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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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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迁怒者，求诸己; 不贰过者，见不善之端而止

之也。

———宋·王安石 《礼乐论》

不迁怒别人的人，是检查要求自己; 不再次犯错

的人，是发现不好的迹象能及时制止。

高风所洎，薄俗以敦。

———宋·王安石 《贺留守侍郎启》

高尚的风气所到之处，不厚道的民风也变得厚

道了。

公义不亏于上，私行不失于下。

———宋·王安石 《辞集贤校理状》

在上做事不损公义，在下做事不谋私利。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宋·王安石 《洪范传》

修身养性，然后才可以管理国家。

在上不骄，在下不谄。

———宋·王安石 《上龚舍人书》

地位高不骄横，地位低不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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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悲道难行，所悲累身修。

———宋·王安石 《寓言》

不悲叹道路的艰难，只悲叹自身修养不好。

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 或不然，

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宋·朱熹 《宋名臣言行录前集》

自己拿到的俸禄与所做的事情相称，就鼾声大作

睡得很香; 如果不是这样，就整夜睡不好觉，第二天

必须多做相称的事。

求名莫如子修，善誊不能掩恶也。

———宋·欧阳修 《唐王重荣德政碑》

追求名誉不如修养自身，好的名誉不能掩盖丑恶。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 奢言无验不必用，质

言当理不必违。

———宋·欧阳修等 《新唐书·陆贽传》

品德高尚的人不疏忽小事，不欺侮孤苦的人; 没

有根据的大话不采纳，有道理的质朴的话不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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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为言也，度可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

———宋·欧阳修 《濮议卷第二》

有德行之人所说的话，估计自己可以做到，然后

才可以要求别人。

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

———宋·欧阳修 《答李诩第二书》

不修养自己的身心，虽然是君子也会成为小人。

圣贤非虚名，惟善为可勉。

———宋·欧阳修 《感兴五首》

大人物反对虚名，一心勉励自己追求高尚的品行。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

———宋·欧阳修 《辨左氏》

有德行的人修养自己的身心，内在要端正自己的

思想，外在要端正自己的仪容。

言行着，立身之基。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陈纪》

言行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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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以道，可谓君子矣。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晋纪》

离职或任职都符合正理，可以说是品德高尚的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小人。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

品德胜过才能，可称为君子; 才能高而品德低，

可称为小人。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

不足。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周纪》

从古到今，国家的乱臣，家中的逆子，都是才能

有余而德行不足。

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周纪》

才能，是德行的资本; 德行，是才能的统帅。

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梁纪》

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盖他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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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宋·司马光 《治心》

小人治理自己的形为，君子修养自己的身心。

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

———宋·程颢、程颐 《二程遗书》

有德行之人遇到艰难险阻之时，一定检查检讨自

己，从而加强自身修养。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

———宋·程颢 《秋日偶成》

道德直通有形的天地之外，思想直入变幻多端的

风云之中。

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 克己自胜，

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宋·杨时 《二程粹言·论学》

赴汤蹈火凭着武士的勇敢就可以做到; 克服自己

的私心，没有君子的德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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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矣，动无不利，为无不成。

———宋·杨时 《二程粹言·论说》

有了德行，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的。

无道而富贵，其为可耻。

———宋·杨时 《二程粹言·论道》

没有好德行而获得金钱、权贵，这是可耻的。

染习深者，难得净洁。

———宋·陆九渊 《陆象山先生语录》

沾染坏习惯很深的人，就很难变得洁净。

人莫先于自知，不在大纲上，须是细腻求。

———宋·陆九渊 《陆象山先生语录》

人一定首先要有自知之明，不能是大概知道，必

须从细微处着手。( 喻指人应该在细微之处了解自己的

不足。)

才而无德谓之奸，勇而无德谓之暴，辩而无德谓

之诞，智而无德谓之谲。

———宋·崔敦礼 《刍言》

有才能没有品德叫做邪恶，有胆量没有品德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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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能辩解没有品德叫做荒诞，有智慧没有品德叫

做诡诈。

欲齐家则正身，省端则家可理。

———宋·林逋 《省心录》

要想治理家就要端正自身，自身端正了家世也就

可以治理好。

立身之道，非求备于人也。

———宋·林逋 《省心录》

立身处事的原则，不是对别人求全责备。

明是非者检人，思忧患者检身。

———宋·林逋 《省心录》

明辨是非的人检查别人，思虑忧患的人检查自己。

君子责己，小人责人。

———宋·林逋 《省心录》

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则好要求别人。

声色者，败德之具。

———宋·林逋 《省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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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女色，是使道德败坏的东西。

昼之所为，夜必思之，有善则乐，有过则惧，君

子哉!

———宋·林逋 《省心录》

白天所做的事，晚上必定思考一番，有好的行为

就高兴，有过错就戒惧，这才是有德行之人。

不为十分人，不责十分事; 既为十分人，须责十

分事。

———宋·邵雍 《责己吟》

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就不要求十全十美的事; 既

然是完美的人，就必须要求完美的事。

尚德树恩，尚力树敌。

———宋·邵雍 《君子吟》

崇尚道德就会使别人同自己友好，崇尚暴力就会

使别人同自己为敌。

栉，所以去乱发; 浴，所以濯肤垢。

———宋·宋祁 《杂说》

梳篦，是用来去掉杂乱的头发的; 洗澡，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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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皮肤上的污垢的。( 喻指修养自身。)

不肖之人，己不能忠而忌人之纳忠，己不为善而

能败人之为善。

———宋·宋祁 《直言对》

品德不好的人，自己不能忠诚反而嫉妒他人献出

忠诚，自己不做好事反而破坏别人做好事。

民劳思，思则善心生; 逸则淫，淫则恶心生。

———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

劳作思考可修养身心，贪图安逸则使人道德败坏。

作德日休，为善最乐。

———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

修养品德每天都美好，做好事最快乐。

良玉不琢，谓其不借美于外也。

———宋·陈师道 《后山谈丛》

美玉不用雕琢，这是因为它用不着凭借外形的美

观。( 喻指内心美善则不必用外表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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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于己者，不制于彼。

———宋·吕本中 《官箴》

能够严于律己的人，不会被别人牵制。

广积不如教子，避祸不如省非。

———宋·李邦献 《省心杂言》

多积财产不如教育子女，躲避灾祸不如反省自己

的过失。

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宋·刘清之 《戒子通录》

以清白的品行留给子孙后代，不也是很丰厚的么!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宋·陈文蔚 《送周希颜序》

品德修养没有固定的老师，主张行善就是老师。

后生当先学做人，却学作文章。

———宋·龚昱 《乐庵语录》

年轻人应当先学怎样做人，而不能先学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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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惟虑智之巧不章，君子惟忧德善之不著。

———宋·刘炎 《迩言》

小人只顾虑自己的智术和技巧显现不出来，君子

只担心自己的品德修养不好。

自家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了，则天下之人安得不

归于我?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

自己如果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天下的人怎

能不归服于我?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

自古以来，圣贤之人都以修养身心作为根本。

此一个心，须每日提撕，令常醒觉; 顷刻放宽，

便随物流转，无复收拾。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

这一个内心，必须每天提醒，使其经常警觉; 如

一下放松要求，并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就没有办

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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