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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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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修身篇

修身自律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 《安得长者言》

人不能自己宽恕自己，也不能让他人宽恕自己。

幽? 则攻己之所短，会同则述人之所长。

——— 《昌言·上》

( 一个人独处) 暗室则抨击自己的短处， ( 与他

人) 聚会则称赞别人的长处。

行潜德而不有，立潜功而不名。

——— 《昌言·下》

暗中行善却不自矜，暗中立功却不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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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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程遗书·附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论学篇》

赴汤蹈火上刀山，只有武夫之勇才可以做到; 克

制自己，战胜自己，没有君子之勇当然就做不到。

能克己，乃能成己。

——— 《关尹子·九药》

能约束自己 ( 的言行) ，才能使自己有所作为。

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

——— 《管子·小称第三十二》

只担心自身 ( 德行) 不好，不管别人不了解自己。

先慎于己而后彼。

——— 《管子·禁藏第五十三》

首先只有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 《鬼谷子·卷上·反应第二》

( 如果) 自己事先没有一定的规矩， ( 那么) 统治

人民就不会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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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

———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超过别人， ( 而) 在于战胜

自己。

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 《韩非子·大体第二十九》

光荣和耻辱的责任是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

身之本也。

——— 《胡子知言·卷一·天命第一》

君子不遇到事情就原谅自己，这样 ( 就会) 有自

我反省的功效，自我反省是修养自身的基础。

使之谦，必不谦; 使之俭，必不俭。我谦则民自

谦，我俭则民自俭。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

——— 《化书·卷六俭化·解惑第一一○》

让老百姓们谦虚，( 他们) 肯定不谦虚; 让他们节

俭， ( 他们) 肯定不节俭。只有国君自己谦虚，人民

才自然谦虚; 只有国君自己节俭，人民自然节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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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 ( 国君) 这里 ( 而) 不在 ( 人民) 那里，权柄在

国君 ( 手里而) 不在人民 ( 手里) 。

矩不正，不可以为方; 规不正，不可以为员; 身

者，事之规矩也，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 《淮南子·卷十四·诠言训》

( 如果) 矩尺不符合标准， ( 就) 不能用它来制作

方形的东西; 圆规不符合标准， ( 就) 不能用它来做

圆形的东西; 自身就是事物的圆规矩尺，没有听说过

自己不正而能够使别人端正的。

御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 《金楼子·戒子第五》

抵御寒冷只有穿上厚厚的毛皮大衣最好，阻止诽

谤只有修养自己最好。

帅人以正，谁敢不正? 敬人以礼，孰敢不礼?

——— 《金楼子·戒子第五》

用正直来统率别人，哪一个敢不正直? 用礼貌来

尊敬别人，哪一个敢不讲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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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子孝，必先为慈; 将责弟悌，务念为友。

——— 《金楼子·戒子第五》

要想儿子孝顺，必须先做到 ( 对儿子) 慈爱; 要

想弟弟尊敬哥哥，( 哥哥) 必须想着 ( 对弟弟) 关爱。

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 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

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 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也。

——— 《金楼子·立言上第九》

聪明懂礼的人，防止过于苛察; 孤陋寡闻的人，

防止闭塞隔绝; 勇猛刚强的人，防止过于粗暴; 仁厚

慈爱、温和善良的人，防止犹豫不决。

人能反己，则四通八达皆坦途也; 若常以责人为

心，则举足皆荆棘也。

——— 《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二》

人能够反省自己，不管从哪个方向走都是平坦的

道路; 如果总是一门心思地责备别人，那么抬脚落脚

都是荆棘。

责己则有路，责人则无途。

——— 《泾野子·内篇卷二十七》

责备自己就会有出路，责备别人就会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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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欲正浓时，能斩断; 怒气正盛时，能按纳; 此

