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古知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温古知今>>

13位ISBN编号：9787543055063

10位ISBN编号：7543055066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武汉

作者：孔健//李放

页数：3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古知今>>

内容概要

2010年，一个权威智囊机构评选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领导，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荣登第一
。
温家宝每次在重要谈话上都会引经据典，使人眼前一亮，那些诗句无不闪耀着总理的博学和智慧，让
我们追随那些诗句，再次感受那些经典诗句所散发出的无尽的魅力。
　　本书辑录了温家宝总理在历次谈话中所引用的古语和古诗句，并追根溯源，加以评析，更有对温
家宝总理引用古语谈论当下问题的妙语点评，有利于我们了解一个血肉丰满、饱含着大爱而又博学多
才、学富五车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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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健：本名孔祥林，新闻学博士，孔子第75代直系孙，著名国学研究专家，中国画报协会副会长，中
国画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本中国巨龙新闻集团总编辑，澳门中文大学国学院院长。

　　李放：本名李保华，历史学硕士，著名国学创新专家，创新型中国网CEO，创商(CQ)教育模式创
始人，被誉为“中国创新教育第一人”。
2010年，李放荣膺中国科学院编撰的大型史册《创新中国》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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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总理引古　　“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
声，了解真实情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　　引古背景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3年9月10日
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节日的祝福
。
在座谈中温家宝总理提出领导应深入群众，心中时刻装着群众，并引用了这句古语表达了自己对天下
苍生时时惦记之情。
　　论今之妙　　温家宝总理引用白居易“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诗句，展现了一个
忧国忧民、心系百姓的领导形象，深刻地表达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爱之情。
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不少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亟待改善，温家宝总理时时刻刻
都把改善民生放在心里，因为只有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才能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只有民生优先，
民生为重，才能让民众尽享发展成果。
最终，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幸福指数提升了，社会才能更加健康、协调地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古语源头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语出白居易的七言排律《新制绫袄成，感而
有咏》。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贞元十六年中进士， 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
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
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
动”，世称“元白”。
 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
提倡诗歌发挥美刺讽喻作用。
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
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白氏长庆集》为唐代白居易作品集名。
本书原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集出版，故名。
原为七十五卷，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
到了宋代已经亡佚四卷，现存七十一卷。
有影印宋绍兴本，不分前、后、续集，其中诗三十七卷，分为讽喻、闲话、感伤、歌行、杂律等，文
三十四卷。
现在通行本《白氏长庆集》即根据宋本影印。
现存白居易诗近三千首，也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
其中价值最高，白氏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喻诗，共计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秦中吟》十首、《新
乐府》五十首，“篇篇无空文，字字必尽规”，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社会问题，作了披露和鞭挞。
被诗人归为感伤诗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古代两篇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是后代广泛传诵
的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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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钱塘湖春行》、《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忆江南》等，虽然篇幅短小，但写景抒
情，言浅意永，自然明朗，情趣盎然，都是些脍炙人口之作。
但作者晚年意志消沉，颇多闲适之作，趋向消沉。
白居易的文章也写得很好。
集中所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
《与元九书》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重要文献。
此外还有一些抒情、纪事、纪游之作，如《草堂记》、《冷泉亭记》、《钱塘湖石记》等，都文笔简
洁，旨趣隽永，是唐文中的优秀篇章。
　　阅读拓展　　【原文】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白居易　　水波文｛1｝袄造新成，绫软
绵匀温复轻。
　　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
　　鹤氅｛2｝毳疏｛3｝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4｝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注释】　　｛1｝ 水波文：水波纹。
　　｛2｝ 鹤氅：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
。
　　｛3｝ 毳疏：鸟兽的细毛。
　　｛4｝ 农桑：农业，农事。
　　【赏析】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
