国，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向南进入楚国

境内。

那时候楚国正值强盛时期，在楚成王的领导下，打

败了一心图霸的宋襄公。成王早就听说公子重耳是当时

的贤人，便盛情款待重耳，安置重耳居住在郢都，并三

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与重耳共论天下，命自己的臣子

与重耳的手下人时常切磋。

有一日，楚成王在酒宴中问重耳：“我待你怎么

样？”重耳答道：“对我太好了！”楚成王又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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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你返回你的国家了，你将怎么报答我？”重耳思

忖一会，答道：“若回国，都是托了你的福。如果晋楚

在中原对战，我一定会退避三舍，来报答你今日的大

恩！”

后来真的发生了楚和晋的战争。楚军的目的就是救

援卫、曹，不想卫、曹竟被晋国策反，事实上，这两个

诸侯在晋国的股掌之中，宗庙能否保住尚且要看晋国是

否怜悯他们。楚军的子玉目睹卫、曹的反叛，咬牙切

齿：“重耳，老狐狸！欺我太甚！”

子玉下令楚军倾巢而出，向晋军杀去。晋文公知子

玉已被激怒，撇开先轸之谏，命大军撤退，手下军士皆

不理解文公之意。文公说：“当年，我落难于楚，幸得

楚王招待甚厚，未曾忘却。我也曾许诺，若复国，能与

楚战于中原，我必退避三舍以报楚王之恩！”

众人还是不能理解，其中有一臣子赞同文公：“出

兵打仗，理直就气壮，理曲就气衰。当初楚王曾经帮助

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如两国交战，晋愿退

避三舍。今日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

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

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紧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

再跟他们交手也不迟。”

文公的诚信气魄，让人肃然。晋国大军撤退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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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里，至城濮安营扎寨。

一次晋文公攻打原国，只带了可供十天用的粮食，

于是和大夫们约定把十天作为期限，来攻下原国。

可是十天过去了，却没有攻下原国，晋文公便下令

敲锣退军，准备收兵回晋国。这时，有战士从原国回来

报告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攻下原国了。”这是攻下原国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

晋文公身边的群臣也劝谏说：“原国的粮食已经吃

完了，兵力也用尽了，请国君再等待一些时日吧！”

晋文公语重心长地说：“我跟大夫们约定十天的期

限，若不回去，就失去了我的信用！为了得到原国而失

去信用，我办不到。”于是下令撤兵回国。

原国的百姓听说这件事，都说：“君王像文公这样

讲信义，怎么有理由不归附他呢？”于是原国的百姓纷纷

归顺了晋国。

▶ 妙语点睛

晋文公为了实现他称霸天下的愿望，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他与民同苦乐，受到了百姓的拥戴。他不断增强

晋国的实力，坚守信用，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最终成

就了一番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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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世良言

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

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

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

——《庄子》

大人者，言之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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