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帝王家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代帝王家训>>

13位ISBN编号：9787802284739

10位ISBN编号：7802284732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李志刚

页数：253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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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帝王家训>>

前言

　　没有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拥有健康体魄、健全人格、过人智慧和好学精神的“好孩子”
。
而要塑造出一个“好孩子”又谈何容易？
喧嚣的时代和功利的氛围给了孩子们太多的“时代性格”：自私、懒惰、厌学、偏执、好斗⋯⋯当一
个“坏孩子”出现在家长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无奈地叹息。
在这个时候，我们把目光投向曾经哺育了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国学。
在许多处于开放最前沿的城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众多教授国学的私塾。
当背诵传统经典的朗朗读书声再次回响在华夏大地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惊叹传统教育旺盛的生命力和
强大的影响力。
　　教育之施，首重童蒙。
“蒙以养正，圣功也。
”从童稚时期即施以中华民族通天彻地的中正智慧教育，是一种神圣功业。
而家训，正是实现这种神圣功业的载体。
古语说：“遗儿千秋富贵，莫若良言一句。
”——这就是家训在古代教育当中的地位。
对于帝王之家而言，尤其如此。
纵览历史，每一位彪炳史册的帝王都是在良好的皇室家训教育当中产生的。
要得到先皇的青睐和万民的拥戴，他必须是纭纭皇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他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睿
智的头脑、坚定的毅志、渊博的学识和宽厚的胸怀。
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深得国学精华的帝王家训教育。
因为帝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要驾御万里江山，赢得名留青史的文治武功，所以，帝王之家的家训融会
了国学教育的最精髓部分，在这样丰沛的思想营养哺育下，一个个时代巨子应运而生，彪炳史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帝王家训>>

内容概要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课堂，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
中国古代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包括散文、诗歌、格言等，通常称为“家训”，自周至清，
仅目前可见的就有262篇、部之多，其中帝王之家的家训就有十余种。
而那些以历史和传说面目出现的家训更是数不胜数。
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明太祖、清太宗⋯⋯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为
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教育思想，正是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家训，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和社
会精英。
这些帝王家训曾经是中国历代皇族童蒙时期的必修课，它不但可以励志、劝勤、勉学、诲戒、明德，
而且可以启迪童蒙，矫正孩子们的人生方向。
　　不可否认，在帝王家训当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封建意识，忽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潜能的糟粕。
但剔除这些糟粕后，我们就会发现，传统家训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积淀为整个民族的人生智慧，透射
出永恒的理性之光。
我们不能否认，在帝王当中也有许多平庸者。
为什么一个王朝凭举国之力都无法造就一个好的帝王?究竟帝王教育的缺失在哪里?这样的教训同样值
得我们去思考。
本书谈古论今，深入浅出，融汇了几十位成功帝王的教子方法，结合现代家教现实，把帝王家训和现
代家教的精华溶为一炉，打造出一本视角独特、创意新颖而又实用的家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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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周文王家训　　眼不视恶物，耳不闻淫声——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帝王
是如何造就的？
让我们的目光注视在一位伟大帝王的身上，他就是消灭殷纣，造就周朝的周文王。
《史记》记载：文王能“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父）、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
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西伯能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日益强盛⋯⋯殷纣王恐其不利于己，将其囚
禁。
在摆脱纣王的控制之后，周文王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邗、崇侯虎等国，并自岐迁都于丰（今
陕西长安县），为讨伐商纣、建立周朝奠定下了稳固基础。
周文王是一位睿智、坚定、胸怀大志的帝王，那么是谁造就了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帝王
？
　　让我们的目光投向周文王的母亲大任。
史书记载：“昌之生母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有贤名⋯⋯”周文王的帝王教育从他生命旅程的第一刻
起就在无声无息当中开始了——史书记载，在大任怀孕的时候，她眼睛不看邪恶的东西，耳朵不听不
健康的音乐，嘴里不说恶语脏话，只听品位高雅的音乐。
