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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素以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劳动人
民和各阶层的进步代表人物的立志勤学、爱国爱民、惩恶扬
善、褒勤贬懒、精忠报国、孝亲尊师、诚实守信、谦虚礼貌、

律己宽人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故事一代传一代，百世流传。中华
民族 “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 “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 “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精神；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华民族的
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
用。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世界上最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
民族瑰宝。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学
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
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
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她不仅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批判继
承、不断改造创新的动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标志着中华民
族的 “形”与 “魂”，同时，也是发展中的东方传统伦理道德
的中心与主轴。所以，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教育，实际是进行 “中华根” “中华魂”的教育，她不仅对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传统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传承、创新、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东
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弘扬也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人类当代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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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推进世界伦理道德的发展与建设，树立新的荣辱观，我们
编选了本丛书，本书共分三大部分，即：理论卷，故事卷和名
言警句卷，并参考有关书籍做了分类。

各分册编排结构有综述，着重阐述本德目内涵、特征及其
形成发展的历史。然后，是所选取的内容集合。每个故事每条
言论根据揭示德目的需要进行了再编写，力求以内容明伦理、

明思想、明形象、明榜样，融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
一体。

本丛书筛选内容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１）坚持批判继
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
定。坚持抽象继承、演绎发展、立足当代、为我所用。（２）坚
持系统整体的原则。注意各历史时期分布；注意各民族的进步
人物；注意各层面人物；注意人物各侧面。做到：竖看历史五
千年，纵向成条线；横看美德重实践，横向不漏面。（３）坚持
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原则。在发掘美德资源时，特别挖掘古代
人物故事、言论，注重寻找挖掘各阶层、各民族的传统公德、

通德、同德；注重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发展性、普遍
性、抽象性，不求全古代，不求全个体。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
时，我们在再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
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
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综述论证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
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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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发明、勇于创造、不断进取

的民族。几千年来，求索攻坚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重要内容，化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强大动力。

“求索”一词源于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

原的名篇 《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意思是说，尽管前进的道路漫长遥远，但我还要

以上天下地、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探寻，直至达到胜利

的目标。“攻坚”是指作战时进攻敌人坚固的堡垒、城

池。叶剑英元帅在他的诗句中曾形象地引用过：“攻城

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准确地说，求索攻坚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去追求真理，不懈地攻克科学

的堡垒。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不

断进取，求索攻坚的奋斗史。它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光耀夺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男上下求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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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终生。请看下列事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美德在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的弘扬与光大。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历时几十载，

著成 《史记》，被后人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

骚》”。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华佗，用自己的身体作

试验，发明了 “麻沸散”，解除了从前给人做手术带来

的剧烈痛苦。这一发明比西医用的麻醉药早１６００余

年。三国时期的机械革新家马钧，在制造龙骨水车、

指南车中所运用的机械原理，领先于世界２８００多年。

在社会科学上，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家范缜针对佛教盛

行、毒化人民的灵魂，仗义直言，坚持真理，著 《神

灭论》，有力地打击了有神论者的嚣张气焰。

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与发明家，在求索攻坚的

道路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百折不挠、

身体力行、坚持正义、造福人类。

这一精神的硕果，使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世界各

地，使我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世界做出

了贡献。

至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土与爱国科学家，继承和

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他们面对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中国，奋力走出一条科学救国、振奋民族

精神之路。如地质学家李四光，针对外国学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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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无冰川说，跋山涉水，考察大半个中国，有理

有据地驳斥了洋人这一荒谬的结论，为中国石油工业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爱国铁路工程师，面对洋人对中

国人自己修筑京张铁路的冷嘲热讽，大胆探索，成功

地运用 “人字形”施工法，高效快速地建成京张铁路，

令外国工程师瞠目结舌。

近现代爱国科学家的求索攻坚之路，把自己的学

识与才华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们不仅在科学

的高峰上不断攀登，同时向旧制度挑战，为建设一个

光明的新中国奋斗不止。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科学家、英雄模范施展才

华，攻克科学堡垒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继承和发

展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美德，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科

学家求索攻坚的革命精神，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

条战线上。他们在求索攻坚的道路上，开辟了崭新的

道路，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们以先进的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的武器，同时发扬社会主义

