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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
要贡献。
其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大家代代传承。
　　那么，什么是传统美德？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
通常来说，传统关德就是在自觉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一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在
现代仍有着积极影响的那些美德。
具体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概括起来就是指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
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稳定的社会
优秀道德因素，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领域，并通过社会心理
结构及其他物化媒介得以代代相传。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华传统美德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成为社会道德
文化的遗传基因，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髓所在。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使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等更加深入人心，成为
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
会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国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素
质，关系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德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更是日渐凸显。
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建设全面
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因此，党中央非常注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全社会也已形成了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风尚。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不断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此，青少年德育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为了增强和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质，我们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中华传统
美德百字经》。
　　本套丛书立足当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一百
个字，即学、问、孝、悌、师、教、言、行、中、庸、仁、义、敦、和、谨、慎、勤、俭、恤、济、
贞、节、谦、让、宽、容、刚、毅、睦、贤、善、良、通、达、知、理、清、廉、朴、实、志、道、
真、立、忠、诚、公、正、友、爱、同、礼、温、信、尊、敬、恭、恕、责、仪、精、专、博、富、
明、智、勇、力、安、全、平、顺、敏、思、积、利、健、率、坚、情、养、群、严、慈、创、新、
变、革、争、谏、诲、齐、省、克、竞、求、简、洁、强、律。
丛书内容丰富、涵盖性强，力图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涵囊括进去。
丛书通过故事、诗文和格言等形式，全面地展示了人类永不磨灭的美德：诚实、孝敬、负责、自律、
敬业、勇敢⋯⋯这些故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人们用来警醒世人、提升自己，用
做道德上对与错的标准；同时通过结合现代社会发展，又使其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新精神、新
风貌，从而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美德。
在本套丛书中，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我们还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给出了
“故事感悟”，旨在令故事更加结合现代社会，结合我们自身的道德发展，以帮助读者获得更加全面
的道德认知，并因此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同时，为丰富读者的知识面，我们还在故事后面设置了“史海撷英”、“文苑拾萃”等板块，让读者
在深受美德教育、提升道德品质的同时，汲取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这是一套可以打动人心灵的丛书，也是可以丰富我们思想内涵的丛书⋯⋯《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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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圣洁的、高尚的生活哲学。
无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给予人类基本力量的美德从来不曾变化。
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乔治‘德里说：“使美国强大的不是强权与实力，而是上帝赐予的美德。
假如我们丢失了最根本且有用的美德，导弹和美元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被毁灭的命运。
”在今天，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关心道德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正逐
渐面临从未有过的道德危机和挑战。
　　人生的美德与智慧就像散落的沙子，我们哪怕每天只收集一粒，终有一天能积沙成塔，收获一个
光辉灿烂的明天。
《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中的美德故事将直指我们的内心，指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唤起我们内心深
处的道德感。
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倡导和发扬之下，世世传承，代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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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不断发展和延续的根本，因此，青少年德育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为了增强和提升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素质，编者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巅峰阅读
文库》。

