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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内容概要

《十三经讲座》内容简介：“十三经”是影响古代中国最大的十三部儒家基本经典，是国人的传统读
本。20世纪初几位国学大师有《群经概论》之类的著述，40年代蒋伯潜先生著《十三经概论》，后朱
自清先生有《经典常谈》等介绍性的著作，但已不适合今天读者的阅读需要。 
《十三经讲座》是夏传才先生的课堂讲录，全面吸纳众家之研究成果，综合评述十三部经典的来龙去
脉、旨趣意涵，又不断吸收新资料，边讲边改，历经十七年成书，深受欢迎，将古奥艰深、卷帙浩繁
的十三部经典讲解得清楚明白、意趣迭出，是了解“十三经”的基本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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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作者简介

夏传才，1924年生于安徽毫县。40年代的诗人，50年代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诗经研究史概要》、《诗经语言艺术》、《思无邪斋诗经
论稿》、《论语趣谈》、《诗词入门：格律、作法、鉴赏》、《思无邪斋文抄》、《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名篇今译》(上下篇)、《曹操集注》、《曹丕集校注》等，并主编多种教材和丛书。另有旧体诗集
《七十前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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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讲 经和经学  第一节 什么是“经”  第二节 孔子与六经  第三节 从六经到十三经  第四节 经学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第五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汉学系各派  第六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宋学
系各派  第七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新汉学系各派第二讲 《周易》  第一节 《易经》  第二节 《易
传》  第三节 《周易》的解说和研究第三讲 《尚书》  第一节 《尚书》的时代和体例  第二节 今文《尚
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  第三节 《虞书》和《夏书》  第四节 《商书》  第五节 《周书
》  第六节 《尚书》的训诂、版本和义理研究第四讲 《诗经》  第一节 诗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第
二节 三百篇的采集、应用和编订  第三节 六义  第四节 三家《诗》、《毛诗》和《毛诗序》  第五节 《
颂》——西周的颂歌  第六节 《雅》——贵族的诗篇  第七节 《国风》——民间的歌辞  第八节 《诗经
》的语言艺术  第九节 《诗经》的注疏和研究第五讲 三《礼》  第一节 《周礼》  第二节 《仪礼》  第
三节 《礼记》第六讲 《春秋》三传  第一节 《春秋》经  第二节 《左传》  第三节 《公羊传》  第四节 
《谷梁传》第七讲 《论语》  第一节 孔子和孔门弟子  第二节 今、古文《论语》和注本  第三节 《论语
》论仁  第四节 《论语》论礼  第五节 《论语》论中庸  第六节 《论语》论政治  第七节 《论语》论教
育  第八节 孔子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第八讲 《孝经》  第一节 作者和写作时代及版本  第二节 十八章内容
大要  第三节 《孝经》的批判第九讲 《尔雅》  第一节 作者、成书时代和篇数  第二节 《尔雅》的分类
和内容  第三节 《尔雅》的体例和训诂方法  第四节 《尔雅》的价值和使用  第五节 《尔雅》的注疏和
“群雅”第十讲 《孟子》  第一节 孟子其人其书  第二节 孟子的政治思想  第三节 孟子的哲学思想  第
四节 孟子的教育思想  第五节 孟子的文艺思想  第六节 《孟子》的注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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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章节摘录