大家庭协同合作的精神，群体攻关，硕果累累。如

“两弹”元勋邓稼先，率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群体，

连续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威震世界。优秀共产党

员罗健夫和他领导的攻关课题组，研制出我国第一台

图形发生器。这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绩，足以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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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个道理：求索攻坚、科学兴业是我们民族的优良

传统，而社会主义事业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

了更广阔的天地，并促使它更加发扬、光大。

从以上历史发展轨迹的寻觅，我们可以看到求索

攻坚这一传统美德昭示给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这

样一些道理。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无数劳动者在

各条战线的辛勤劳动和刻苦攻关。尤其是世界进入

“电子时代”，知识更新加快，更要求我们的青少年

———未来的攻坚者，树立科学报国、迎接新技术革命

挑战的心理准备。时刻迎接着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光辉日子。

要树立求索攻坚的意识、求实创新的精神。在学

习上要勇于发现，善于发现，敢于攻坚，善于攻坚。

尤其是青少年，要养成勤于动脑、动手、知难而上的

品质。

青少年学生要打好基础知识，学习人类积累下来

的已被公认为确凿无误的知识财富，为将来参加社会

实践准备充足的动力。在学校里，从小发明、小创造、

小制作的兴趣入手，培养自己初步的科学探索品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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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和他的发明创造

鲁班，春秋鲁国人，姓公输，名般。鲁班出身于

工匠世家。从小就学会了许多种工艺。他一生有多种

发明创造，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木工方面。他发明了锯

子、刨子、墨斗等木工家具，又改进创造了楼、亭、

桥、塔等建筑工艺，还发明了打仗攻城的玄梯，生活

中用的石磨等。

鲁班的成就是与他刻苦钻研分不开的。

一次，鲁班负责建造一座宫殿，他和徒弟带了斧

头，上山去砍树。用斧子砍，又慢又累，一连砍了十

几天，砍下的木头离所需还相差很远。动工的日期越

来越近，他心里十分焦急。

这天晚上，鲁班踏着月光，上山去寻找木材。忽

而越过山坡，忽而攀上峭壁。他在攀峭壁拨动杂草时，

手臂上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鲁班想：野草怎么会

这么厉害呢？他俯身看时，发现有一种野草，叶子长

长的，边上排列着许多规则的细齿。轻轻地摸了摸，

很是锋利。这时，鲁班又发现有一只蝗虫在吃草，两

·５·



个大板牙一张一合，一会儿就咬断了好几根。鲁班捉

起蝗虫看时，它牙齿上也有许多整齐的小齿。鲁班看

了看带齿的草，又看了看蝗虫的牙齿，高兴得跳起来。

他跑下山，连夜找来铁匠，打了几个边缘带齿的

铁条。用这种铁条拉树，又快又省力。只用几天的时

间，木料就备齐了。这种带齿的铁条便是锯子的祖先。

鲁班看见古老的磨面方法，是把麦子放在臼里，

用杵来捣，又费力又费工。他日夜思索，终于想出一

个高效的方法；把麦粒放在两块粗糙的石头中间，来

回碾动。后来又进一步改进，在两块石头吻合的一面，

凿上齿纹，中心装了轴。这便是现在许多农村仍在使

用的石磨。

几千年来，鲁班的名字在民间广为流传，他是中

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鲁班刻苦钻研的精神永远

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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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意对医术的求索

淳于意 （约前２０５—？），姓淳于，名意。齐国临

淄 （今山东临淄）人，曾任齐国主管国家仓库的 “太

仓长”，所以人们都称他为 “太仓公”或 “仓公”。他

是西汉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

淳于意从小爱好医学，曾拜名医公孙光为师。对

公孙光所传授的医药知识，他总是认真牢记，反复咀

嚼回味，思考其中的道理。遇到疑难问题，常常是打

破砂锅纹到底 （问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

休。淳于意的求知欲是很强的，他不满已学到的医学

知识。有一天，淳于意又请老师公孙光讲授 “精方”，

公孙光为难地说：“我的本事全都教给你了，还是满足

不了你的要求啊！”我已经年迈力衰，丝毫也不想留一

手，教给你的是我年轻时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全部秘方，

既然统统教给了你，可不要随便泄露给别人啊！”淳于

意听了连连作揖称谢，表示一定遵循老师的教诲。过

了些日子，师生又在一起谈论医学问题，淳于意发表

了很多极其精辟的见解，公孙光大为赞赏，并说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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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来必定会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家。公孙光想到淳