这本《博(所知应博)》(作者于永玉、徐俊峰)是其中一册。

《博(所知应博)》收录了《杰出的医学家、炼丹家葛洪》、《历史地理学家班固》、《博学大儒王国
维》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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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贵义篇》中记载，有一次，墨子南游到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去，所乘的车中载了许多书
籍。
他的弟子弦唐子见了感到很奇怪，就问墨子载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墨子回答说：“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
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
”由此可见墨子的勤奋好学。
　　墨子的为学之道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已有知识的学习和继承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富于批判和
创新的精神方面。
墨子努力汲取前人的知识，但又不随便被前人的思想所桎梏，能在继承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
亲身的实践经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学说，建立自己的学派。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连他的论敌庄子都称赞他，在《庄子·天下篇》中称赞墨子“好学而博，不异，
不与先王同”。
　　墨子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动荡和不断变革的时代。
当时，旧的社会秩序已日渐衰落和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又尚未形成。
因此在这个时期，一部分手工业者挣脱了“工商食官”的隶属地位，又还没有受到新的专制制度的束
缚，从而形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独立的阶层。
这些人试图跻身于“士”的行列，力争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改变自身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发
展成为社会上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
墨子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并最终成为这股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与领袖人物。
　　墨子本身就是一个工匠，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很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切身要求。
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墨子也深切地体会到了统治者的奢靡浪费、以强凌弱以及兼并战争带给百姓的
苦难。
所以，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状态，盼望建立一个政治贤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
尚同”社会。
为此，墨子将自己所创立的墨家学派不仅建设成了一个宣扬自己学说的学术派别，而且还建设成为一
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
对兼并战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的风气十分盛行。
孔子兴学在前，墨子讲学在后。
墨子以“遍从人而说之”为宗旨，随时随地无条件设教，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
　　对于教学，墨子首先注重德行，其次注重言谈，再次注重道术。
他尤其重视义，并以义为道德和行为的标准。
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良宝也”。
因此，墨子在教学时坚持“有道相教”、“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则，即首先要学生学义守义，
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知识。
　　在教学方法方面，墨子重视因人施教、因材施教。
在墨子看来，社会是有分工的，由于各人的资质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擅
长的事。
教学也是一样，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每个人的特长来分别进行，使学生发展个性、各有专长，并在
此基础上分工合作，共同谋求天下之大利。
墨子说，育人就如同筑墙一样，能筑的筑，能运土的运土，能掀土的掀土，这样才能把墙筑成。
为义谋利也是这样，能运用哲学的运用哲学，能运用文字的运用文字，能运用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技
术，各人都“量其力所至而从事”，这样一来，才能达到天下之大义。
　　在教学过程中，墨子还十分注意教导学生要学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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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孔子“君子述而不作”的主张，坚持传述与创作并重。
墨子认为，倘若大家都“述而不作”，就难以有所创造，人类社会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
因此墨子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只述”、“小人方作”的主张来看问题，那么古时候发
明弓、甲、车、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现在根据这些发明制做弓、甲、车、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
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的，则其所述，岂不都是小人之道？
可见，孔子的主张是荒谬的。
因此，墨子极力主张和提倡“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要求学生述作并重、言行一致、身
体力行，反对那种只说不做、只讲空话的学风和作风，指出“口言而身不行”，即为“荡口”。
　　由于墨子的主张代表了下层贫苦百姓的利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此，跟
随墨子学习的人很多，墨家也成为当时与儒家并称的显学。
墨子的政治主张是兴利除害，建立一个平等、安定、人人安居乐业的“尚同”社会。
在《墨子》一书当中，他一再强调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以此作为自己及其弟子立身处
世的准则。
　　墨子认为，儒家所主张的礼乐烦琐扰民、厚葬伤财贫民，三年守丧伤生害事，都是有害而无利的
，为此，他提出了非乐、薄葬、短丧的主张。
　　对于诸侯间的攻伐和兼并战争，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生产荒废、生灵涂炭的惨况，墨子更是深恶痛
绝，视之为天下大害。
为此，墨子提出了非攻、兼爱的政治主张。
　　墨子还反对宿命论，提出“官无常官，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主张。
他期望可以通过兴利除害，任贤使能，兼爱互利，实现国安民富、平等友爱的大同理想。
同时，墨子也终身为这一目标而顽强奋斗，甚至甘冒危险，不惜献身。
　　关于墨子的政治业绩，最著名的就是止楚攻宋。
　　当时，著名的匠师公输般（鲁班）为楚王制造了云梯，欲发兵去攻打宋国（都城商丘，在今河南
商丘南，拥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
墨子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一面派遣禽滑厘率领三百名弟子带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守城器械去宋国协
助守城；一面亲自从鲁国出发，赶往楚国（今陕西商南东南、安徽含山西北、河南南阳以南、洞庭湖
以北一带）。
　　一到达楚国的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附近），墨子就冒着被杀的危险，用辩理和科技知识说服了
楚王和公输般，使楚王放弃了攻宋的计划，从而消弭了一场攻杀战争。
　　除止楚攻宋外，墨子还曾经劝止鲁阳文君攻伐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劝止齐（今山东北部
，都城在今淄博东北的临淄）王攻伐鲁国。
　　墨子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
他在一生当中都坚持这样做，不求名，不求利，自甘清苦，唯求理想之实现。
不但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墨子所教导出来的弟子也都继承和恪守了这种精神。
因此，就连墨家的反对派也不得不对墨子的行为感到叹服和赞赏。
《庄子·天下篇》中说，“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跻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日：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孟子·尽心篇》也说，墨子及其弟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和墨家对于科学技术最为重视。
墨子本人不仅是一位手艺高明的匠师，还深入到科学技术领域之中，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
验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比如，最早发现物理学中“小孔成像”现象的人，就是墨子。
　　然而，墨子重视科学技术并非为科学而科学，他将科学技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紧密地联系起来，
用科技知识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说，并以之作为兴利除害的有力武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所服务。
　　墨子之所以能够止楚攻宋，除了具有杰出的雄辩才能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
守城器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

在楚王倚仗公输般的攻城器械，坚持要攻打宋国时，墨子便当着楚王的面与公输般演示了攻防器械和
战术。
经过九次交锋，公输般的攻城器械和战术都被墨子一一挫败。
公输般的攻城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还绰绰有余，这才迫使楚王放弃攻宋的计划。
这一事例，也反映了墨子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公输般为当时的名匠，但他在墨子面前却相形见绌，这也反映了墨子技艺的高深。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
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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