她认识到，母亲所接触的外界事物都会感应给胎儿，并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接触“恶”的事物就会产生“恶”的孩子，接触“善”的事物就会产生“善”的孩子，以形象、声
音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任确实可以称得上“中国胎教第一人”。
在这样良好环境的浸淫下，周文王一生下来，就很聪明，并且在日后成为了一代开国君王。
　　“眼不视恶物，耳不闻淫声”——大任的做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给了所有的为人父母
者深深的启迪。
历代思想家都是教育家，无不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它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胎教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而是古人对家庭教育的一种深刻认识——“环境在潜
移默化当中造就孩子”。
　　孔子说：　　“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知？
”一个人的生活、成长和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好环境让孩子受益，不良的环境往往让孩子迷失方向。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小的时候非常调皮，由于他的家居住在墓地旁边，
他从小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办理丧事的游戏。
于是，孟子的母亲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
但到了市集居住后，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
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
于是，孟子的母亲决定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
在学校环境的影响下，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
这个时候，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　　这则千古流传的故事其实和周文王所受到的家教一样，都在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环境对孩
子的成长影响至深。
”　　亲王家训启析要　　周文王母亲对孩子的胎教其实揭示出了一条教育法则——“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社会是由人集合而成的。
社会活动是人的活动。
人是社会活动中的人。
人的活动要受思想动机、目的愿望的支配。
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
社会生活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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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而未成年人在社会中生活
和成长。
各种思想、心理、行为等都自然而然地要受到社会生活和周围环境带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两方面的影
响。
未成年人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
年龄小。
分析问题能力差。
但模仿能力强、可塑性大。
未成年人周围环境好，来往接触的人（家长、亲友、邻居、老师和同学）都泿正派。
很少接触坏人坏事。
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产生好的影响。
好环境一经形成。
生活在其中的未成年人就有很强的抗体和”免疫力”，为日后走上社会奠定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但社会生活中难免也存在封建迷信思想活动、吸毒、赌博、酗酒、黄色报刊书籍、淫秽网络信息等丑
恶现象、腐朽没落文化和有害信息。
以及追求享乐和自私自利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这些阴暗面，虽然只是少数人和个别现象。
但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它会严重地影响和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
试想。
如果孩子长久地接触这样的事物。
那么对他的成长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家长。
一定要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家长本身更应该以身作则。
用“眼不视恶物。
耳不闻淫声”的精神去为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延伸阅读　　家庭心理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个社会，父母是儿
童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心理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气氛对儿童心理健康的
影响　　在气氛紧张、父母关系不和谐的家庭里，父亲和母亲常常是烦恼不安、性情暴躁、言语粗鲁
，对长辈缺少孝敬甚至虐待。
对于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完全依赖父母的儿童来讲，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容易情绪紧张。
孩子长期处在这种情绪中，又缺少温暖和关爱，容易使孩子形成孤僻、自私、玩世不恭等不良品质，
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二、父母的教育观念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父母的教育观念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因素主
要有以下两种：　　（1）严厉管教论。
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必须一切听从家长，信奉“棒头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传
统观念。
其实，长期处在父母高压政策下的孩子易形成幼稚、依赖、神经质的心理，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
