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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紧张的生活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当我们疲惫的身心需要得
到休憩和松弛时，有一个始终不渝的朋友会给我们以快乐和教诲、慰藉和同情，那就是书籍。
书是人类历史文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经验的结晶，而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心灵成长史。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关注，他们谈吐不凡，言行间充满自信，因为他
们具有广博的知识，自然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游刃有余。
如果我们想要拥有同样精彩的人生，就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广泛博览，多读书，读好书。
纵观中外历史，无数名人、伟人，无一不是在浩瀚的书海中汲取知识，从而一步步走向成功。
当今社会的竞争很多时候靠的是内在资本，这需要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作储备，读书对于一个人的知识
水平、修养品行，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何时代的智慧，我们都能从书本中获得。
但如果不能解决好“读什么”与“怎么读”的问题，阅读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为了帮助广大爱书的朋友寻找到一种最省时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去阅读那些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和全
世界亿万读者多少年来都从中得到特别启迪的书，我们在参考了诸多名家推荐的必读书目的基础上，
跨越时空地域，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采撷菁华，专门编写了《一次读完50部中国文学经》、《一次读
完50部外国文学经典》、《一次读完30部国学经典》、《一次读完30部西学经典》、《一次读完20部
修身处世经典》和《一次读完20部谋略经典》这六本书，引领读者由点及面，以最快捷的方式去获取
这200部经典名著中的精髓，这些优秀的作品历经几十年到几千年的历史的淘洗和世界性的文化选择，
早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可能诞生经典的作品，而每一部经典的作品永远不会只影响一个时代。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经常是通过文学经典来完成的。
中外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融合了诸多名家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使我们感受到伟大
的文学作品深入人内心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仅需要文学名著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对更多的文化领域有所了解。
从我们无法漠视和背叛的国学经典到铸就了西方文明的西学名著，从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孜孜以求
的修身处世之道到被诸多领域奉为制胜法宝的谋略精要，我们从中外文学、国学、西学、修身处世、
谋略这六个领域中披沙拣金，精心编写成这套丛书，使读者从浩瀚无涯的书海中找出那些最有益的著
作一睹为快。
我们在解读每一部名著的过程中，设置了“开卷有益”、“内容精要”、“经典导读”、“文成名就
”、“华文精选”等栏目，从多个角度对所选取的经典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
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可以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这六个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成果。
书海无涯，选择什么来读，结果会大不一样。
与其浪费时间去读那些对我们一无助益的“文字垃圾”，倒不如去读可以让我们有所收获的经典著作
。
人类的文明和文化，除了少部分以物化的方式延续下来，更多的是蕴藏在经典作品中。
与经典对话，是人生修养所应追求的一种境界，阅读经典，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鸿沟，打破文明与
种族的壁垒，吸收全人类的文化精华。
本丛书品位高雅，内容丰富，设计、装帧、包装等各方面均精美、时尚，不仅具有较高的阅读欣赏价
值，还可以收藏，或作为礼物馈赠给亲朋好友，是一套能使读者从中获益良多的读物。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曾经说过：“一滴墨水可以引发千万人的思考，一套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的确，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是培育我们的良师，哪怕是其中说过的一句话
，传达的一个观念，讲述的一个道理，都可能让我们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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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儒、道、墨、法等学派文化
，百川归海，相互触摄，绵延至今的历史产物。
她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及以后兴衰迭变的历史选择，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主流，再同佛教
思想交合涵化而构成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中华思想文化。
　　无论新旧文化怎样激烈地碰撞，无论东西方文明怎样相互融合渗透，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
化宝库，我们都无法漠视柑背叛，因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标志。
从春秋战国诸子并起，中国历史上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
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是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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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  《论语》  孔子  （春秋  公元前551-前479）第2部  《道德经》  老子  （春秋  生卒年不详）第3部  
《庄子》  庄子  （战国  约公元前369-前286）第4部  《孟子》  孟子  （战国  约公元前372-前289）第5部 
《墨子》  墨子  （战国  约公元前468-前376）第6部  《荀子》  荀子  （战国  约公元前313-前238）第7部 
《韩非子》  韩非  （战国  公元前280-前233）第8部  《孔子兵法》  孙武  （春秋  生卒年不详）第9部  《
左传》  左丘明  （春秋  生卒年不详）第10部  《楚辞》  屈原  （战国  约公元前340-前278）第11部  《吕
氏春秋》  吕不韦  （战国  ？
-公元前235）第12部  《史记》  司马迁  （西汉  约公元前145-前87？
）第13部  《汉书》  班固  （东汉  32-92）第14部  《论衡》  王充  （东汉  27-约97）第15部  《嵇康集》
嵇康  （三国·魏  约223-约263）第16部  《陶渊明集》  陶渊明  （东晋  约365-427）第17部  《世说新语
》  刘义庆  （南朝·宋  403-444）第18部  《文心雕龙》  刘勰  （南朝·梁约  465-约532）第19部  《六
祖坛经》  慧能  （唐代  638-713）第20部  《韩昌黎文集》韩愈（唐代  768-824）第21部  《资治通鉴》  
司马光  （北宋  1019-1086）第22部  《苏东坡全集》  苏轼（北宋  1037-1101）第23部  《四书章句集注
》  朱熹  （南宋  1130-1200）第24部  《传习录》  王阳明  （明代  1472-1529）第25部  《焚书》  李贽  （
明代  1527-1602）第26部  《日矢口录》  顾炎武  （明末清初  1613-1682）第27部  《明夷待访录》  黄宗
羲  （明末清初  1610-1695）第28部  《读通鉴论》  王夫之  （明末清初  1619-1692）第29部  《龚自珍全
集》龚自珍  （清代  1792-1841）第30部  《人间词话》  王国维  （清末民初  1877-1927）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次读完30部国学经典>>

章节摘录

孔子，这位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
和代表，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形成及发
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可以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精华在孔子那里都有体现，而孔子以
后的中国文化中，孔子的学说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文化大师。
在今天，孔子已被公认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是影响中国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最
