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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张纸在桌子上立不起来，但做成一本厚厚的书便可以立在桌上。一

棵树在风中摇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组成一片树林，就能稳稳地抵抗着

风雨的侵袭，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

子、水混合后，比花岗岩还坚韧。一朵花打扮不了花园，它和百花一起就

能装扮春天。一个人前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团结才能移山排海。

在西方人眼里，项羽是唯一能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比肩的中国古代将

领。他一吼便让敌人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目不敢视，手不能发，可是他

却败在痞子英雄刘邦手上。项羽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义无反顾的为自己的

理想勇敢奋斗，可是，这是战场一人之勇是不能胜利的，连范增也扔下一

句：“天下事已定，君好自为之。”弃他而去；刘邦最终成为君主，因为他

不弃黄钟，他善于团结人心，当年起义时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兄弟，为了推翻秦王朝走到了起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崛起曾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但又是怎

样的观念让他们崛起呢？日本学者石田英一郎在 《日本文化论》中谈到：

“日本具有水稻栽培文化圈的典型特征。”水稻栽培这种必须靠集体的力量

来完成的生产方式，使日本人在古代便以村落为单位，结成了一个个齐心

协力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些集体中，个人必须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人们

共同遵守一个道德观念、法律规定和风俗习惯，与集体共损共荣。维持生

存这一最基本的需要，使日本人习惯于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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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千百年的承袭，形成了日本人的务实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都是日本

人在教育上进而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集体从小处说就是一个团队、班级、学校，大而广之就是一个国家、

民族，热爱同学、热爱班级、热爱学校是热爱集体的表现，热爱国家、热

爱民族也是热爱集体的行为。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同样闪耀着 “以大局为重”、 “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的集体精神和力量光辉，可歌可泣的故事千年流芳，世代传颂。

本书有感人至深的 “一心为公，不图名利”的故事，也有舍生取义的

“以和为贵，精诚团结”的故事，也有雄浑激昂的 “英雄集体，倍出英雄”

的故事，等等。从中领略 “胸怀集体，始自少年”的意旨。

热爱集体，从我做起。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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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安危，乃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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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

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鲁迅

在许多问题上我的说法跟前人大不相同，但是我的知识得归

功于他们，也得归功于那些最先为这门学说开辟道路的人。

———哥白尼

大禹治水

原始社会末期，地球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地方上降暴雨，

江河湖泊涨溢肆虐，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房子，家畜大多也死于非命，人类

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黄河流域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

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

派谁去治理洪水呢？四岳首领们和众大臣都推荐鲧担此重任。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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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治水采取了修堰治坝的方

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急流大川沿用

堵围之法，花了９年时间，没有把

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

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

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

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

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撤销了职务，

把他 杀 了，又 让 鲧 的 儿 子 禹 去

治水。

大禹注意汲取前人特别是其父

治水的经验与教训，先四处跋涉，

摸清了每条河流特别是黄河的变化习性，再针对每条河流的具体情况，制

定了以疏通河道为主，再辅之堆堰修坝的措施，对洪水实施综合治理。在

大禹的正确领导之下，洪水泛滥的局面有效地得到了控制，人民的生命财

产有了保障。禹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

土。他的手磨去了指甲磨起了老茧，腿上磨去了汗毛，生了偏枯之症，但

仍不停地工作

经过１３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

稼了。

禹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

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

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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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贩子弦高犒师救国

公元前６２８年冬春之交的一天清晨，马蹄得得，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送

到华丽的秦宫。它是秦国的一位将领杞子从千里之外的郑国派人飞马送来

的。３年以前，秦、晋两国的军队进驻郑国，能说会道的郑国人烛之武利用

这两个国家存在的矛盾，说服了秦穆公。秦国和郑国单独讲和，从郑国退

兵，派了杞子等３个将领协助郑国守卫北城。但雄心勃勃的秦国亡郑之心不

死。恰巧在前一年冬天，晋文公和郑文公先后死去，杞子以为这是极好的

机会，便差人密告秦王：“郑国北门钥匙在我们手里，若派兵偷袭，来个里

应外合，不难马到成功。”

秦穆公立即把大臣们召来，一块商量偷袭郑国的事。会上，老臣蹇叔

和百里奚不赞成出兵。他们说：“偷袭郑国，害多利少，还是不去为好。郑

国离秦国很远，我军长途奔袭，路遥日久，难免走漏消息。郑国如有了准

备，以逸待劳，我们怎能取胜呢？”