皆学问得力处。

——— 《荆园小语》

嗜好和欲望正强烈的时候，能够一刀斩断; 怒气

正强盛的时候，能够克制 ( 而不发泄) ; 这都是学问

中最得力的地方。

遇人轻我，必是我无可重处。置珠于粪土，此妄

人耳，不足较; 若本是瓦砾，谁肯珍藏? 故君子必

自反。

——— 《荆园小语》

遇到别人看不起我的时候，那一定是我没有值得

重视的地方。把珠宝扔在粪土中，这不过是无知妄为

的人，不值得 ( 和他 ) 计较; 如果本来就是碎石烂

瓦，谁肯珍藏 ( 它 ) ? 所以，君子必须要 ( 多多地)

自我反省。

健责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贤也; 健责天下之迷者，

己之未明也。

——— 《亢仓子·训道第七》

善于责备天下人都无知的人，他自己也未必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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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责备天下人都迷惑的人，他自己也未必明智。

直己而不直人。

——— 《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

自己守正不阿却不要求别人。

贵之不喜，贱之不怒; 苟利于民，廉于行己。

——— 《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

富贵了不暗自高兴，贫贱了不气愤恼怒; 如果对

人民有益，( 则) 对自己实行廉洁。

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

——— 《孔子家语·颜回第十八》

君子攻击自己的缺点，却不攻击别人的缺点。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 《老子·三十三章》

凡是战胜别人的被称之为有能力，凡是战胜自己
( 缺点错误) 的被称之为坚强。

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 《礼记·儒行第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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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没官作时而不作邪行，通达于上时而 ( 力行

正道) 不被困弊。

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

——— 《列子·卷八·说符》

身形弯曲，身影就会跟着弯曲; 身形挺直，身影

就端正。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 传不习乎?

——— 《论语·学而第一》

我每日 ( 都是) 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做事是

否尽心竭力了呢? 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呢? 老师传授

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以约失之者鲜矣!

——— 《论语·里仁第四》

因节约而失误的事是很少的啊!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 《论语·子罕第九》

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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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 《论语·颜渊第十二》

一旦 ( 能够) 克制自己言行使之合于礼仪，天下

的人 ( 就会) 称赞你的仁慈了。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论语·颜渊第十二》

不合乎礼仪的不要搭理，不合乎礼仪的不要听从，

不合乎礼仪的不要言语，不合乎礼仪的不要行动。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论语·子路第十三》

( 统治者) 自己本身端正，不用命令 ( 百姓) 就

行动起来; 自己本身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 ( 百姓

也) 不会听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 《论语·子路第十三》

如果端正自身了，对治理国家能有什么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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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不怨天，不尤人。

——— 《论语·宪问第十四》

不怨恨天，不怪怨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怨恨自然就疏远。

自胜曰强。

——— 《潜夫论·慎微第十三》

( 能够) 战胜自己 ( 的弱点) 叫做坚强。

己之所无，不以责下; 我之所有，不以讥彼。

——— 《潜夫论·交际第三十》

( 如果) 自己不具备， ( 就) 不要求下面的人; 自

己具备的，不因为此去讥笑别人。

天作孽，犹如违; 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商书·太甲中》

上天造成的灾害，还可以避开; 自己造成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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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逃脱了。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

后禁身。

——— 《申鉴·政体》

善于施行禁令的人，先禁止他自己然后禁止他人;

不善于施行禁令的人，先禁止别人然后禁止自己。

亡我者，我也。人不自亡，谁能亡之?

——— 《呻吟语·修身篇第五》

让我灭亡的，是我自己。人 ( 如果) 不是自取灭

亡，谁能使他灭亡呢?

处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 责己不妨于厚，

责人不妨于薄。

——— 《呻吟语·修身篇第五》

对待自己不妨苛刻一点，对待别人不妨宽容一些;

责备自己不妨多一点，责备别人不妨少一些。

与其喜闻人之过，不若喜闻己之过; 与其乐道己

之善，不若乐道人之善。

——— 《呻吟语·修身篇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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