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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智慧精髓。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
悠久传统文化的证明，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掌握的立身处世之本。国学是一种历史的创造和存在，
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季羡林先生曾撰文《“国学”应该是“大国学”》；北大教授袁行
霈先生呼吁“国学”之大用。普通读者也在关心“国学”方面的知识，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和幼儿
园的“诵经”中都能听到“国学”的声音。在这种文化现象中，无不昭示着今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
归的热情。国学作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它构成了我们精神生长的客观环境，我们早已成为了
它的受益者。（（一生要读的50部国学经典》是我们精心选编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精粹之作。根据每
部经典的内容，全书分为：蒙学、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学）、自然科学、艺术生活、百科共
八个部分。每一部分所选书籍均为此类书目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很多在中国文化中都具有开创意义。
如“蒙学”部分的《三字经》，是我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蒙学读物。它结构严谨，讲究韵律，读起来
琅琅上口，而且涉猎内容广泛，在塑造人们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上都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赞之“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经、史、子、集各部分所选作品
更是中华民族国学根基之所在，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思想和处世观点，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和行为方式。1988年，75位诺贝尔得奖者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论语》如同一束温和的光芒，为寻求企业困境突破的
人们指明了一条通向繁荣与和谐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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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生要读的50部国学经典》是我们精心选编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的精粹之作。阅读国学经典不仅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能从中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让我们懂得社会伦理道德，
学会尊重他人、培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处世态度。这对人生成长和事业成
功，无疑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在您阅读此书之后，能激发起您对中华文化经典之作的阅读激情，“多
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智慧精髓，作为我们的历史和文
化的基础，它构成了我们精神生长的客观环境，我们早已成为了它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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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字经》一、导读《三字经》是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也是我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
蒙学读物之一。它不仅结构严谨、文字简约、讲究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涉猎内容广泛，在塑
造人们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人赞之“若能句句知
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作为蒙学读物，《三字经》在海外也备受青睐，1990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二、知识链接1.孟母三迁与孟母断机“昔孟母，择邻处。子
不学，断机杼。”讲的是战国时，为了让孟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曾三次搬家。一次孟子逃学，
孟母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育儿子读书要努力用功。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轲，邹（今山
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曾游历于宋、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
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
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三岁
时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小时候非常调皮，在孟家附近有一块墓地，送葬的队伍经常从家门口
经过。孟子就模仿送葬队伍哭啼的样子。孟母对儿子这样的玩耍很生气，认为不利于他读书，便把家
迁到了城里。最初，他家住在城中的集市旁边。到了这里，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习商人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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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认为这个地方很难让孟
子集中心思读书，便又将家搬到了学堂的对面。在那里，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
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孟母对孟子要求非常严格。一次，孟子因为不
用功读书而逃学回家。孟母立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正在编织的布剪断了，并且对孟子说：“求学
的道理，就和我织布的道理一样，要一丝一丝的织上去，才能织成一块有用的布。你读书也是一样，
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成就。像你这样不用功，怎么能够成就大业呢？”孟子听了
非常惭愧，从此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圣贤。“孟母三迁”又叫“孟母择邻”、“慈母择邻”，这
个故事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孟母对孟子的严格教育也说明
家庭教育对子女成长起着重要作用。2.孔融让梨出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讲的是
汉代人孔融四岁时，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这种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
知道的。孔融（153-208）东汉文学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少
时成名，“孔融让梨”就是他少年时的故事。后来他步人仕途，在汉献帝时曾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
府、太中大夫等职。当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在政治上颇有分歧，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所杀
。相传在孔融四岁的一天，有人送来一篮梨子。他的哥哥们都挑大梨子，只有他挑了一个小梨子。父
亲问他为什么，孔融回答，自己最小，所以应该吃小的，大的给哥哥吃。这个故事被用作教育儿童：
要懂得长幼有序和谦让的道理，从尊敬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由此，也可见古人对道德常识非常
重视，他们将道德常识作为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融于日常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3.黄香温席出自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来源于“黄香温席”的故事。相传在汉朝有一个叫黄香的孩