差，有些幼儿可能变得更加依赖无主，有些则可能变得更加暴烈、易于反抗。
　　（2）自然成熟论。
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对孩子往往是放任自流、概不过问的教养态度。
在这种忽略型家庭中，儿童就会因为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父爱与母爱而产生孤独感，逐渐形成富于攻
击、冷酷、自私甚至放荡的不良品质，常常会有情绪不安、反复无常、容易触怒、对周围的事物漠不
关心的心态。
　　三、家庭情感沟通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情感沟通是家庭心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的
沟通对孩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不利：　　（1）指责埋怨型沟通。
指责埋怨型沟通使家庭问题往往在相互指责和埋怨中不了了之，问题最终并未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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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未了结事件越多，家庭生活就会越加沉闷、紧张甚至危机四伏。
这是一种很具破坏功能的家庭沟通模式，被指责者要不逆来顺受，要不极具逆反心理、攻击性强。
　　（2）迁就讨好型沟通。
迁就讨好型沟通的家庭，缺乏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真挚的爱，而且会养成一些依赖而又固执、软弱而又
任性等不良人格特点。
孩子在这种迁就讨好型沟通模式中，更容易形成的是任性的性格，只要父母迁就自己，自己却很少迁
就父母。
　　（3）唠叨哆嗦型沟通。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父母不太关心别人真正的情感，自己被许多意义不大的琐事缠绕，给孩子最大的
感觉是唠叨、烦人。
这种沟而不通的表现是表面上双方都在说话，而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但信息根本没有交流，反而会
造成孩子出现逆反和抵触的心理。
　　那么如何创设和谐的家庭心理环境？
教育专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一、建立恰当的父母角色。
形成和谐的夫妻关系。
　　二、建立和睦的家庭氛围和良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要和孩子一起游戏，一起学习，发展共同的兴趣，和孩子共享经验、成果，增进和孩子之间
的感情和相互之间的了解。
父母要把孩子作为平等的入，尊重孩子的爱好，给他一定的自主权利，让他自己决定与选择事情；有
些事情可以和孩子商量，征求孩子的意见。
这种健康的家庭生活、和谐融治的家庭气氛有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稳定。
　　三、注重亲子沟通态度与行为方式。
　　父母要多以鼓励、理解、尊重的方式与子女谈心，即使惩罚也要富于情感性，要伴随合理的解释
。
　　四、建立父母——子女互相学习的家庭环境。
　　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对生活充满热爱，个性品质健康向上，思想感情积极热情，观念信仰正
确得体，家庭气氛有趣活跃，就会使孩子生活在积极向上的心理环境之中，造就孩子的息好个性。
　　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用父母的榜样力量养成孩子的好习惯　　一代帝王怎样才能承担起驾御
天下的重任？
儒家认为，人才的造就从来不是什么上天的赋予。
即使像文王这样的圣人，他的德性也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礼记?文王世子》有不少关于文王幼年表现的记载，还提到了古代的《世子法》。
相传文王、武王各有一套《世子法》，世子每一项美德的培养，都有礼法规范可循。
而这套《世子法》中最推崇的教育方式就是父母以身作则。
例如，为了树立孝敬父母之心，文王每天都要三次问候父亲王季。
鸡叫头遍的时候，文王就要起身，穿戴整齐之后，来到父亲的寝门前，询问内侍父亲晚上是不是睡得
安稳。
到了中午和晚上，文王还会到父亲那里询问起居的情况，过程和早晨一样。
只要内侍说王季的起居有所不妥，文王就会面露忧虑的神色，走路的时候连步子都会不稳。
一直要到王季的身体恢复到了正常，文王也才会恢复到常态。
每当侍者向王季进膳的时候，文王一定要亲自过问膳食的情况，绝对不允许把变质的食品端上去。
　　言教不如身教，文王服侍父亲，可以说是竭尽敬爱之心，人人都看在眼里。
这就为他的儿子武王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武王成年以后，对待文王也是相当的孝敬。
每当文王生病的时候，武王总是守候在他身边，晚上连冠带都不解，以便父亲有所召唤的时候，能够
立即去做。
武王的生活，一切以文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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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王身体不舒服，一天只吃一餐，那么武王也只吃一餐。
如果第二天文王身体略有好转，可以吃两餐了，武王才吃两餐。
直到文王的病完全好了，武王的起居才恢复常态。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古代帝王培养一个接班人的措施是多么的慎重和周密，古代做一名太子
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小除了要受到系统的知识教育和礼仪教育之外，一言一行还要受到严格的监督，要达到“习与智长
”、“化与心成”，内外身心都能合于天道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少年时代养成了好习惯，就会像天生如此一样，中规中矩的言行就会自然地流露出。
　　农民的儿子看到父亲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耳濡目染中就学会了劳动：女孩子看到母亲日夜操劳，勤劳俭朴。
便学会了关心体贴。
勤俭持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如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教育孩子的真谛是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英国心理学家希尔维亚?克莱尔在《控潜能》一书中说：“如果你自己都不准备去有所成就。
你也不能期望你的孩子去做什么。
”俗话说：“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人在婴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要。