　　第二节  孔子与六经　　我们现在讲的十三经，是经过历代扩充，到宋代才完成的。在战国时代
，儒家学派传授六经，而传到汉代的是五经。以后所说的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或四书五经，
都是从五经扩充的。五经是十三经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最基本的经典。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什
么？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先秦文献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述。《庄
子&middot;天运》记述孔子问礼于老聃日：&ldquo;丘治《诗》、《书》、《礼》、《乐》、《易》、
《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rdquo;老子日：&ldquo;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rdquo;
《论语》多次谈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孟子》的《滕文公下》、《
离娄下》都说孔子依据鲁史作《春秋》。《荀子&middot;儒效》称孔子为圣人，称尧、舜、文、武、
周公为圣王，说五经记述了圣王和圣人的&ldquo;志、事、行、和、微&rdquo;。综合先秦这些资料，
可以这样认为：孔子搜集、整理古代文献，整理出六种读本传授学生。这个说法，大体上历代是公认
的。　　司马迁著《史记》，他调查孔子的事迹，综合当时留存的材料，在《孔子世家》中作了比较
系统的叙述。他说，在孔子时代，&ldquo;礼、乐废，《诗》、《书》缺&rdquo;，孔子搜集三代文献
，编次《书》并序《书传》，删订《诗》&ldquo;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rdquo;，修正《礼》、
《乐》，作《易》的《彖辞》、《象辞》、《系辞》、《文言》、《说卦》等部分，又据鲁史作《春
秋》。司马迁的记述，反映今文学的观点。古文学提出五经都是西周旧典，但不否认孔子曾经进行删
订并作过序传，他们甚至伪托孔子的名义伪造一些书。宋学虽然对司马迁的记述提出过一些怀疑和异
议，但主要是论证孔子整理过哪一部分或未整理过哪一部分，作过哪些序传或未作过哪些序传，以及
对伪书进行辨伪，但总体上仍然肯定孔子的著述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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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精彩短评

1、终于看完了。书整体还是挺不错的。我也没看过别的。可是每一章节最后那一段唯物史观评论也
太根正苗红了吧= =
2、好书好服务，传承民族文化，经典常读常新。
3、很不错的入门读物
4、想寒假開始讀十三經，其中《易》《詩》《論語》先前多多少少看了些，但是都沒有通讀。不知
道是該看白文的還是注疏本的。有木有人能介紹一下，之前的那三本也算作沒看過的話，十三本裏面
先開始看哪本比較合適⋯⋯？求引路⋯⋯
5、非常喜欢这个出版社这个系列的书 。
6、十三经是影响中华文明最大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著作，是国学的传统读本。但这十三本经典古奥艰
深、卷帙浩繁，现代人阅读相当困难，本书是集众家研究成果，将十三经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浅出
地讲解，使我们现代人了解古代经典变得非常轻松方便。
7、書的質量比較差，封面也弄得髒兮兮的
8、内容深入浅出，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很好
9、非常经典的教材，要背熟
10、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此书值得收藏。
11、没有十三经基础的，看了也会是一头雾水。
12、此书作者为河北师大之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创始人，是本好书
13、适合中级知识分子了解传统文化的书籍，还算不错。
14、对于入门级学者来说真的不错，能给人一整体概念，也能了解分项的大致内容，给人一清晰的指
导。
15、好书。可惜知名度不高。实则是一本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十三经的非常好的读物。
16、还是那句话。内容够，但主观性略强。
17、内容通俗易懂，是入门者应该读的一本好书。同时会让读者了解许多古代的礼仪知识。对十三经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8、最适合初涉国学的人们阅读.内容丰富,表述精炼,要言不烦,作者的深厚学养溢于字里行间.好书.值得
精读与收藏.
19、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儒家经典入门读物，“十三经”和儒家经典是水乳交融的，二者难以割裂，但
是有其区别和特点。

如果从头看尾的话，你一定会受益匪浅的，虽然，其中有个别字的纰漏，但是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20、可作入门了解之用，作者用意识形态解释一切，实不可取
21、十三经的入门书！
22、很喜欢，有知识性
23、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十三经讲解，江山代有才人出！！
24、帮大学同学买的，他们老师推荐的上课教材，应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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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精彩书评

1、“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
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
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
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
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
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五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五本经典书籍《诗经
》、《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的合称，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孔子的编辑或修
改，这五部书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
五经”长期作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孔子曰：“六艺于
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
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
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
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
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
《春秋》者矣”。“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
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
之间者毕矣。”“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
《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庄子·天下》揭示了“六艺”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诗》
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旧唐书》简洁允当
概括为：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 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 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 四曰《
礼》，以纪文物体制; 五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
，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 宋又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
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
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
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四书
》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
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
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
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
成共同意识。 　　　南宋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
《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
，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
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
有划时代意义，与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经”双峰并峙，共同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础柱石。汉唐是
《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作为儒家学
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在中国思想
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
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四书》影响深
远，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几与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
相似。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
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
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翔实的记载了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

