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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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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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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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道远，人道迩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传？
昭公十八年》释义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
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如何能知道呢？
讲我们小时候就在语文课本上读到“河伯娶妇”的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上写道，魏文侯时，派西门豹到邺这个地方为官，当地三老勾结巫师敛财，借口河
伯娶妇，令乡民每年交钱，还要挑选女童扔进河里，否则要遭水灾。
西门豹上任后亲抵河上，对巫妪说，你选的女孩不漂亮，烦向河伯通报，宽限我们几日，以便选更好
的献上，然后命士兵把巫妪扔进河里，过了会儿说，怎么这么久没有动静，令其女弟子再去通报，连
投三人。
过不久又说，女弟子办事不力，请三老亲去，吓得三老屁滚尿流，磕头求饶。
以后西门豹即发动民众开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也解决了水灾问题。
西门豹破除巫术迷信的行动，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可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
上古时代，巫风炽烈，“天道”神圣，天命规范人事，人要做事都必先祀卜。
考古学者发现，四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卜骨，而且可能出现过专司卜事的巫师。
我们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无论是打仗还是出游，大小事情都要占卜通神，
祈求上帝的神谕与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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