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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弘扬重教崇学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重学劝学的传统。
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一些人品与学品俱佳的大师。
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学子，造就了中华文化所特有的“重教崇学”。
可以说，泱泱数千年文明，所以能绵延至今，“重教崇学”功不可没。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家学派中的诸大师无一不对完美理想的个体人格塑造怀有浓厚的兴
趣。
在他们看来，一个完善的、达到至仁境界的个体人格是士人君子从事一切工作的发端和开始，大到治
国安邦，小到事父事兄，均须以此为出发点。
围绕此一问题，儒学的大师们几乎完全一致地都把目光投向了学习。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学习、通过汲取自己原来不知道、未掌握的知识，完美人格的塑造才有望实现和
达到。
　　关于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目的以及学习的境界，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
《论语》一开篇就首先讨论“学”，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论语》中有66次谈到“学”，由此即可见孔子对“学”之看重。
比如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对于他本人，孔子也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在孔子看来，一辈子的进步特别是人的修养进德没有终点。
从学习的方法上讲，孔子一方面看重多闻多见，反对不懂装懂、装腔作势，他认为“多闻，择其善者
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
另一方面，孔子主张闻见之外还须兼重思索，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需要“九思”，学习要举一反三。
更富新意的是，孔子竟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好学”当成
“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
实际上，孔子这种近乎学习本位的思想，对日后中国人“重教崇学”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孔子之后的孟子，虽然有着比孔子明显得多的士人贵族倾向，甚至还说过一些诸如“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让今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话，但是孟子的重“学
”倾向同样是明显的，他所坚持的基本上仍是孔子开创的传统，而又与孔子有所不同。
首先，孟子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重视学校教育的，尽管因时代不同
学校的名字有所不同。
而学校教育就是教人学习，以帮助学习者明人伦。
所以说孟子的学习思想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但其因重视学校教育而强调学习重要的积极意义却不可
低估。
其次，孟子认为学习者对待学习要全力以赴，要做到全心全意、百分之百，这叫所谓“志于彀”；同
时，他认为学习“亦必以规矩”，规矩的重要就像匠人治木_样，治学没有规矩也是难成方圆的。
再次，孟子对学习的学派、家法也提出了前无古人的看法。
比如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曾矢口否认仲尼之徒对非儒家的“齐桓晋文之事”的了解，更反对儒家
的陈良弃儒而学农家等，这一看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堪称巨大。
当然，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学习的看法似乎政治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孔孟之后，荀子关于学习问题有比孔孟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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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苟子撰有专文《劝学》，通过《劝学》全面表达他关于学习的思想。
在《劝学》中，荀子首先阐述了学习对于人增长知识和才干、增进品德修养及全身远祸的重要性，并
且认为学无止境，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事情。
关于学习的态度，荀子认为应该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而不应该心浮气躁而终身无所寄托。
至于学习的内容，荀子认可的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等；
学习的方法除了要阅读典籍外，还要善于向贤人请教，同时也要善于用学来的知识教人。
关于学习的目的，荀子的明确定位是做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都要善始善终地坚持学习，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丰富完善，使自己达到既
全面又纯粹的人格境界。
　　孔孟荀之外，儒家有关重“学”的讨论还有被后世称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学记》篇。
《学记》中对学习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教学方式方法等问题的探讨，也是儒家重学劝学的一项重要成
果。
　　所以说，在先秦儒家那里，对于学习就有了一个相当高的定位，这个高定位为日后中国文化中的
“重教崇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汉代武帝时期的文化转向，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孔子被尊为圣人，早期儒家
大师们所提倡的一切都差不多被以典范的方式肯定下来。
后来“重教崇学”的思想逐渐又影响到广大农村，致使许多人都把耕读当做传家的法宝，把读书学习
和人生中种地吃饭看得同样重要，甚至认为学习更先一步、更高一等。
这样的文化认同后来渐渐被强化，并逐渐沉淀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教崇学”的民
族文化传统。
　　时光荏苒，大师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强调的在自觉的学习与修养中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传
道、授业、解惑，造就人才、传承文化，以期有益于社会的重教重学思想仍然启迪着我们，仍然在持
续影响着我们。
　　吴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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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立志》为《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的其中一册。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读本。
警世格言既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传诵的特点。
由此切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容易，且可深窥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共六个分册，前三个分册中，《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
，《尚德》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智慧》显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智正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
后三个分册中，《立志》为成事之首，《劝学》是成才之基，《践行》是成功之本，志、学、行正是
人生不可缺一的三大构成环节。
一书在手，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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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志为师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志，气之帅也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命为志存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人无志，非人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有
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有志者，事竟成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二）志须正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古
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义之所在，身
虽死，无憾悔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紧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
忘丧其元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三）志须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人皆可以为尧舜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
其谁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
（四）志须坚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古之立大事者，不
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自横
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性痴则志凝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丈夫为
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志不强者智不达众少成多，积小致巨（五）志须励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
坠其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君子之志
于道也，不成章不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生我材必有用髫发厉志，白
首不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附赠中外名人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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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诫子书》　　释义　　不恬淡寡欲就不能确立远大的志向，不排除杂念就无法深
谋远虑。
　　讲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的话。
这既是诸葛亮一生经历的总结，更是对他儿子的要求。
在这里诸葛亮用的是“双重否定”的句式，以强烈而委婉的语气表现了他对儿子的教诲与无限的期望
。
不把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静安详全神贯注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
目标。
现在的“淡泊”、“宁静”求清净，不是不想有什么作为，而是要通过学习“明志”，树立远大的志
向，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致远”，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
　　“淡泊”是一种古老的道家思想，《老子》就曾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后世一直继承与赞赏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如白居易在《问秋光》一诗中写的“身心转恬泰，烟
景弥淡泊”，反映了他心无杂念，凝神安适，不限于眼前得失的那种长远而宽阔的境界。
　　“淡泊”、“宁静”，并非是要人们远离社会远离生活，到深山老林去隐居。
在红尘纷扰的大干世界中，更需有一颗淡泊自然的平常心，努力工作，对社会做出积极的奉献而不被
物欲所累，从行为上做到返璞归真，回归科学自然、简朴宁静的生活方式。
　　淡泊是傲岸，淡泊也蕴涵着平和，淡看名利，淡看世俗，无欲无求，也无所羁绊。
正因为心中无尘杂，志向才能明晰和坚定，不会被贪念所侵蚀，也不会被虚荣所蒙蔽。
宁静则是心灵的洁净，宁静是一种禅意。
心中宁静，就不会困于喧嚣的市井，不会被流言飞语扰乱心智。
心中宁静，意味着能静下心来思考，人因思考而得到灵魂的自由和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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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分六个分册。
《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尚德》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智慧》显现的是
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智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
后三个分册中，《立志》为成事之首，《劝学》是成才之基，《践行》是成功之本，志、学、行正是
人生不可缺一的三大构成环节。
在讲解中既介绍每条格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又联系现实的国情、世情、人情，阐述它的警世意义
及对人生的启迪作用。
对每一条警句格言中的疑难文字，都作出明确的注释，并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
在阐述讲解时，尽可能引用相应的历史典故与现代案例，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适应“读图时代”
广大读者的需要。
各个分册，按照所编格言的不同内涵特色，或突出哲理，或重在叙事，或夹叙夹议。
其中相当一部分千字文，可以作为语文中考、高考的参考范文。
 本书为丛书之《立志》，讲述了立志为人的优秀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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