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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以载道&mdash;&mdash;文只是载体，道才是根本。
&ldquo;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rdquo;。
古往今来，但凡流芳千古的名侯将相、王者达官，无不通古博今，对诗文名句信手拈来，大小场合挥
洒自如。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不读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经典诗文是灿烂文化的集中载体。
阅读经典诗文，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修养品性。
《温文载道》汲取经典诗文名句，以文学鉴赏的形式对诗文加以解析。
在优美隽永的诗文中，读者可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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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朝军，男，籍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教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法律制
度及思想史。
自幼酷爱传统文化，琴棋书画均有涉猎，同时关心时政，对于社会与文化热点有发掘其历史文化本源
的热情。
　　刘肖娜，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
曾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工作。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涉猎的同时，兼具敏锐的新闻嗅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文载道>>

书籍目录

为政&mdash;&mdash;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国之命，在人心忧国不谋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事不避难事者，生于虑，成于
务，失于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
其始而成其终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言有物，行有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
头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言必信，行必果难事必
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行事见于当时，是
非公于后世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思所以危则
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广直言之
路，启进善之门生财有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亲民&mdash;&mdash;乃知
国家事，成败固民心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心中为念农
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仁者人也，仁
者爱人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多难兴邦
和合故能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自由意味着责任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
而不当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
岸&mdash;&mdash;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骨肉之亲，析而不殊一心中国梦
，万古下泉诗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寸寸山河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原乡人的血，必须流
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同胞兄弟何不容？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召远在修近，避祸在除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德不孤，必有邻人尽其才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好景关情动秋思，故山如画白云边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疾风知
劲草睦邻&mdash;&mdash;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愿我们同受庇佑，愿我们同受保护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凡交，近
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莫道今年春
将尽 明年春色倍还人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真理至高无上，是认识的共同基础逆境是磨炼人的高等学府惟坚韧者始能遂其志附
录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一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十一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mdash;&mdash;中
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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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之命，在人心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温家宝总理说：&ldquo;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我深知&lsquo;国之命，在人心&rsquo;。
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rdquo;　　&ldquo;国之命，在人心&rdquo;的意思是：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和民心向背是密不可分的
。
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国家想要繁荣昌盛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和无私奉献；反之，如果得不
到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国家的命运则前景堪忧。
这句话虽然是温总理的即兴之作，但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ldquo;国与
民&rdquo;关系的现代解释。
这句话与&ldquo;水可载舟，亦可覆舟&rdquo;有异曲同工之妙。
　　&ldquo;水可载舟，亦可覆舟&rdquo;这句话最早见于《孔子家语&middot;五仪解第七》：&ldquo;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
&rdquo;意思是说，天下百姓就像是水，统治者（君王）就如同在水里行驶的船只。
如果统治者顺应民心，则船就可以顺水而行一切太平；如果统治者悖逆民心，则水就会掀起巨浪吞噬
船只。
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衡量统治者统治的一个标准。
顺应民心，政权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失去民心，政权很容易被颠覆。
因此作为执政者，应该居安思危，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middot;哀公》篇解释了《孔子家语&middot;五仪解第七》中这句话的历史背景。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感叹自己生长于深宫之中，被妇人养育成人，不知道民间的忧愁、劳苦和危难。
孔子于是提出了民心的重要性，建议鲁哀公应该注意民心的向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荀子&middot;王制》篇在讲到如何兴国富民时，也有类似的言论：&ldquo;马骇舆，则君子不安
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
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传曰：&lsquo;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rsquo;此之谓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是人君之大节也。
&rdquo;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害怕马车，那么君子就不能安稳地乘车；百姓害怕政事，那么统治
者就不能太平地统治。
如果马害怕马车，就不如让马平静；百姓害怕政事，就不如给他们一些实惠。
选拔贤能的人，推荐恭敬忠厚的人，提倡孝义之道，收养孤寡的人，补助贫困的人，这样做百姓就会
安心生活，统治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古籍说：&ldquo;君王是船，百姓就是水。
水能够承载船只的航行，也能够让船只倾覆。
&rdquo;这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因此，统治者想要百姓安定，那么最好就勤于政事、爱惜人民；想要国家繁荣，就要提倡礼教、敬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文载道>>

士人；想要流芳百世，就要推选贤能的人才。
这些就是成为好的统治者的方法。
　　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middot;皇甫规传》中提到：&ldquo;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rdquo;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朝廷举荐贤良，皇甫规因在对羌作战中表现突出被举荐。
他在此次举荐的应试对策中揭露了朝廷奸臣当道，官员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国家内部盗贼猖獗
、百姓贫寒、灾害频发的社会现象以及大将军梁冀的不法之举。
这句话就出自其应试对策中，皇甫规借用《孔子家语》中的这句话告诫当时的统治者：民心的凝聚是
一个国家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然而在权臣当道的环境中他的劝谏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的嫉恨，
只封他做了一个小官。
皇甫规于是托病不出，回到了乡里。
腐败成风且不知改革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不久之后明白了民心的重要。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6年），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声势浩大几乎席卷全国，虽然最后起义被镇
压下去，但久病成疴的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瓦解了。
　　这句话真正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才成为国人尽知的政治理念。
《贞观政要&middot;论政体》中记载，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对群臣感慨古代帝王的衰落都是因为
闭塞了耳目从而不知道政事的得失。
于是他要求群臣做君王的耳目，使得君王能够处于深宫而知天下疾苦。
魏征于是进谏说：&ldquo;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
臣又闻古语云：&lsquo;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rsquo;&rdquo;魏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的君主，都是处在安乐的时候而忘记了危
难，处于太平年代而忘记了乱世的艰辛，因此不能够使国家长久。
而今天陛下统治的国家太平富有，并且陛下能够留心治理之道，居安思危，因此国家必然能够长久存
在。
就像《易传》中所说的：&ldquo;君王是船，百姓是水。
水能够使船正常航行，也能够倾覆船。
&rdquo;　　后来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再次提到：&ldquo;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
宜深慎。
&rdquo;再次强调居安思危、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所谓&ldquo;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dquo;，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
。
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关系到国之根本&mdash;&mdash;民心的向背。
&ldquo;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rdquo;，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致使民众
的&ldquo;怨气&rdquo;逐渐累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腐败问题，究其根源，已经不仅仅是官员的道德素质问题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目前制度和体制
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只要这种不合理因素一直存在，腐败问题就难以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腐败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百姓就会逐渐对政府失去信心，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要受到
严重影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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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温家宝是继毛泽东之后，惟一能在公开场合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精深造诣的中国领导人。
　　&mdash;&mdash;英国《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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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子曾说过：不读诗，无以言。
所谓&ldquo;腹有诗书气自华&rdquo;，希望通过《温文载道》，读者能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古诗词文化
，激发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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