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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11月末，浙江余姚梁弄的86岁老人石磊托我编印一本提倡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诵读《三字经
》、《千字文》、《弟子规》、《论语》、《老子》等中华传统经典的宣传小册子，想自费印赠当地
的幼儿、中小学生。
石磊老人原计划只收入我写的《把经典带回家》一文和从《南怀瑾先生侧记》之《重整中国文化断层
的宏图大业》中选出的部分，两文不足5000字。
他读了《南怀瑾先生侧记》，萌生编书的想法。
石磊解放前读过私塾，学过经典，后来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晚年所关心的，除了
养生，就是国学。
我建议石磊老人，可以把内容编得更充分些，老人同意。
2004年12月，我同好友、北京70余岁的徐殿夯工程师谈起编书之事。
徐先生建议书要公开出版，以广泛传播传统文化，并赞助出版。
就这样，在业余花了半年时间，在2005年夏天编写成《把经典带回家》，今更名为认生从这里开始—
—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
次年，石磊老人故去。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传辉博士、北大乔印伟博士、江凌博士、老科学家邹恩藤、北京军区某军师长
王友英、团结出版社编辑韩金英、江西省图书馆研究员谭兆民等朋友的介绍下，前后找过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文联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贵州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2l世纪出版
社、团结出版社等八家出版社，大都有出版意向，有的通过选题，准备出版，但最终因责任编辑和作
者在某些认识上达不到一致，比如，有的出版社认为应该删去第一部分，现在国学热，用不着再呼吁
重视经典；有的认为格言不能选佛道两家的，有的甚至认为不能选政治人物。
书稿放到2009年5月30曰，直到偶遇甘肃九源红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州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
李上业先生，他正在筹划重走长征路之“情系长征路·红歌万里行”大型公益活动，并准备向长征沿
途各中小学赠书，他相中本书稿，于是，我又找团结出版社，终于有了不删减的出版机会。
李上业先生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精髓。
“红色文化”又是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延续和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
的推移，“红色文化”不仅会变成传统文化，而且，今后会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有不断丰富和发展
的内涵，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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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时代性。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主要选取了20世纪的108名中国杰出人物的读书故
事。
伟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学习或借鉴杰出人物的读书经验、读书方法，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可操作性。
2.经典性。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选取杰出人物的经典读书故事，有代表性，强调
经典、有趣、可读。
3.原创性。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擷取读书故事，大部分是采访这些杰出人物的后
代得来的素材（故事），同时参考了这些杰出人物的著作和回忆录写成的，取材严肃，具有较强的原
创性。
4.可读性。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图文并茂。
在文字叙述的同时配有杰出人物的读书图片或肖像；叙述杰出人物的读书故事，有较强的故事性，贴
近青少的阅读口味，写作形式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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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把经典带回家”，这原本是南怀瑾先生倡导的“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之‘中国文化经典
导读”活动，针对广大大学生而言的，大学生大半来自农村，把“经典带回家”，去影响家乡一方水
土。
“读经”活动目前多是针对少儿与大学生展开的。
我希望中年人、老年人读经典，把经典带回家，使中年人明理达本，经世致用，获得人生的智能，完
善品格，获得事业、家庭、修养的成功，使老年人在养生修身、精神寄托方面得大利益。
同时，中年人把经典、美文、格言传给儿女，老年人用智能、人格、经典影响子孙，老、中、青、少
都可以受到经典文化的熏陶，培植家风，世代受用.以至无穷。
我从小就背唐诗宋词，少儿时背过古文，抄过格言，临过《芥子园画传》，看过古典小说，这些都变
成了国学源头，对人生境界、艺术悟性、文学水平、文字功底、哲学修养的提高非常有益。
传世经典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福祉，使我懂得如何修身齐家，如何经世致用，如何修道悟真，如何自
处处人。
日常中我经常劝亲朋们读经典，用经典教育儿孙。
前几天我对中央党校的杨文霞博士说：为什么建国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新一代国学大师？
因为我们少了文化的积淀。
大师不可能速成，传统文化的断层与政府的教育策略使得我们远离了经典，也就无法在短时期里培养
出影响百年乃至影响数百年的文化巨人。
古代的圣者先贤对文化的影响力不光是当时当世，而是影响千古而不衰，立足千古而不朽。
试问今天的学人哪一个能立足三百年而不朽？
一些知名学者文章很好，观点独到，学识渊博，可不能称之为大师，不可能立足三百年而不朽，他们
人格有缺陷，他们有的是学识，缺少圣贤般的修养、淡泊名利的情怀、济世振民的品格.如果我们能身
体力行，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把智能、人格、境界体现在生命中，那么，“积德百年元气厚，
读书三代雅人多”，三代中必有大德之人出，必有影响百年乃至立范千古的人物诞生，这就是文化积
淀、经典培养之功。
目前，经南怀瑾、王财贵这些弘扬中华文化为使命的长者的推动，全国已有600多万儿童读经。
专家们发现，儿童们读经，能增强记忆力、增加识字量、提高文学修养，培养读书兴趣，使作文水平
和语言应用水平提高，带动了其它学科的成绩。
儿童专一读经，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培养孩子心不散乱的境界，能增加艺术修养，有助于儿童树立
人生理想，从小学习为人处世的格言，培养君子风范。
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对净化世风有极好作用。
孩子读经典，能提高心理素质，使人心向善，性格温和，自律敬人，举止文明。
家长与孩子一起读经典，能增进亲情，老少咸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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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作为“红色文化研究院丛书”之一，是作为“国
庆60周年——情系长征，红歌万里行”的大型公益活动中给沿途革命老区的中小学生的赠书而由团结
出版社出版。
《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主题是宣扬传统文化，并且整理出来了许多中国“
红色文化的缔造者”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张闻天、任弼时、李大钊等
从小学习传统文化的故事，《人生从这里走来:中国名人少年时代的经典训练》主编李上业先生认为，
把这本书赠送给各革命老区的莘莘学子，一定能促进他们认识国学，学习国学。
李先生把“重走长征路”的大型公益活动看做对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献礼。
在他的生命中，有深深的“红色文化情结”。
作为一名企业家.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是红色文化给他信念，给他正气，给他光明，给他勇气。
他不仅在企业生产中诚信守法，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热心公益。
他在甘肃兰州创办的红色文化歌舞团、红色文化收藏馆，已经成了甘肃一景，也是甘肃有名的革命教
育之地。
作为一位民间人士，他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学到了艰苦朴素、自强不息、坚持理想、不畏险阻、爱国
爱党、勇挑大任的精神，他深深为当前国人道德教育的落后忧虑。
他认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结合传统的人文思想，可以根治这些问题。
他投资出书，发心赠书。
中小学生时代是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拥抱经典，获得的不仅仅是学问和知识，更是一种人文的底蕴、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
对经典的珍视是中华民族屹立千年的基石。
20世纪的中国，大师辈出，群星灿烂。
这些杰出人物之所以成绩斐然，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青少年时代学习了大量的传统经典文化知识，打下
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这些杰出人物在青少年时代是怎样读书的？
他们读了哪些书？
有哪些读书故事？
有哪些读书经验？
对当代青少年的读书有哪些启迪？
这是广大家长和青少年学生值得关注和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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