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
暖而且轻。
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
袄的用途。
“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
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
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
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
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衬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
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
级舒适的衣服安然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作了鲜明的回答。
想到大多数平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
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
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
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10.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总理引古　　“当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明显发展差距。
如果你们到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旅行，就会看到高楼林立、车流如织、灯火辉煌的现代景观。
但是，在我国农村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村还有不少落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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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贫穷的偏僻山村，人们还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作，居住的是土坯房，大旱之年人畜饮水十分困
难。
古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作为中国的总理，每念及还有3000万农民同胞没有解决温饱，还有23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
人口，还有6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
”　　引古背景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
向中国”的演讲。
在演讲中，温家宝说到中国发展现状，以及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还有许多地区
的状况令人担忧时，动情地引用了这一句古诗。
　　论今之妙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郑板桥的诗中的一句。
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话反映了他忧世伤生、心系底层人民的情怀。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说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存在着东西部发展悬殊，差距较大的问题。
东部地区现代化进程较快，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但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许多条件亟待
改善。
温家宝总理没有将目光只停留在发达的东部，他时时刻刻将全中国都放在心里，时时刻刻牵挂着贫困
地区的人民，时时刻刻为人民的生活而忧虑。
他心里还记惦着中国有3000万人没有达到温饱的程度。
这一切无不在牵动着他的心。
人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为之高兴，当看到有些人还吃不饱穿不暖时，他感到痛心，这就是
我们的总理，一个时刻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古语源头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出自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
丞括》。
　　郑燮（1693－1765），清代著名画家。
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
乾隆时进士，曾任潍县县令。
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
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
”做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
工诗、词，善书、画。
诗词不屑作熟语。
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
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
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
间亦以画法行之。
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
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
誉大著。
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
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
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
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
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生于1693年11月22日，卒于1765年1月22日，享年七十三岁。
清代的郑板桥，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
家、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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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流于世。
　　阅读拓展　　【原文】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清？
郑板桥　　衙斋｛1｝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2｝，一枝一叶总关情。
　　【注释】　　｛1｝ 衙斋：衙门里供官员燕居之处。
　　｛2｝ 些小：微小。
吾曹：我辈。
　　【赏析】　　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写竹子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小小的州县官吏，衙门卧室外竹子
的一枝一叶，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而实际的含义是：我们虽然只是小小的州县官吏，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充分体现了郑板桥对百姓疾苦的关心。
　　这首诗是郑板桥在乾隆十一、二年间出任山东潍县知县时赠给包括的。
一、二两句托物取喻。
