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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人们在近百年内所接受的新事物比过去上千年积累的全部还要多，信息的更新速度已经超
过了人们的学习速度。
一些新知识、新思想还来不及仔细看上一眼就已经开始衰败，迅速成为历史的尘埃。
　　然而，那些在中国历史上辉煌过的传统文化却成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见证，成为民族的印记和
符号。
怎样让今天的孩子在这个一日千里、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璀璨夺目的精华部分？
这是留给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的重大课题，也是本套丛书的初衷。
　　首先，不了解中华古典文化，尤其是不掌握其中的精华，将无从体会中华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的
精深大义。
其次，《论语》《孟子》《庄子》《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都是经典中的
经典，每一部都能撑起一片广阔的文化天空。
而在讲述方式上，娓娓道来的“品读”拂去了学术的长袍，回归经典本身，还原一个个真实亲切的智
者，找寻亘古不变的真理，阅读变成一场与智慧大师的心灵对话。
　　就让这些映照过繁华盛世的民族文化，穿越千年时空，给当今青少年受益终身的人生智慧。
这就是国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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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让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心灵鸡汤，诵一番《庄子》，品味千年圣者的才智思辨本书全新解读国学经
典，传道，授业，解惑。
古为今用，是一套对中国学生真正有用的人生讲义。
本书一方面提高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从中体会为人处世的道
理和哲学，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为自己积淀成功的人生。
     读一段《论语》，领略“万世师表”诲人不倦；念一念《孟子》，体会一代亚圣的微言大义；诵一
番《庄子》，品味千年圣者的才智思辨；品一出《孙子兵法》，喟叹兵家决胜千里的气度?韬略⋯⋯    
这套品读国学经典系列，一方面提高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从
中体会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哲学，古为今用，学以致用，为自己积淀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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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汉秋，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南京大学长期从
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其成果获得三项省部级奖，1989年获首届全国高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同年奉凋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央宣传部任部长，是第七、八、九、十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志在弘扬中华文化。
1992年起获享国务院特殊津贴终身。
已出书60多种。
1994年主撰《新三字经》，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
2006年在全国政协全体大会上讲《弘扬仁义礼智信》，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传统节日，建
设中华节日体系，是中国民协节会委员会主任、节庆中华协作体顾问、中华母亲节促进会会长。
2007年获文促会首届“弘扬中华文化奖”。
2008年获首届“节庆中华奖——个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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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身与心的逍遥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  德有
所长，而形有所忘  相啕以湿，相濡以沫  无为而尊者，天道也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形劳而不休
则弊，精用而不已则竭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  凡外
重者内拙  哀莫大于心死  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  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处世大智慧  水之积
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朝四而
暮三，众狙皆悦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为人使易以伪
，为天使难以伪  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
，名成者亏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人
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  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  真者，精诚之至也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
天  衣以文绣，食以刍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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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身与心的逍遥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原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选自《庄子·逍遥游》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
鲲非常大，不知道有几千里。
鲲变化为鸟，名字叫做鹏。
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鹏奋起而飞时，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
这几句是讲做人境界要大，胸襟要宽广，也可以理解为要有远大的志向。
　　[名师讲谈]⋯⋯　　读过《庄子》的人，想必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这是《逍遥游》的开篇之语
。
庄子用这几句话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境界：不知几千里之大的鲲，化而为鹏，一飞冲天几万
里，气势何其大！
　　庄子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常常用一些比喻和寓言讲一些大道理。
因此，在读《庄子》时，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所读到的鱼啊、鸟啊、树啊，其实并不是
真的鱼、鸟或是树，而是我们人类。
这段话也不例外，鲲和鹏便是你我的化身，确切地说，是你我的心灵。
庄子在空间纬度上，描绘了鲲和鹏的气势磅礴，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要有开阔的眼界，要有宽广
的胸襟。
如果我们的眼界不够宽，只停留在现实世界中，那我们在读这段文字时便只能把它当做神话来看，所
看到的也只是鲲和鹏这两种动物。
　　说到心灵宽广，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法国大文豪雨果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比大陆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
阔的是心灵。
”当境界无限开阔时，我们的心便可像鲲鹏一样，　“不知几千里”，那时的我们便可以像庄子一样
“心游万仞”，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忘却名利，看破生死，得以“逍遥游”。
　　当一个人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心灵变得更加开阔时，虽然事物本身并没有改变，但他的所
思所想却已发生变化。
唐朝禅师青原惟信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这里讲了参禅的三种境界，其实第三次的“山水”在禅师的眼中已不是原来的“山水”了，只是因
为参禅的人心境变化了、超越了，他的所见便也不同。
也就是说，由小境界到达大境界是思想和认识达到一定深度的表现。
　　当一个人的认识达到更高境界时，他的思维方式会发生变化，他的命运也会因此而改变。
　　[闲话人生]⋯⋯　　三个砌墙工人的境界建筑工地上，三个工人正在砌一堵墙。
一个人走过来问：“老兄啊，你们在干什么？
”　　第一个工人没好气地说：“你没有看到吗？
我正在砌一堵墙。
这种工作实在是无聊透顶！
我早就厌倦这样的生活了，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早就不干了！
”　　第二个工人平静地说：“我在建造一座高楼，这座楼有八层高，完工后，它将是这座城市最棒
的图书馆。
”　　第三个工人笑容灿烂地说：“我正在建造一座城市。
因为孩子们将在这里读书，他们长大后又将为这座城市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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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对此满怀期待！
”　　十年过去了。
第一个工人仍旧穿着又脏又旧的工作服在工地上砌墙；而第二个工人则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画图