于意是个不固步自封，勇于求索的人，就对淳于意说：

“我有许多同行朋友，彼此都疏远了。只有一名同乡，

名叫公乘阳庆，十分精通医方。我在中年时，曾多次

想去拜他为师，但始终没有去成。现在我想把你推荐

给他。”淳于意想到医学家学派纵横，各有绝招，能继

续从师学习，也是增进自己医学知识的一个途径，听

了老师的话异常高兴，日夜盼望着去拜见公乘阳庆。

恰好有一天，阳庆的儿子名叫殷的因给齐王献马来找

公孙光，公孙光便介绍淳于意同殷认识了，说了许多

请托的话，并且亲笔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淳于意

才得到拜见公乘阳庆的机会。

那时，公乘阳庆已是７０多岁的老人了，尽管医术

高明，却不肯轻易给人看病，更不肯收授学徒，连自

己的儿孙也不传授。由于淳于意态度虔诚，虚心肯求，

对老师很尊敬，使公乘阳庆深受感动，便破例收他为

徒。公乘阳庆对淳于意说：“首先要把你原来那些无用

的方书去掉，我有很多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医方书，如

黄帝、扁鹊的脉书，根据五色诊断人的病症及病情，

知晓病人是生还是死及药论等书，都很精粹。我家中

富有，心里很喜欢你，想把我的全部秘方都传授给

你。”淳于意听了十分感激，当即表示要刻苦学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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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医术来报答老师。公乘阳庆给他讲授了 《脉书

上下经》、 《五色诊》、 《奇咳术》、 《揆度阴阳外变》、

《药论》等专著。名师出高徒，淳于意跟从老师学习一

年后，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到了第二年，临床疗效更

加显著；学满三年，就达到了 “诊病决死生，有验，

精良”的地步。淳于意还清楚地认识到，从师增知识，

实践练技能。除了从师学习外，一有闲暇，就外出诊

病，一则检验自己的知识，二则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技

能。从此，登门求淳于意诊治的人络绎不绝，真是业

务繁忙、门庭若市。

淳于意喜欢自在地行医，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

不愿做官。他认为，被人豢养，专门为官僚服务，不

仅不能很好地为更多的人诊病去疾，而且还堵塞了自

己继续上进，提高医术的道路。因为民间天地广大，

有更多的病人，并且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治病秘方，对

于这广阔的天地，近之则精深，远之则平庸。当时，

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等人，屡次派人召他，

淳于意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改名换姓，到处行游，

来往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这样就触犯了这些权贵的尊

严，得罪了这些权贵，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

帝四年 （前１７６），有人罗织种种罪名，向朝廷控告淳

于意。朝廷派来公差，准备将淳于意逮捕解往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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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陕西西安）。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最

小的女儿淳于缇萦，很有志气，决定要跟从父亲一道

去国都长安申辩。到长安后，她勇敢机智地冲破重重

阻力，直接上书给汉文帝，恳切地记述了父亲所蒙受

的不白之冤。她在书中说明，父亲在齐国做太仓长时，

老百姓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做了医生，精通医术，

百姓很需要他。如果枉遭刑杀，就将给老百姓造成巨

大损失。况且人死不能复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不

可能了，因此肯求，只要能赎出她父亲，她愿在宫廷

为奴婢。汉文帝读了淳于缇萦的申诉后，颇为她的笃

实精诚所感动，当即释放了淳于意，并决定废除割鼻

子、断脚趾等肉刑。随后，汉文帝又召见了淳于意，

一面了解他学医的经历，一面又详细询问他给患者治

病的各种细节和具体疗效。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并

且着重叙述了２５个病人的 “诊籍”。即把２５个病人的

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就诊时间、病因、病理、诊断、

治疗等多方面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也就是中

国最早的医案。

由于淳于意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探索，练就了一手

高超的医疗技术，他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和脉学，

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他能通过对病人脸色的观察，

判定病人或生或死。有一次，淳于意在齐国碰见一个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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