第一句“衙斋卧听萧萧竹”，写的是作者在衙署书房里躺卧休息，这时听到窗外阵阵清风吹动着竹子
，萧萧丛竹，声音呜咽，给人一种十分悲凉凄寒之感。
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声”，是作者由凄寒的竹子声音产生的联想。
作者由自然界的风竹之声而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好像是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老百姓的呜咽之声，充分
体现了作者身在官衙心系百姓的情怀。
三、四两句畅述胸怀。
第三句“些小吾曹州县吏”，既是写自己，又是写包括，可见为民解忧的应该是所有的“父母官”，
这句诗拓宽了诗歌的内涵。
第四句“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句诗既照应了风竹画和诗题，又寄予了深厚的情感，老百姓的点点滴
滴都与“父母官”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呀！
郑板桥的这首题画诗，由风吹竹摇之声而联想到百姓生活疾苦，寄予了作者对老百姓命运的深切的关
注和同情，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对劳动人民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11.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总理引古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要把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办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有信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决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大力发展文化事业，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尽力解决城乡
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工作，把灾区建设得更美好，让灾
区人民过上安康的生活。
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有，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　　引古背景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200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二〇〇九年春节团拜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同
首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喜迎新春佳节。
在会上，温家宝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总结了过去，展望了未来，并引用这一古语特别强调，坚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和谐安宁。
　　论今之妙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
五子之歌》。
当初，大禹传位给启，启传位给太康。
太康只图安乐享受，不理朝政，沉迷于酒色，打猎百日不归，丧德失民，怨声四起。
有穷国诸侯王后羿，看到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废了太康。
太康的母亲和几个弟弟聚在一起，追述皇祖大禹的训诫，于是，作了《五子歌》：“皇祖有训，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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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祖父大禹早有训诫，对待人民只能亲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才能安宁。
　　此后，肯定和发挥这一思想的名家层出不穷。
比如，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司马迁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
”王安石说：“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
”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　　人民是国家之根本，这话一点都不假。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现象，就是每朝的开国皇帝都会是一个明君，都会把国家治理得国富民强
。
而他的后代却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直至亡国。
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个开国帝王都是从人民百姓中走出来的，他们都知道百姓的需求，也知道民心的重要，再以此
为基础去治理国家，这样正应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而他们的后代，则久居深宫，远离民心，自高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再加上一些权势小臣的作弄，把
祖先的基业败得一干二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民生，是关系到国家昌盛、民族兴亡的大事。
今天我们坚持以民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最终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
发展权。
我们理应站在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根本要求出发，高度重视民生，把认真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深入了解民生，把真正
重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能否做出工作实绩的追求；切实保障民生，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
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好事，切实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古语源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出自《尚书？
五子之歌》。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
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
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
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zé
）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孔子：（前551-前479），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
春秋时期鲁国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
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
国高官栋梁。
　　孔子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真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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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史记？
