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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中
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
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
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国成
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
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
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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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
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历史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
、知兴替；    阅读文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哲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
，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伦理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
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
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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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古《周礼》说，亦见《异义》。
日：“天子立三公：日大师、大傅、大保。
无官属，与王同职。
故日：坐而论道，谓之三公。
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日少师、少傅、少保。
是为三孤。
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
之同其。
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
”《伪古文尚书·周官篇》本之。
《周官》无师、傅、保之名，然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面三槐，三公位焉。
”他官职文，涉及公孤者尚众。
宰夫、司服、典命、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大仆、弁师、小司寇等。
则谓《古文尚书》之《周官篇》为伪物可，谓其伪而又误，固不可也。
此古文说也。
今古文异说，每为经生聚讼之端，实则其说亦各有所据。
《礼记·文王世子》日：“《记》日：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
”《书传》日：“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日疑，后日丞，左日辅，右日弼。
”《文王世子》引旧《记》，系三言韵语，故于四辅三公之名，皆仅举其二。
或指此篇为古文，谓其说不与今文相中，非也。
不特此也，《大戴记·保傅》日：“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大保，周公为大傅，大公为
大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
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日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大子燕者也。
”案《保傅》亦见《贾子书》，此大子作天子，是也。
与古《周礼》说合，《戴礼》亦今文说也。
又日：“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
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
常立于前，是周公也。
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
《贾子》作辅。
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
志，《贾子》作意。
常立于左，是大公也。
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
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
常立于右，是召公也。
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
常立于后，是史佚也。
”亦即《书传》之疑、丞、辅、弼。
则谓今文无师傅、保之官者必非矣。
然则今古之说，又何别乎？
日：有大学之三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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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治朝政之三官焉。
大师、大傅、大保，大学中之三老也。
司徒、司马、司空，治朝政之三官也。
公乃爵之最高者，本不限于三人。
治朝政之三官，盖自古即称三公。
大学中之三老，其初虽为天子私呢，其后体制渐尊，故亦称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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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吕思勉（1884-1957），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
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
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人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
生、陈垣援庵先生、陈黄格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本书分十六讲叙述了三代之前到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
从阶级制度、封建制度、官制、选举、兵制、法律、租税、刑法等方面，详尽阐述了各个时代的政治
设施及其成败得失。
文笔洗练，生动活泼，极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
本书内容均选自吕思勉先生的相关著作，具体内容出处，每讲文末均做了相应标注。
编辑过程中，将原文一章分为两讲或四讲，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讲之题目做了相应修改，但节中文字
，一仍其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讹之处恐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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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
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  “彰往而察来”
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
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
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
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
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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