纸，他成了工程师；第三个工人呢，他已经成为前两个人的老板了。
　　[心灵捕手]⋯⋯　　境界决定人生　　人的境界有大小、高低、宽狭之分，境界不同，那么看待
和处理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
境界越是开阔豁达，角度就越是宽广，反之则相对狭窄。
因此，境界开阔的人，往往能跳出常规的思维，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方面。
比如，同是砌墙工人，第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在砌墙；第二个人的境界超过了第一个人，他知道在墙
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是一座高楼；而第三个人呢，境界最为开阔，眼光也更为长远，他透过一堵墙看
到了一座城市。
　　人的境界不同，其人生态度也不同，最后导致其命运不同。
同样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有人消极接受，过一天算一天；有人却能快乐面对，在简单中构筑自己的
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十年后，有的人依然止于之前的境况，而有的人的命运却已发生了重大转折。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心灵却可以无限开阔。
就让我们修身养性，开阔心灵，拓展眼界，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人生。
　　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原文]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选自《庄子·逍遥游》　　（宋荣子能够做到）整个世界都夸赞他，他却不感到奋勉；整个世界
都非议他，他却不感到沮丧。
他能认清内我和外物，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
这几句是讲，对自己要有清醒认识，内心要有所坚持，不要生活在别人的言论之下。
　　[名师讲谈]⋯⋯　　这几句话评论的是宋荣子这个人。
对于那些才智可以胜任一官、行为可以合于乡里规范、德行可以投合于一君、能取得一国信任的人，
宋荣子是持嗤笑态度的。
这是因为，与他们相比，宋荣子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
而不加沮”，通俗一点说，也就是宠辱不惊。
宋荣子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
原来，他可以“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定乎内外之分”，即要认识自己，明白什么是自己内在真正的需求，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　“辩乎荣辱之境”，即对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受别人言论
的影响。
能够做到以上两点的人，我们说这种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从古至今不胜枚举。
例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遇到重重阻挠，守旧派制造谣言，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些，王安石不为所动，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信念，坚决推行变法。
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王安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精神却为后人所称道。
　　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长道短！
要像一座卓立的塔，不因为暴风而倾斜。
”荀子也曾说，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闲话人生]⋯⋯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一位年轻作家初到纽约，马克·吐温请他吃饭，陪客
有30多人，都是本地的达官显贵。
临入席的时候，那位作家越想越害怕，浑身都发起抖来。
　　“你哪里不舒服吗？
”马克·吐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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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得要死。
”这位年轻作家说，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请我发言，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想起可能要
在他们面前丢丑，我就心神不宁。
”　　“呵呵，你不用害怕，我只想告诉你——他们可能要请你讲话，但任何人都不指望你有什么惊
人的言论。
”　　[心灵捕手]⋯⋯　　为自己而活　　其实，马克·吐温的话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我们都很　　渴求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完美的，因此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或多或少会　　在意别人对自
己的看法，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论，这让我们做起事来　　畏首畏尾、优柔寡断。
比如上课的时候，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生怕　　自己回答不对而遭到同学们的嘲笑。
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并没有把　　太多的精力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表现是好是坏，和他们并没有
多大　　关系。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所致。
　　听取别人的意见，有时固然可以提高自己，但是一味地在意别人　　的看法，按照别人的看法而
活，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导　　致自己的特质荡然无存，最终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
　　人生在世，不是为别人的看法而活，而是为了自己而活。
放下负　　担，才能尽情地展示自己，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原文]⋯⋯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选自《庄子·逍遥游》　　若能顺着自然的规律，而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他还
有什么要依赖的呢！
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几句话是说只有忘掉自己、忘掉功、忘掉名，无所依赖，才能达到绝对的自由。
　　[名师讲谈]⋯⋯　　要想理解这几句话，必须结合它前面的文字来看。
庄子在这几句话之前提到了宋荣子、列子等人。
宋荣子是一个“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人，他并不汲汲去追求世俗的声誉。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能达到这个境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然而在庄子看来，这还不够，还有人比宋荣子的境界高。
　“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列子可以乘着风在空中飞行，同时对于世人所谓的福也没有汲汲去求取。
但是庄子说，列子“犹有所待”，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列子仍然有所依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
　　宋荣子、列子他们都是“有所待”，那什么样的人是无所待呢？
庄子说，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天地之正”，即天地之正气，也就是大自然的固然规律；“六气”，即“阴、阳、风、雨、晦、
明”；　“六气之辩”就是由六气构成的万物；　“无穷”即时间、空间都没有边界。
一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人，是一个内在的精神力量超越外在物质条件限制的人，他的
精神实现了自由，因此他可以在无穷中优哉游哉，逍遥自得。
这种境界比宋荣子、列子的境界都高，是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目标，是一个追求的理想境界。
　　紧接着，庄子提到了三种人——至人、神人、圣人。
至人忘掉了自己，神人忘掉了功，圣人忘掉了名，也就是说他们将自我从功名利禄、是非善恶乃至从
自己形骸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因此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获得了绝对自由。
　　自由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命题，与儒家、墨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不同，庄子更注重人的个体价值和
个人自由。
在庄子看来，所谓的仁义道德、功名利禄、世俗价值等不过是束缚人、奴役人的篱樊。
因此当楚王以干金聘请庄子出来做官时，庄子拒绝了，他说自己宁愿像乌龟那样自由自在地游戏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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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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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庄子品读》全新解读国学经典，传道、授业、解惑。
古为今用，一套对中国学生真正有用的人生讲义。
一场与智慧大师的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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