孔子世家》。
　　阅读拓展　　【原文】　　《尚书？
五子之歌》｛1｝　　太康尸位｛2｝，以逸豫灭厥德｛3｝，黎民咸贰｛4｝，乃盘游无度｛5｝，畋于
有洛之表｛6｝，十旬弗反｛7｝。
有穷后羿因民弗忍｛8｝，距于河｛9｝，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10｝，徯于洛之汭｛11｝。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12｝。
　　其一曰：“皇祖有训｛13｝，民可近｛14｝，不可下｛15｝，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16｝，一人三失｛17｝，怨岂在明｛18｝，不见是图｛19｝。
予临兆民｛20｝，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21｝，外作禽荒｛22｝。
甘酒嗜音｛23｝，峻宇雕墙｛24｝。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　　其三曰：“惟彼陶唐｛25｝，有此冀方｛26｝。
今失厥道｛27｝，乱其纪纲｛28｝，乃厎灭亡｛29｝。
”　　其四曰：“明明我祖｛30｝，万邦之君｛31｝。
有典有则｛32｝，贻厥子孙｛33｝。
关石和钧｛34｝，王府则有。
荒坠厥绪｛35｝，覆宗绝祀！
”　　其五曰：“呜呼曷归｛36｝？
予怀之悲。
万姓仇予｛37｝，予将畴依｛38｝？
郁陶｛39｝乎予心，颜厚有忸怩｛40｝。
弗慎厥德，虽悔可追｛41｝？
”　　【注释】　　｛1｝ 五子之歌：《史记？
夏本纪》说：“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相传夏朝开国君王夏启除子太康外，还有五个儿子，都是太康的兄弟。
太康沉湎游乐，去洛南打猎时，被有穷国君羿阻挡在黄河北岸，不能回国。
太康的五个兄弟苦等百日，不见太康，于是作《五子之歌》，表达了对太康不修德行而丧失帝位的指
责和怨恨。
本篇属梅赜《古文尚书》。
　　｛2｝ 太康：夏王启的儿子。
尸位：蔡沈说：“谓居其位而不为其事。
”尸，主。
古代祭祀时，处在鬼神位置的叫尸。
　　｛3｝ 豫：乐。
　　｛4｝ 黎民：民众。
成：都。
贰：有二心。
　　｛5｝ 盘：享乐。
　　｛6｝ 洛之表：洛水的南面。
　　｛7｝ 旬：十天为一旬。
反：同“返”，返回。
　　｛8｝ 有穷：古代国名，位于东方。
后：君。
羿（yì）：有穷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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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善射，所以用帝喾时代神箭手羿的名字。
　　｛9｝ 距：抵御。
　　｛10｝ 御：侍奉。
　　｛11｝ 徯（xī）：等待。
汭（ruì）：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
　　｛12｝ 述：遵循。
　　｛13｝ 皇祖：指夏王朝的建立者大禹，是太康及五子的祖父，启的父亲。
皇，大。
训：训诫。
　　｛14｝ 近：亲近。
　　｛15｝ 下：轻视，疏远。
　　｛16｝ 予：大禹自称。
一： 都。
　　｛17｝ 三失：多次犯错。
三是虚数，言其多。
　　｛18｝ 明：彰显。
　　｛19｝ 见：显现。
图：考虑。
　　｛20｝ 兆民：天下民众。
《孔传》说：“十万曰亿，十亿曰兆，言多。
”　　｛21｝ 作：兴。
色：女色。
荒：迷惑。
　　｛22｝ 禽荒：指沉湎于游玩田猎。
　　｛23｝ 甘：爱好。
嗜：爱好，不满足。
　　｛24｝ 雕：绘饰。
　　｛25｝ 或：有。
　　｛26｝ 惟：发语词。
陶唐：指帝尧。
蔡沈《书集传》说：“尧初为唐侯．后为天下，都陶，故曰陶唐。
”　　｛27｝ 冀方：指古代冀州。
相传尧建都平阳，舜建都蒲坂，禹建都安邑，都在古冀州范围之内。
　　｛28｝ 道：治道。
纪纲：法纪纲常：　　｛29｝ 底：致。
　　｛30｝ 明明：明而又明，无比英明。
我祖：指大禹。
　　｛31｝ 万邦：泛指天下诸侯方国。
　　｛32｝ 典：典章：则：法则。
　　｛33｝ 贻：遗留。
　　｛34｝ 关：门关之征。
石：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这里指赋税。
和钧：平均调匀。
　　｛35｝ 荒：荒废：坠：失落。
绪：前人的功业。
　　｛36｝ 曷：何。
　　｛37｝ 万姓：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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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怨恨。
　　｛38｝ 畴：谁。
　　｛39｝ 郁陶：忧愁悲伤。
《孔疏》说：“郁陶，精神愤结积聚之意，故为哀思也。
”　　｛40｝ 颜厚：羞愧于色。
忸怩：内心惭愧。
《孔疏》说：“忸怩，羞不能言，心惭之状。
”　　｛41｝ 追：补救。
　　【今译】　　太康身处尊位而荒废政事，又喜好安乐，丧失君德，众民都怀着二心；太康游玩寻
乐没有节制，到洛水的南面打猎，百天还不回来。
有穷国的君主羿，趁着人民不能忍受太康的时机，在河北抵御太康，不让他回国。
太康的弟弟五人，侍奉他们的母亲跟随太康，在洛水湾等待他。
这时五人都埋怨太康，因此遵循大禹的训诫而写了歌诗。
　　其中一首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
，国家就安宁。
我看天下的人，愚夫愚妇都能对我取胜。
一人多次失误，考察民怨难道要等它显明？
应当考察它还未形成之时。
我治理兆民，恐惧得像用坏索子驾着六匹马；做君主的人怎么能不敬不怕？
”　　第二首歌说道：“大禹的训诫中有这样的话：在内大兴迷恋女色之风，在外沉湎于游猎，纵情
美酒和音乐，住在高屋大殿里，还要绘饰宫墙。
这几种情况只要沾染上一种，没有不亡国的。
”　　第三首歌说道：“那个帝尧，占有冀州一带：而今太康丧失了尧的治道，扰乱了尧的法纪，最
终要导致灭亡。
”　　其中第四首说：“我的辉煌的祖父，是万国的大君。
有典章有法度，传给他的子孙。
征赋和计量平均，王家府库丰殷。
现在废弃他的传统，就断绝祭祀又危及宗亲！
”　　其中第五首说：“唉！
哪里可以回归？
我的心情伤悲！
百姓都仇恨我们，我们将依靠谁？
我的心思郁闷，我的颜面惭愧。
不愿慎行祖德，即使改悔又岂可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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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温家宝总理学国学，领悟古典诗词里的政治大智慧！
　　“温故知新”与“温古知今”　　《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已。
”　　《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　　通常笺释家释此为“在温习中获得新的认识”。
但似乎这样做“师”也太容易了。
《通鉴》里有这样一句——“温古知今”，似乎是“温故知新”的最佳注解。
　　《资治通鉴》卷一零六：　　苌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
之，一也；将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隈，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隽
，三也；董帅兄众，上下咸悦，人尽死力，四也。
所以得建立功业、驱策群贤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
”群臣咸称万岁！
　　姚苌说：“我哥文才武功，非我能比。
但我稍于武略见长罢了。
“温故知新”和“温古知今”，这里的“故”和“古”，“新”和“今”，音义都相通，完全可以互
训。
“温古知今”，就是熟悉故事、通晓实事，就是博古通今，这样的人，当然堪作师长了。
　　温总理是一代国家领导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引古的那些妙语，让人如沐春风，《温古知今》这
个书名起的真好。
特别的贴切，这样一本和总理有关的书从我拿到书稿后，我读了三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温古确
实可以知今，跟温总理学点国学，让我领悟出了这些古典诗词里的政治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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