秦穆公称霸心切，不但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还批评他们前怕狼，

后怕虎，成不了大事，决定任命盂明视为大将，西乞术和白乙丙主副将，

出动３０００名精兵和３００辆战车，去攻打郑国。

秦国的军队从都城出发。行军途中，不打旗，不击鼓，十分谨慎小心，

很快通过晋国的崤山，悄悄地进入了南接郑国的滑国境内。孟明视等以为

秦军的行动极其秘密，眼看兵临城下，而郑国却还蒙在鼓内呢！偷袭北城

灭亡郑国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

恰巧这时候，郑国有个叫弦高的牛贩子，赶着一群牛到洛阳做买卖。

走到黎阳 （今河南浚县东），遇到一个从秦国来的人名叫蹇他，两人就攀谈

起来。

弦高问：“秦国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蹇他道：“我在那里听说，秦王派了３个将军，带领了军队去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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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

弦高问：“真的吗？”

蹇他又答：“哪会有假，两三天后可能就从这儿经过，你也许会看

到呢！”

弦高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心想： “秦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

毫无准备，怎能抵挡住强大的秦军侵犯呢？我是郑国人，国难当头，一定

要设法解救。”于是，他急急忙忙回到了客栈，但赶回去报告，时间已来不

及了。

弦高在客栈一面火速写了一封信，把这事报告国君；一面把自己装扮

成郑国的外交使者，穿上华丽的衣服，另外挑选了１２头大肥牛，前往迎接

秦国的军队。

弦高到达延津 （今河南偃师县南），遇见了秦军的前锋。他拦住去路，

神色自若地高声喊道： “郑国的使臣求见！”士兵当即通报孟明视。孟明视

忙派人接见郑国的使臣，还亲自问他： “你贵姓？到这儿干什么？”使臣回

答道：“我叫弦高。我们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敝国来，特派本使臣赶快带

上１２头肥牛，在此敬候将军，这一点小礼物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吃

一顿表表敬意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军队保护郑国的北门，

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自己更加谨慎小心，不敢懈怠，请将军放心！”孟

明视随机应变说： “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何必如此费心，你就请回吧！”弦

高这个 “使者”交上肥牛后，再三拜谢孟明视，从原路返回。

但孟明视万万没想到，上了弦高的大当。他和副将西乞术、白乙丙商

量：“郑国派使臣来犒劳，这证明人家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现在秦军偷袭

郑国的计划已被识破，再去强攻，结果凶多吉少。我军既然远道来了，总

不能空着手回去。”于是，他们改变行动方向，下令向滑国发起进攻。滑国

是个小国，又没有防备，不久便被秦军灭亡了。

郑穆公接到弦高的报告，便派人去探察杞子、逢孙和杨孙的动静。果

然，秦国驻军正在紧张准备，厉兵秣马，一片大战前气氛。郑穆公当机立

断，派人对杞子说： “将军在敝国可够累了。孟明视的军队已经到了滑国，

你们怎么不跟他们一块去呀？！”杞子等听了，自知军机已经泄漏，不宜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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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就连夜带着人马溜走了。

弦高这个普普通通的贩牛商人，舍财纾难，计退秦军，保卫了自己祖

国的安全。郑国国君为了嘉奖他的卓越功劳，决定赏他一些土地和白银，

但弦高婉言谢绝，仍然做他的贩牛生意去了。

屈原遭贬未敢忘忧国

每逢阴历五月初五，我国人民都有包粽子的习惯，南方有些地方还举

行龙舟比赛，据传这都是为了纪念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　原

屈原是战国后期思想家和诗人。当

屈原２０多岁时，就参加了当时战国七

雄之一楚国的朝政，不久就出任楚怀王

的 “左徒”，仅次于宰相。楚怀王经常

与他共商国事，命他起草重要文告，接

待来往宾客，深得怀王信任。屈原想通

过辅佐怀王来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愿望，

主张对内举贤任能、彰明法度，对外东

联齐国、西抗强秦，让楚国强盛起来，

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但是，屈原

在怀王面前的得宠和其才能却遭到了一

些贵族官僚的嫉妒，他们想方设法挑拨

离间，使怀王免去了屈原 “左徒”的官

职，改任三闾大夫，只管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忠心爱国的屈原虽遭贬，

仍关心楚国的前途。当时另一个强盛的国家秦提出秦楚两国联姻，并要楚

怀王到秦会面。屈原识破了秦的阴谋，恳切劝告怀王不要到秦国去。然而，

怀王不听屈原忠谏，一意孤行，一到秦国即被扣留，楚被逼割地，丧权辱

国，不久楚怀王忧愤成疾，客死秦国。楚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朝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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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们更加排挤屈原，屈原被削职流放。