子，他是江夏人。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贫苦，他非常懂事，非常孝敬父母。在他九岁那年，母亲病
逝，在母亲生病期间，他经常守护在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更加懂得关心、照顾父亲。在夏天天气
热的时候，他就给父亲的蚊帐扇风，驱蚊降温。当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他就给父亲铺好被子，然后
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暖被，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的孝心感动了邻居们
，黄香温席的故事就传开了。后来，黄香的故事传到京城里，也感动了那里的人，人们称其为“天下
无双，江夏黄香”。这个故事教育儿童要懂得孝顺父母，而且应该从小事做起。三、作品赏析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释义】人生下来的时候性情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后天
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这句话告诉人们，人生下来原本都是一样的，但从
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释义】如果从小不好好
教育孩子，其善良的本性就可能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
子。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教育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想使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必须时刻注意
对孩子的教育，严格要求，不能放松。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释义】作为父亲如果只
知道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儿女是父亲的过错。如果做为负责教导学生的老师，而不严格要求
学生就是老师的懒隋了。这也告诉人们，严师出高徒，对孩子严格要求是父母和老师的本分。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释义】玉如果不打磨雕刻，就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人如果不学习，
也不会懂得礼仪，不能成才。从而告诉人们要想成为有用之才，必须经历刻苦的磨炼。一而十，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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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而千，千而万。【释义】我国采用的是十进位算术法，一到十是基本的数字，然后十个十是一
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十个一千是一万⋯⋯一直变化下去。这句话蕴含的意思就是：一到十看来很简
单，但变化起来却无穷尽，算术也就越来越深奥了。学习也一样，要从基础学起，为将来学习复杂的
知识打好根基。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释义】《诗》、《书》、《易》、《礼》、《
春秋》，再加上《乐》称六经，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经典，应当仔细阅读。日春夏，日秋冬。此
四时，运不穷。【释义】春、夏、秋、冬叫做四季。这四时季节不断变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如
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止。这是对儿童做关于自然知识方面的教育。《幼学琼林》一、导读《幼学琼林
》是我国古代儿童的蒙学读物，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最初的编著
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清朝嘉靖年间，邹圣脉对此书作了一些补充，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
民国时期费有容、叶浦荪、蔡东藩等人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用骈体文写成，多对偶句，容
易诵读，便于记忆。书中的很多警句、格言，至今传诵不绝。二、知识链接1.蒙学中国古代对儿童进
行的启蒙教育称之为蒙学。蒙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
千字文》、仨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等。蒙学教育中多采用个别教学，注重
背诵、练习。2.骈体文骈体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又叫做“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
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行文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
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
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就不乏内容深刻
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他一方面描写了自己身世之悲，一方面则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
表达对故国怀念之情。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
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十分流行。三、作品赏析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
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赏析】全篇以对偶的形式把中国古代对天文的一些基本认识精确描
绘了出来，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容易记忆。一开篇就说混沌初开，天地形成。用朴素的思想描述了天
地的形成。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赏析】日月五星，五星指的是金、木、水
、火、土五个行星，古人把它们合称五纬，连同日月称做“七政”。这五颗行星，是中国古人能够观
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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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以及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分
别是占珊、刘婷、尚论聪、赵巍、周妮、丁岭花、马泽峰、汪京、周兴华、姚为青、杜海义、王金超
、高光耀、刘小勇、时小强、常付轩等，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
其他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感悟，也汲取了其中智慧的精华，谨向给予我们无私帮助
的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本书的出版。由于编写和出版的时间
仓促，以及编写的水平所限，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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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生要读的50部国学经典》介绍的50部国学经典，涵盖蒙学、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自然科学
、艺术生活、百科共八类，作为中国人一定会有需要读到的时候。每部经典皆配有图解说明，读来简
明易懂。节选自经典的原文皆有白话译文与赏析，让您轻松阅读。

Page 8



《一生要读的50部国学经典》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把国学常识讲的比较全面丰富，是认识国学基础的一个很好的向导。
2、很喜欢~~是先在学校图书馆借着看得，虽然排版比较像教科书。。但内容很充实很赞~~！
3、里面说的一些基础知识，学生看挺好的
4、对于喜爱传统文化和国学的人，这本书算是非常好的一本索引和赏析。说是索引，是因为太多的
国人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和在哪里，这本书交代的算是较详细的了。说是赏析，是因为如果你时
间不是很富裕，在这里能看到部分的片段，而能窥一斑。仅此两个作用了。对于祖国的文化，强烈建
议看原文，看不懂也要看。这本书感觉是一大堆人组成的，很难说某部分精辟。但能给后来者指出一
条大道，也算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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