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这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的辑录，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是一本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的教科书，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我们了解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中国人的国学必读之书。
由于《论语》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着血肉联系，历代思想家对《论语》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
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原初的内涵，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
起到了重大影响，它的思想早已沉浸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融入龙的传人的生命中。
读《论语》，你会感到在你心中流过的是一条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长河。
内容精要《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其编辑者应该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成
书的年代据推测为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
从体例上看，《论语》并不是一部严格的有体系的著作，而只是一本孔子及孔门弟子日常言行的辑录
，其中多有言简意赅、含蕴深远的箴言和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因此它的风格显得平实、活泼，易于被
理解和接受。
全书共20篇，每篇又分若干章，各自独立，言简意深，含蓄凝练，从中可见孔子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
生活经验。
《沦语》在记言的同时，也写到了人物的神情态度，在某些章节的记述中，还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性
格特点。
其中不少精辟的言论成为世代相传的格言和成语，对后来的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它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不仅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就是在
今天也仍然值得中国乃至全世界思想界的广泛重视和潜心研究。
《论语》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治国之道。
如《沦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就是说，为政者应敬业而守信，节约费用而爱护官吏，在农闲时合理使用人力，不误农时。
又如《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指如果用法律去引导百姓，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们犯罪，但是治标不治本，比不上通
过德育使百姓具有羞耻之心，从而使他们自觉遵守社会道德。
孔子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因此他主张“为政以德”。
自汉代以来，孔子的思想经过历代儒家思想家的补充改造，更加系统化了，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
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的思想维护其统治，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
二、文化教育。
孔子在《论语》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文化的重要作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意为如果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就算它曾一度兴盛，灭亡后也没有根基可供它
再度崛起，反不如虽暂时没有建立国家而文化永存的民族，还有机会可东山再起。
又说“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这就点出了教育应该普及，为师者应充实自己并用爱心孜孜不倦地去教导学生。
孔子非常重视文学的政治和教化作用，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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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了，它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学习的态度和方法。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此意为学习应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算瞒尽天下人也瞒不了自己。
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就指出了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
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就说明学思双行的重要性。
四、个人修养。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这是指应完善自己，如若不为人所知，就要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
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这是说一个人有过错不要紧，只要能改过就好，如果有过错而不肯改，这就是真正的大过错了。
上述四点不过是《沦语》之一斑，而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思想的闪光点，领略到孔子的大
智慧。
东汉时期，《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
南宋的朱熹把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
朱注“四书”，后来被历代朝廷都定为官书，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所以流传极广，影响也最大。
到了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规定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
这样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烂熟。
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
怎样读《论语》经典导读任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文化都会有自己的根基，5000年的中华文
明的精神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而且也能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断了文化根基的民族是
没有希望的，也不会有凝聚力，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民族，不可能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
族的尊重，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但是，如果断了民族文化之根，不打自垮。
《论语》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还是一部文学经典。
《论语》的语言凝练、简洁、隽永，全书才一万多字，而凝缩为成语的就有200多条。
例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见义勇为”、“任重道远”、“过犹
不及”、“祸起萧墙”、“欲速则不达”等等，已成为语言中的经典，直到今天仍具有生命力。
读《论语》我们还可以学到比喻、对比、排比、设问、反问等多种修辞技巧，提高文学修养。
读《论语》我们不仅会为其深邃的哲思、隽永的语言所折服，而且还会被它对人物性格惟妙惟肖的刻
画所打动。
例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子路的豪爽、冉有的谦和、公西华的好学、曾皙的洒脱
，一一都如见其人。
一句“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让我们看到孔子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万世师表”
，而是一个与学生亦师亦友，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可爱的老人。
由此可见，《论语》并不枯燥，而是十分生动有趣的。
怎样读《论语》呢？
首先要虚心。
朱熹说：“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
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
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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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许多读书人对待中国的古籍犯一样通病，专门去批判古人，他们不是从古籍中汲取智慧，而是