在当时，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本国得不到重用，其抱负不能实现，就往

往周游列国，去寻找开明的君主。屈原有时也想索性离开楚国，但一想起

楚国人民的灾难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还以 “狐死必首丘”（狐将死时，其

头朝向生身地的小山）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宁可死去也不离开祖国的爱国

情操。

流放期间的屈原并没有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伤感，而是经常因

感到楚国政治腐败和国运危殆而暗自伤神，但他并没有绝望，始终坚持自

己的政治主张，决不向腐朽的势力妥协，还一直盼望楚王重新起用他来整

治危亡的楚国。在２０余年漫长的流亡日子里，他走遍了楚国各地，广泛地

接触了大众，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诗章。在长达３７０多

句的长诗 《离骚》中，尖锐地揭露了楚国腐朽的官僚们的丑恶嘴脸，表达

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屈原哀怜人民

艰苦生活、不懈追求真理的千古绝唱。

忠臣被贬，奸臣得势，使楚国一天天衰落下去。公元前２７８年，秦兵攻

下了楚国之都郢。消息传来，屈原不禁感慨万端，写下了悲壮的诗篇 《怀

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意思为：我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追

求真理，我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为自己强盛祖国的伟大政治抱负终难

实现，祖国的危亡终难挽回而感到绝望。

这一年的阴历五月初五，长沙附近的汨罗江畔，屈原面容憔悴，心潮

起伏，这位楚国的爱国忠臣深怀忧国忧民之情，投身江中，以表达自己永

远热爱祖国故土的一颗纯洁之心！当滚滚的江水吞噬掉这具伟大身躯的时

候，屈原才刚过花甲之年。

楚国人民永远热爱屈原，当他们听到屈原投江的消息，纷纷划着船去

抢救，但为时已晚；楚国人民又不忍心让汨罗江的鱼去吃屈原的五脏，就

赶回家去包了很多味道精美的粽子投向河里———鱼儿吃饱了也就不会去吃

屈原的尸体了。当然，这仅是传说，但这些传说不正表达了人民对屈原爱

国主义情感的肯定和褒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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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屈原的诗歌像日月一样高悬天

际，楚王的楼台馆阁却变成一片荒丘）。两千多年过去了，屈原的崇高品格

依然被人们怀念和敬仰。

卜式捐财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多次与匈奴作战，并决心解除其对汉朝的威胁。

河南有个叫卜式的人，主动向当地官府捐献钱财，支援对匈奴的战争。武

帝很惊奇，以为他有什么要求，于是派使者去问他道：“你三番五次给国家

捐款，是不是想求一官半职呢？”

卜式回答：“我多少还有一些田地和牲畜，家人足以糊口，再说，我自

幼耕种放牧，感到很满足、很快乐。对于做官那一套，我一点也不熟悉，

并不愿做官。”

使者又问：“那么，是不是你家有什么冤枉，想以此引起官府注意，加

以申诉？”

卜式又摇头道：“我在乡间几十年，从未与乡邻发生过争执。乡邻中贫

穷的，我给他钱财；有不好行为的，我教他学好，所以乡邻都与我友好相

处，我又哪里受过什么冤屈？”

使者越发奇怪，问道：“那你为什么捐款？”

卜式说：“天子决意消灭匈奴，我以为有才干的人应当到边关冲锋陷

阵，为国效力；而像我这样有一点财产的人，则应在钱财上大力支援。这

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匈奴就会被消灭了。”

使者回报武帝，武帝对卜式很赞赏，决定给他很高的荣誉，以此带动

百姓的爱国热情。于是任命卜式为中郎，赏赐良田十顷，布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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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北海牧羊难移爱国志

