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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
，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
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
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
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
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十六讲>>

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
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历史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文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哲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伦理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
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
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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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修普通学者，宜以平日课程为本，而读书以助之。
苟课程所受，研究未完，而漫焉多读杂书，虽则有所得，亦泛滥而无归宿。
且课程以外之事，亦有先后之序，此则修专门学者，尤当注意。
苟不自量其知识之程度，取高远之书而读之，以不知为知，沿讹袭谬，有损而无益，即有一知半解，
沾沾自喜，而亦终身无会通之望矣。
夫书无高卑，苟了彻其义，则虽至卑近者，亦自有无穷之兴味。
否则徒震于高尚之名，而以不求甚解者读之，何益？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读书之道，亦犹是也。
未见之书，询于师友而抉择之，则自无不合程度之虑矣。
　　朋友之益　　修学者得良师，得佳书，不患无进步矣。
而又有资于朋友，休沐之日，同志相会，凡师训所未及者，书义之可疑者，各以所见，讨论而阐发之
，其互相为益者甚大。
有志于学者，其务择友哉。
　学问之成立在信，而学问之进步则在疑。
非善疑者，不能得真信也。
读古人之书，闻师友之言，必内按诸心，求其所以然之故。
或不能得，则辗转推求，必逮心知其意，毫无疑义而后已，是之谓真知识。
若乃人云亦云，而无独得之见解，则虽博闻多识，犹书箧耳，无所谓知识也。
至若预存成见，凡他人之说，不求其所以然，而一切与之反对，则又怀疑之过，殆不知学问为何物者
。
盖疑义者，学问之作用，非学问之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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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
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
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　　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　“彰往而察来”
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
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
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
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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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良心论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蔡元培、陶行知的教育思
想。
另外书中还充分地纳入了蔡元培的图片和亲笔书稿等，以增强我们对于他的生平的了解。
本书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思考人生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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