把自己当做是高高在上的法官，把古籍当做囚犯来审问，还自以为这是“创造”的表现。
这样读《论语》只能徒增枝蔓，是不会有收获的。
古籍当然是有漏洞的，古人也不是不能批判，只是先要虚心读懂古籍的原意，先客观地读，不要带上
先入之见。
正如朱熹所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
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
”“先立说”、“硬去凿”，这是初读《沦语》的人要避免的。
其次，读《论语》要先从识字开始。
《沦语》当中有些文字，表面上看古今相同。
但实际含义却大不一样，这就应该选一本注释比较好的本子。
读的过程中，一开始不要急于看译文，先看原文，再把注释看透，然后再回到原文，不要依赖译文去
理解原文。
这样刚开始会慢一些，“十目一行”；不用急，《沦语》读下来，速度会快起来，到“一目十行”。
我不赞成先看今人对《沦语》的“别裁”、“今释”一类的书，这类书不是不能看，而是要在对《沦
语》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之后再去看。
所以先要通读乃至读通《沦语》原著，再看“别裁”、“今释”一类的书，只有自己的脚跟站稳了，
心中有了主见，才不至于人云亦云，空谈无根。
中国的文化典籍是有结构的，《论语》既是元典，又相对比较简洁、流畅，易读易记。
《论语》读通了，接下去读《孟子》等其他典籍就容易了。
（张儒平）文成名就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导师和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
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依据，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据《使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朝宗室的后裔，后来因为躲避宋国大夫内
乱而于鲁桓公二年（前710年）来到鲁国。
可以说，孔子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命运正是春秋末期动荡时局的一个缩影。
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很早就显现出了好学深思的品行，年少时就常常与玩伴陈设俎豆，模
仿礼乐之事。
孔子15岁有志于学，善于向他人学习，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后又曾适周问礼，亲见老子。
这时他在鲁国已经很有名望，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人也开始向他求学。
孔子35岁之时，鲁国三家作乱，孔子离开鲁国，来到齐国，向齐景公宣传他的治国思想，齐景公听了
很赞赏，但齐国国内的状况也和鲁国相似，不容孔子发挥他的才干。
于是他只好返回鲁国，这时候鲁国的政权由季氏操纵，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
孔子不满这种政权不由君主掌握而受大夫臣子操纵的情况，不愿出仕。
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即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的工作。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被鲁国国君任命为中都宰，这时孔子51岁。
“行之一年，四方则之”，政绩斐然。
但是，孔子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加强君主权力的政策在鲁国贵族的反对下都失败了，加上鲁定公与当时
执掌国政的季桓子不思进取，接受了齐国所馈赠的女乐文马，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怠于国政，孔子
深感失望，于是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在以后漫长的14年间，
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但是尽管孔子有相当的自信，却仍然不被各国任用，反而颠沛流离，屡屡陷人困厄危难当中。
然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仍然以天命自任，不改变他的志向。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有回到鲁国，率军在郎这个地方战胜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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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学生的强力坚持下，鲁国派人去迎接孔子，这一年孔子68岁。
归鲁后，鲁人尊他为“国老”，开始的时候鲁哀公还常常因为政事上的难题向他求教，但孔子终究不
被重用。
孔子晚年仍旧致力于文献整理和教育的工作。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在学术方面提倡“仁”的哲学，倡导恢复周礼，在晚年全面整理前代典籍，修订鲁国国史。
经孔子而传世的《诗》、《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而
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更成为中国2000年文明史中影响最广泛、地位最重要的学术派别，在一定
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本体。
在教育方面，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3000，其中身通六艺者72人，受业者甚众。
孔子是春秋末期大规模私人讲学的先驱者，私人讲学的勃兴，打破了学在官府，上层贵族把持学术的
状况，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和文化的传播。
孔子还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提出系统的教育方法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可以说，孔子作为政治家并不成功，但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家，孔子的地位与日月同光。
孔子的一生可谓艰辛坎坷。
但孔子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使得他的生命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中国人代代敬仰尊崇的导
师和圣贤。
西方的学者一直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并称为“世界三圣”，以赞扬孔子集中国古圣先贤之大成，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对世界文化思想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发奋求知的精神激励着国人奋发图强。
孔子务实的精神、丰硕的教育成果以一整套的教育理论，对中华民族教育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
华文精选【原文】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译文】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
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
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译文】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
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
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
”【原文】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译文】孔子说：“见到贤人，就应该向他学习、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
该自我反省（有没有与他相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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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时，一本适时的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灯，确定他终生的理想。
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于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那些无疑是富有天
分的作家的作品，不断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
   　　　　　——塞涅卡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
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
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
   　　　　　——莫洛亚   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
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儿为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不如用宝贵的时间
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
   　　　　　　——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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