自汉朝建立后，北方的匈奴不断向南骚扰，汉对匈奴进行了繁频的战

争。公元前１０１年，新单于 （匈奴最高首领）且鞮侯继位，表示愿意同汉朝

和好，并将送回战争期间扣押在匈奴的汉朝使者。为了酬答匈奴和善的姿

态，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出使匈奴，以示和好。

这个使者就是苏武。他于公元前１００年协同副使张胜，及１００多名士卒

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去执行西汉王朝光荣的使命。

苏武怀着和好西汉与匈奴关系的美好愿望，出长城、踏荒原、过沙漠，

来到了匈奴，先是拜见了且鞮侯单于，转达了汉武帝的问候，然后献上礼

品，递交了释放匈奴使者的名单。当苏武一行完成这光荣的使命，正欲返

回西汉故国时，一场大灾难降临到这位爱国者身上。

原来，汉朝有个官员卫律，背弃汉朝投奔匈奴后，被匈奴单于封为丁

灵王。卫律的一个部下同卫律有矛盾而同苏武的副使张胜是老朋友，他同

张胜商量准备射杀卫律，挟持单于之母逃归汉朝。正当苏武一行打点行囊

准备返回汉朝时，张胜他们的计划败露。且鞮侯单于闻听此事勃然大怒，

囚禁了全部汉朝使者。

卫律受单于的指派受理这个案件，并劝苏武投奔匈奴，苏武义正言辞：

“我是汉朝使者，若屈辱了国家的使命，活着也没有意义。”说罢愤然抽出

佩刀自刎，鲜血喷涌，晕倒在地。苏武自杀未遂，伤愈后，卫律再次劝降。

卫律和颜悦色地 “现身说法”： “我原来是汉朝的臣子，现在归顺匈奴，享

不尽的荣华富贵，单于很赏识你，何乐而不为呢？”苏武听了，怒不可遏：

“你这个背叛祖国的无耻之徒，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单于和卫律无计可施，就把苏武幽禁在一个地窖里，不供饭食，以使

苏武屈服。但苏武想到自己的使命，决不屈服，也不应该默默地死去，他

饿了用嘴嚼身上裹着的氈毛，渴了就伏在地上吞食雪块，几天大雪漫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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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过去了，苏武仍顽强地活着。单于见这种办法仍不能制服苏武，便交

给苏武一群公羊，将他单独放逐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边 （今贝加尔湖附近）

去放牧，并交代苏武：“等到公羊产出羔来，你就可以回去。”要想公羊产

羔，岂不比登天还难？

辽远的北海，人迹罕至。苏武孤身只影在荒原上牧羊，既无粮食，又

无衣被，是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他奇迹般地在北海渡过了１９个

寒暑。

单于劝降不成，又让苏武北海牧羊，他认为苏武渡过一段牧羊的苦难

之后会回心转意，便令苏武的旧友李陵 （原来是汉朝的武将，后降匈奴）

再去劝降。李陵劝苏武道：“现在你回汉朝的路已经断绝了，徒然葬身异国

旷野，纵有一片爱国之心，又有谁知道呢？”苏武马上声色俱厉地反唇相

讥：“臣民之于祖国，犹如儿子之于生身父母，儿子为父母而死，虽死无

憾！”李陵听后喟然长叹，这位西汉故臣竟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公元前８７年，汉昭帝继位。又过了几年，匈奴发生内乱，新单于知道

匈奴已无力南进，便又派出使者出使汉朝，表示愿意议和，汉昭帝也派出

使者到匈奴去，要求放还苏武。后来经过重重曲折，匈奴才将苏武放还。

公元前８１年春，被匈奴羁留了１９年的苏武回到了久别的故都长安，原

先带去的１００多位使者，只剩下９个了；１９年前苏武还是一个强壮的青年，

现在已须发皆白了。人们可以看出，苏武的身体经过近２０年的苦难岁月衰

弱了很多，但他那颗爱国之心却依然在强劲有力地跳动着！

朱伺为国不顾家

朱伺是晋朝人，６０多岁了，任职竟陵内史 （相当于太守，掌一郡民

政）。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 （公元３１７年），他随同荆州刺史 （州的最高行

政军事长官）王廙讨伐杜曾。杜曾原是晋臣，任镇军参军 （即镇军将军府

的幕僚）。东晋刚建立，政局不稳，他便趁机起兵，割据一方，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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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他见官军势力强大，表示愿意投降，并表示愿意消灭其他割据势力