它就如一座大厦的基础部分。
虽然我们平时看不见它的影响。
但是它却决定了大厦的风格和高矮。
孩子最早接触的世界主要是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对孩子而言，家庭教育不仅开始最早。
而且时间也最长。
父母作为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终身的教育者，对孩子的教育影响也最深远。
父母若想成功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必须以身垂范，做孩子的榜样。
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说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那样做。
来规范孩子的言行。
可是这种空洞的说教所起的作用往往微乎其微：相反。
以身作则却收效很大。
比如。
早晨起来。
父母要有意识地向家里的长辈问早，向邻居问早。
带孩子出门做客时要轻声叩门。
谈吐高雅。
举止文明。
家里来了客人。
要带孩子到门口迎接并引导孩子把自己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客人给孩子带礼物时。
让孩子表示感谢客人回家时要带孩子送到门口说“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孩子都会看在眼里对父母产生崇敬，并以父母为榜样模仿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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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
谨言慎行。
以身示教。
凡是要求孩子做到的。
自己首先必须做到，这种教育方法要远比空洞的口头教育有效得多。
　　延伸阅读　　不要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坏榜样"　　谁都希望自己是个好父母，当然也知道给孩子
做个好的榜样有多么重要。
然而，有些时候，父母特别不想在孩子身上看到的行为，不经意间却发生在自己身上，结果，好父母
无意中就做了孩子的“坏榜样”。
你有下面这些言行吗？
如果有就坚决地与自己的坏>——j惯说“再见”，这样你才能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完美父母”——　
　一、工作繁忙压力大，回到家看到孩子又吵又闹，你终于忍不住大吼起来：“怎么老是哭啊哭啊！
别哭了！
”　　提醒：一个自尊并且尊重他人的孩子，一定是先得到过成人的尊重。
如果我们不给予孩子这种尊重，对孩子很粗暴，孩子也会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就应该按照我说的去做，
难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二、结婚多年，你和爱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着孩子的面吵翻天，事后又言归于好。
　　提醒：我们的敌对、争吵，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攻击性行为的坏榜样。
我们吵架时的神态、姿势、语气语调、用语都被孩子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日后孩子在游
戏时，就会对着洋娃娃嫩声嫩气地骂，狠狠地打娃娃，或者对小朋友说粗话、脏话。
　　三、你辛苦工作，勤俭持家，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可是对孩子却很大方，他要奥特曼、要超
人玩具都照给不误，从来都不会要求他节省。
　　提醒：我们的这种“爱”，会使孩子只懂得到，不懂付出。
孩子怎么能体会到挣钱的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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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金钱和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而好的家训却是孩子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产。
　　帝王教育从实质上讲是一种融会了全民族教育结晶的精英教育，而我们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需要
的正是这种精英教育。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一本站在了教育颠峰俯视教育现状的好书！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蓝棣之　　孩子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出征的号角，前面有漫漫
的人生之路等待着他去开拓。
这本书就能赐予他出征前的一切营养，用强壮的体魄和睿智的头脑去战胜所有的对手，赢得辉煌的人
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博士　马寅卯　　这是第一本着眼于当今教育现状的把帝
王教育平民化的教育读本。
当作者用挑剔的眼光把封建的教育糟粕筛落，就有了这本适应时代发展、汇集古今帝王教育要义的书
。
　　——《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品牌书主编　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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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代帝王家训》谈古论今，深入浅出，融汇了几十位成功帝王的教子方法，结合现代家教现实
，把帝王家训和现代家教的精华溶为一炉，打造出一本视角独特、创意新颖而又实用的家教书。
　　金钱和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而好的家训却是孩子一生都受用不尽的财产。
　　传统文化回归大潮中，一本蕴涵着国学理念和教育黄金法则的教子指南——　　教育之施，首重
童蒙。
“童蒙养正，圣功也”。
从童稚时期即施以中华民族通天彻地的中正智慧教育，是一种神圣功业。
　　如果父母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孩子站在父母的立场看问题，父母对孩子施加的教育是最见效果
的。
　　良好的家训不但可以励志、劝勤、勉学、诲戒、明德，而且可以启迪童蒙，矫正孩子们一生的人
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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