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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文课程的教授与学习，离不开各类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
这套“大语文丛书”，便是配合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教与学，专门编选和出版的大型课外阅读作品的系
列读本。
“语文”一词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新华词典》另有“语言和文章”的解说。
从人们的实际运用来看，把“语文”理解为“语言与文学”的看法更为普遍，因为早期的“文学”与
“文章”的界限模糊，“语言与文章”的说法也完全成立。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语文”，它应该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是它的初期阶段；它既是人们
相互交流思想的必要工具，又是人类记录和积累文化知识的重要方式。
“语文”的概念虽然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但“语文”的渊源与历史却可追溯到人类产生口头语言和出
现文字表达之时。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语文”——“语言与文学（文章）”，已经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累与辉
煌的文明传承。
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便是古今中外的名人名篇、名家名作。
它们在精到而优美的语言文字之中，凝结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悟、时代情绪与审美精神，并作
为文明的载体和文化的传统，滋养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这些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检验而成为宝贵文化财富的语文经典，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
。
教育部在2001年与2003年，先后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即“语文新课标”）。
这一“语文新课标”提出的总目标要求是“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
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营养”。
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指导性的意见，对于切实保证
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全面提高中小学语文学习的水平，无疑是及时的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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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和《中庸》是中国古代典籍珍品，它们是《礼记》中的二篇。
《大学》详细地归纳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讲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法。
《中庸》论述的也是修身养性之道，然而它侧重于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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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每个人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这些特殊的问题不能算是大学问，大
学问是基础性、永恒性的学问，它是我们解决各种特殊问题的总的指导原则。
各种特殊问题都出现在社会之中，那么一个社会怎样才能存在呢？
一大群男男女女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本身就是奇迹，这表明他们之间有某种默契，这就是：彼
此信任，彼此承认，彼此宽容。
这时，我们就达成了共识。
没有这种共识，就形成不了一个相互合作的群体，构不成一个社会。
社会成员问所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存在最根本的保证，研究这些共识就是大学问。
尽管任何社会任何人在特殊的情境中，都有自己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但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能以
牺牲大学问为代价。
相反，有了大学问才使现实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大学问往往被人忽视，
甚至遭到短视之人的蔑视。
大学问不仅适用于特定社会中的某些人，而且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人。
《大学》中把它归纳成三条，又称“三纲”，这就是：发扬人固有的崇高德性（明明德），使人民每
天都有新面貌（新民），最终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善）。
“三纲”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序的递进排列。
先是个人修身，再推己及人，使所有人自新，最终共同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
“三纲”只是规定了大学问的最终目标，还嫌粗略，《大学》又详细讨论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具体过
程，它有严格的顺序，不能随便颠倒。
具体是：由格物到致知，到诚意，到正心，到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
这些哲学名词（又称“八目”）后来成了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重要概念，由它们所组成的哲学命
题构成儒家哲学的命脉。
难怪朱熹硬说《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放在《四书》之首，并把它看作是德育教育的入门书，连《论
语》《孟子》都落在它的后面，可见《大学》的重要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中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