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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
要贡献。
其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大家代代传承。
    那么，什么是传统美德？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
通常来说，传统关德就是在自觉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一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在
现代仍有着积极影响的那些美德。
具体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概括起来就是指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
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稳定的社会
优秀道德因素，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领域，并通过社会心理
结构及其他物化媒介得以代代相传。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华传统美德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成为社会道德文
化的遗传基因，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髓所在。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使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等更加深入人心，成为
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
会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国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
，关系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德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更是日渐凸显。
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建设全面
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因此，党中央非常注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全社会也已形成了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风尚。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不断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此，青少年德育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为了增强和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质，我们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中华传统
美德百字经》。
    本套丛书立足当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一百个
字，即学、问、孝、悌、师、教、言、行、中、庸、仁、义、敦、和、谨、慎、勤、俭、恤、济、贞
、节、谦、让、宽、容、刚、毅、睦、贤、善、良、通、达、知、理、清、廉、朴、实、志、道、真
、立、忠、诚、公、正、友、爱、同、礼、温、信、尊、敬、恭、恕、责、仪、精、专、博、富、明
、智、勇、力、安、全、平、顺、敏、思、积、利、健、率、坚、情、养、群、严、慈、创、新、变
、革、争、谏、诲、齐、省、克、竞、求、简、洁、强、律。
丛书内容丰富、涵盖性强，力图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囊括进去。
丛书通过故事、诗文和格言等形式，全面地展示了人类永不磨灭的美德：诚实、孝敬、负责、自律、
敬业、勇敢⋯⋯这些故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人们用来警醒世人、提升自己，用
做道德上对与错的标准；同时通过结合现代社会发展，又使其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新精神、新
风貌，从而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在本套丛书中，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我们还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给出
了“故事感悟”，旨在令故事更加结合现代社会，结合我们自身的道德发展，以帮助读者获得更加全
面的道德认知，并因此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同时，为丰富读者的知识面，我们还在故事后面设置了“史海撷英”、“文苑拾萃”等板块，让读者
在深受美德教育、提升道德品质的同时，汲取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这是一套可以打动人心灵的丛书，也是可以丰富我们思想内涵的丛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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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圣洁的、高尚的生活哲学。
无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给予人类基本力量的美德从来不曾变化。
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乔治‘德里说：“使美国强大的不是强权与实力，而是上帝赐予的美德。
假如我们丢失了最根本且有用的美德，导弹和美元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被毁灭的命运。
”在今天，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关心道德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正逐
渐面临从未有过的道德危机和挑战。
    人生的美德与智慧就像散落的沙子，我们哪怕每天只收集一粒，终有一天能积沙成塔，收获一个光
辉灿烂的明天。
《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中的美德故事将直指我们的内心，指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唤起我们内心深
处的道德感。
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倡导和发扬之下，世世传承，代代延续！
    全套丛书分类编排，内容详尽、文字优美、风格独具，是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优秀
读物。
愿这些恒久流传的美文和故事能抚平我们每个人驿动的心，愿这些优秀的美德种子能在青少年身上扎
根、发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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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不断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此，青少年德育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为了增强和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质，编者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巅峰阅读
文库》。

这本《强(变法图强)》(作者于永玉、武丽娜)是其中一册。

《强(变法图强)》收录了《秦始皇一统行改革》、《田文镜锐意改革》、《孝庄应时革新稳政局》等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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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中叶，秦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当中。
秦国奴隶主操纵着国君废立的大权，使秦国国君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换代，在从秦躁公元年（公元前442
年）到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的81年中，更换了八代君主，社会政治极不稳定。
躁公之后的怀公，因被大臣兵围而自杀，一时间，王室与贵族矛盾十分尖锐。
 当时，秦国的东方是劲敌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后，国力日益强盛，从而夺走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使秦
国失去了东边的大河屏障。
秦孝公即位后，经常追念先君霸主穆公“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业绩，怀念献公“且欲东伐，复缪
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秦国的东方除了魏国之外，还有齐、楚、赵、韩、燕等几大强国，以及淮、泗之间的十几个小国。
可以说，秦国地处西陲，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深为他国所轻视。
 秦孝公决心发奋图强，首先下令求贤。
在魏国无法施展抱负而到秦国的商鞅，通过太监景监引见，以强国之术面陈于孝公。
孝公听后，非常高兴，任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富国强兵。
商鞅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害于势”，必须“因世而为
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商鞅开始了秦国的变法革新。
 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至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新法，用以强化统
治。
 商鞅变法内容的主要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二十一县。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平斗桶权衡丈尺”。
 商鞅的新法，赏罚分明，切合实际，加强了内部团结，整齐了秦国制度，把广大士民引向了耕战之路
，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孝公八年，秦国围魏救赵，斩魏兵7000余级，攻占了河西之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初步显现出了商
鞅相秦变法的强大威力。
商鞅也由左庶长升为兼管军政的大良造。
 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率领大军攻至魏国河东郡，攻克了魏国的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
），取得了可观的战果。
次年，为进一步为战略东进作准备，秦国将首都从雍（今陕西凤翔）东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北）。
这里靠近渭河，物产丰饶，便于交通及大河运输。
远离旧都，又有利于摆脱旧贵族的传统势力，便于推行新法。
 迁都数年后，秦国的国力日加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以后，秦国继续相机对魏国用兵。
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商鞅利用魏军败于齐国之机，率兵伐魏，尽取河西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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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非常高兴，封商鞅于商于十五邑，商鞅自此号称为商君。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在孝公支持下，主持了秦国的第二次变法。
其中一项重要变法内容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即“废井田开阡陌”。
 变法之前，秦国仍沿用古老的井田制。
井田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其形式是方块田，其实质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原则下，平均分配使用土地。
耕种者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井田制初行时，“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
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
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这种井田制，耕种时有公田、私田之分。
公田是为公共开支而设，“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由集
体或轮流耕种。
劳动者耕作私田积极性较高，耕作公田则消极怠工，出现了“公作则迟，私作则速”的局面，经常发
生“田野卒荒”的情况。
 由于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加速了井田之外私田的开垦，占有较多私田的人便成了新兴
的地主，广大自耕农也要求合法占有和使用私田。
原有的井田土地上的道路（阡陌）和田界（封疆）成了新兴地主和农民扩大土地耕种面积的障碍，井
田制下的生产关系压抑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大胆地改变古制，全面废除井田制，打破阡陌、封疆的
局限，承认土地私有。
西汉董仲舒追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时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买卖。
”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到了富国的
良好效果。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
国富带来了兵强。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之后，秦国私有土地迅速发展，从而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
结果，“王制遂灭，僭差无度。
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速了土地私有者的两极分化，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其新
的生产关系由此产生，最终推动了秦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变法，是一次适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事业，它革除了秦国旧田制的弊病，
为秦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生机，使秦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生产关系优于东方六国，为以后秦始皇统
一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商鞅变法的成功，奠定了秦国帝业之基。
虽然秦孝公死后商鞅被旧贵族酷杀，但由于他所制定的代表时代最进步的新法仍在实行，他所从事的
改革事业仍在继续，最终使秦国在赢政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千秋功业。
 大良造是一种官职名称。
 战国时期，大良造为秦国的最高官职，掌握着军政大权，也被当做爵名。
自秦国商鞅变法，以赏军功，共分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
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
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据考证，大良造与第十五级少上造均取“主上造之士”之意得名。
自从秦惠王设立相国，掌握军政大权后，大良造便主要用做爵名。
 汉代时期依然沿用大良造这一称号。
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商鞅和白起都曾经担任过大良造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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