Page 7



《十三经讲座》

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
等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客观上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千
古名篇与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六艺五经，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和典范。《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
，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清梁章钜《退庵
随笔》则说：五经如要典重，则学《书》；要婉丽，则学《诗》；要古质，则学《易》；要谨严，则
学《春秋》；要通达，则学《戴记》⋯⋯略得其意，微会其通，自然不同于世俗之为文矣。2000多年
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孔子的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
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人们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社会
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
时不在，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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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讲座》

章节试读

1、《十三经讲座》的笔记-十三经名句欣赏

        《大学》
1、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世上的事物都有本末始终，明确它们的先后次序，那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译文：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态，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就先要证实自己的诚意
，想要证实自己的诚意，就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丰富知识就在于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 
3、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译文：有钱的人房间装饰得很华丽，有仁德的人心里宽畅，身体自然也安舒了。 
4、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译文：君子有个大原则，就是必须用忠诚信义来争取民心，骄横奢侈就会失去民心。 
5、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译文：创造财富有个大原则：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创造得迅速，使用得舒缓，这样国家财富就
可以经常保持充足。 
《中庸》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译文：天赋予人的品德叫做“性”，遵循事物本性就叫做“道”，使人修养遵循道就叫做“教”。 
2、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译文：喜欢向别人请教，而且喜欢体察人们浅近的话语；消除消极的东西，而宣扬人们的善行；善于
把握事情的两个极端，采用恰当的做法施行于人民。 
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译文：广泛地学习知识，详细地询问事物发展的原因，慎重地加以思考，明确地辨别是非，踏实地去
实践。 
4、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译文：由于诚恳而明白事理，这叫做天性；由于明白事理而做到诚恳，这是教育的结果。真诚就会明
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也就能够做到真诚了。 
《论语》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译文：学习知识而又能经常去复习、练习，不也是很令人高兴的事么？有朋友远道而来，不也是令人
快乐的事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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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我每天多次地进行自我反省：为别人办事竭尽全力了吗？和朋友交往免诚实守信吗？老师传授
知识，是否用心认真地复习？ 
3、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脸色，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的！ 
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的东西确立了，仁道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行仁的根
本吧！ 
5、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文：知道的就承认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就是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 
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惘，无所收获；只是思考而不读书，有时就会空想，疑惑不解。 
7、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三十岁开始自立，四十岁面对一切事情都能明白其中之理而不被迷惑，五十岁了解宇宙自然之
理，六十岁时对别人所说的话能分清是非，七十岁便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但一切行为都不会超越
规矩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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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译文：君子亲密团结而不想到勾结，小人互相勾结而不亲密团结。 
9、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译文：已经做过的事就不要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就不要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 
10、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译文：君子晓得的是道义，小人懂得的是财利。 
11、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译文：腐朽的木头不可用以雕刻，腐土一样的墙壁是不可以被粉刷的。 
12、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译文：聪明而喜爱学习，向地位、学识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并不感到耻辱。 
13、三思而后行。 
每件事情都要经过多次考虑，然后才去行动。 
14、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文：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聪明的人活跃，仁德的人沉静。聪明的人快乐，仁德的人
长寿。 
15、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三人一路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选择他们好的地方向他们学习，不好的地方
自己如果有就要改正。 
16、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译文：消逝的时间，像流水一样呀！日日夜夜一刻不停地流去。 
17、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译文：三军的统帅可以被夺去，却不可以强使一个男子汉的志向改变。 
18、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译文：如果不是天气寒冷，就不会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少落叶的。 
19、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聪明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无所畏惧。 
                      《孟子》名句欣赏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译文：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
。 
2、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译文：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快乐的人，人民也会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人民忧愁为自己忧愁的
人，人民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 
3、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他们产生在这个人群中，但远远超出了他们那一类，大大高出了他们那一群。自有人类以来，
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 
4、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译文：天降的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造成的罪孽是无法逃脱的。 
5、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译文：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感到高兴。 
6、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译文：对于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分，抛弃自己的不对，接受人家对的，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
优点来做好事。 
7、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8、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译文：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 