来将功赎罪。王廙信以为真，便放过杜曾，向荆州方向进兵。

朱伺曾和杜曾共过事，深知杜曾的为人，他提醒王廙说：“杜曾是个十

分阴险狡猾的家伙，他外表表示屈服，骨子里其实另有打算。他分明是想

引诱官军西上荆州后，袭击官军的后方扬口镇。最好将计就计，重新部署，

主力暂时不可西上。”

王廙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根本听不进朱伺的劝告，反而认为朱伺年老

胆小，一家大小都在扬口镇内，不愿离家远行。因此照旧带兵西上。朱伺

唯有摇头叹息。

王廙走后不久，杜曾果然重新叛变，向扬口镇进击。王廙这才知道上

当，急令朱伺还救。朱伺不敢怠慢，带了一部分人马，十万火急赶回，刚

进入扬口镇，杜曾大兵已到，把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有个叫马隽的人，在杜曾手下为将，也来参加攻城。他的妻子儿女都

在扬口镇内。有人把他们抓来，要剥了脸上的皮，在城头示众。朱伺不同

意，说：“杀掉他们，又不能解围，不过更激怒马隽罢了，没有什么好处。”

下令放掉。抓的人本已拿出明晃晃的利刀就要下手，现在只好泄气地把利

刀插进鞘里。不过人们都怀疑，朱伺是否要以此讨好马隽，给自己留一条

后路？

杜曾发动进攻，很快打进北门。朱伺拼力组织抵抗，身上多处负伤，

后仓促退入船中。不料水道又被叛军封锁，船开不出去。叛军大喊投降，

一些人见无路可走，束手就擒。朱伺却凿穿船底，钻了出去，不顾伤痛，

在水中潜行５０余步，终于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然后找了一匹马，向王廙大

军驰去。

杜曾派人在后面追赶，大叫着劝说朱伺：“马隽非常感激你保全了他的

妻子儿女，现在我把你一家大小百余口全部交给了他，他已收下，并尽心

保护照顾，安然无恙。欢迎你也来吧！”

当时，天下动荡，许多人轻于去就。朱伺却回答说： “我已经６０多岁

了，不能和你一起做贼，落个不忠不义之名。我即使死了，也是晋朝的鬼。

至于老婆孩子，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断然拒绝了杜曾的诱降，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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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廙大军，不久即因伤势过重而死。但他为国不顾家的精神却长久记在人

们心里。

祖逖 “闻鸡起舞”一心北伐

祖逖，生于２６６年，死于３２１年，河北范阳逎县 （今河北涞水）人，字

士雅。他是东晋名将，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民族英雄。 《定兴县

志》载，他的父亲祖武，任过上谷 （今河北怀来县）太守。祖逖的生活由

几个兄长照料。祖逖的性格活泼、开朗。他为人豁落，讲义气，好打不平，

深得邻里好评。他常常以他兄长的名义，把家里的谷米、布匹捐给受灾的

贫苦农民，可实际上他的哥哥们并没有这个意思。著名的 “闻鸡起舞”就

是他和刘琨的故事。

“喔，喔———”公鸡的啼声，划破了大地的寂静。

正在沉睡的祖逖被唤醒了，慢慢睁开惺松的睡眼，他望了望窗外，用

脚蹬了一下刘琨，说：“喂，鸡叫了，咱们快起来舞剑，锻炼身体去吧！”

刘琨翻了个身，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埋怨道：“该死的公鸡，怎么半夜

就叫起来了？”当时是东晋时代，半夜鸡叫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儿。祖逖听

了，不以为然地说：“信那个干啥？半夜鸡叫有什么不好的，它可以提醒咱

们别睡过了头，耽误了宝贵时间。”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起床穿衣服，然后

各自操起宝剑，来到外面空旷的草地上，便开始了舞剑。星光闪闪，晨风

习习，两个人在不遗余力地苦练着，早已是汗涔涔的了。

由于他们怀着为国献身的远大志向，所以坚持天天闻鸡舞剑，这样，

既炼就了一身武艺，也增强了身体素质。

西晋被匈奴灭亡后，晋元帝在江南建立了小朝廷。

渡江以后，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担任军谘祭酒。祖逖住在京口，聚集起

骁勇强健的壮士，对司马睿说：“晋朝的变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使臣下

怨恨叛乱，而是皇亲宗室之间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样就使戎狄之人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