9、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译文：在上位的有什么爱好，在下面的人一定爱好得更加利害。 
10、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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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脑力劳动者统治别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这是天
下的共同原则。 
11、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译文：父子之间要亲爱，君臣之间要有礼义，夫妇之间要挚爱但还要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
序，朋友之间要有诚信之德。 
12、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译文：富贵不能使我的思想迷乱，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志向，威武不能使我节操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
上大丈夫。 
13、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译文：我爱人家，人家却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仁爱还不够吗？我管理人家，人家却不受
我的管理，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还不够吗？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
答，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敬意还不够吗？ 
14、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译文：人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国家必
先有自己被攻打的原因，别人才攻打它。 
15、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译文：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两种东西不能同时拥有，就舍弃鱼去取得熊掌。生命
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种东西不能同时拥有，就舍弃生命去取得大义。 
16、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译文：所以天将要把重大任务落到这个人身上，一定先要使他的心志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
身体饥饿，使他的身子穷困，并且使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借此来使他的内心震动，坚韧他的
性情，增加他的才干。 
                         《诗经》名句欣赏
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译文：雎鸠关关相对唱，双栖河中小洲上。纯洁美
丽好姑娘，正是我心中的好对象。 
2、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译文：紧紧拉着你的手，愿意白头偕老。 
3、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译文：一天不见心上人，就好像隔了三秋长啊！ 
4、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译文：我已决心离开你，去那理想新乐土。 
5、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译文：河畔芦苇白茫茫，夜来清露凝成霜。我所思念的那个人，正在河水的那一方。 
6、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译文：心中这样爱着他，为什么不大胆向他/她诉说？爱情的种子深埋心中，何时能忘，不受折磨？ 
                                《尚书》名句
1、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译文：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2、侮慢自贤，反道败德。 
译文：轻慢众人，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德义。 
3、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译文：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4、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译文：能看到远处，才是视觉锐利；能听从好话，才是听觉灵敏。 
5、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译文：就好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 
6、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译文：玩弄人会丧失德行，玩弄物会丧失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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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山九刃，功亏一篑。 
译文：譬如堆垒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还是不算完成。 
                           《礼记》名句
1、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译文：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高洁的志向
不可满足，享乐之情不可无尽。 
2、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译文：对有德才的人要亲近而且敬重，畏服而且爱慕他。对于自己所爱的人，要能知道他的缺点，对
于自己所憎恶的人，要能看到他的好处。 
3、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译文：那些能博闻强记而且能礼让，修身行善而且不懈怠的人，可以称之为君子。 
4、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 
译文：能知道做一个好儿子，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父亲；知道做一个好臣下，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的君主
；明白如何为人做事，然后才能使唤他人。 
5、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译文：美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好的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 
6、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译文：善于唱歌的人，能让人沉浸在他的歌声中；善于教学的人，能让人继承他的志向。 
7、差若毫厘，缪以千里。 
译文：开头虽然只有毫厘的差别，到后来却错到千里那么远了。 
                       《易经》名句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译文：天道刚健，君子以天为法，故而自强不息。 
2、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译文：君子以学习来积累知识，以多问来明辨是非，以宽容待人，以仁心行事。 
3、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译文：两人同心，像刀那样锋利，可以切断金属。同心的话，像兰花那样幽香。 
4、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译文：道行不通时就得变，变了之后就会豁然开通，行得通则可以长久。 
5、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译文：天下人要归同一个地方，只是道路不同；达到同一个目的，只是思虑多种多样。 
6、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译文：不积累善行达不到成名，不积累恶行达不到灭身。 
7、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译文：见善就向他学习，有过就改。 
《左传》名句
1、多行不义，必自毙。 译文：多作不义的事情，必定会自我灭亡。 
2、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译文：忖度德行如何，以便决定自己怎样处理事情；估量自己的力量大小，从而决定该怎样行动。 
3、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译文：节俭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奢侈是一切恶行中最大的恶。 
4、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译文：面颊和牙床骨互相依存，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露出来受寒。 
5、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译文：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有了过错但能够改正，就是最大的好事。 
6、举不失德，赏不失劳。 
译文：举荐人才，不要把有道德的人遗漏；赏赐爵禄，不要忘记有功劳的人。 
7、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译文：处于安乐的环境中要保持警惕，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准备就会免遭
祸患。 
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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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树梢大于树干，树就要折断；尾巴大了就一定不能摇摆灵活。 
9、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 
译文：树立德行，最可贵的是使它不断增长；而除掉毛病，最好是除得干净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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