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字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字经>>

13位ISBN编号：9787800843853

10位ISBN编号：7800843858

出版时间：2001-11

出版时间：金城出版社

作者：赵广忠

页数：550

字数：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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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经>>

前言

当21世纪的大门轰然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立即感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正在咚咚作响地向我们
迈近。
我们无法躲避，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竞争激烈，关系复杂，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真的是残酷而惨烈！
但是，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只能面对。
要面对挑战，我们至少应该忙里偷闲，将中外历史浏览一遍，将古今哲人的议论梳理一番，并且从中
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但这是一件浩繁的工程，我们的读者朋友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哪有那么多精力来埋首案牍？
于是，我们替您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大事。
我们不但总结归纳了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还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提炼的
结果仅仅是这118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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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上化繁为简，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今图书中提炼出的 168字为基本范畴，从相对和相反两方
面加以论述，具有较为深广的文化内涵，充满了辩证的智慧，使读者在阅读和应用上可以执简驭繁，
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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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学问类1.学与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历史的车轮已把人类带入了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21世纪。
而21世纪之初，知识经济便已经初现端倪。
在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学习将是一个人生存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信息快速流动、更新的数字时代，学校正规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
我们要保持竞争力，就要不断地学习，将学习当作是终生的挑战。
不学习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没有立足之地。
美国福特公司有一台大型电机发生故障，出现异常杂音，专家会诊3个月却毫无结果。
没有办法，只好请来了法国电机专家斯坦因门茨。
斯坦因门茨经过研究计算之后，用粉笔在电机上画了一条线，说：“打开电机，把画线处的线圈减
去16圈。
”结果这台电机立即恢复了正常运行。
福特公司询问要付多少酬劳，斯坦因门茨要10000美元，有人说他勒索，斯坦因门茨笑了笑，提笔在付
款单上作了说明：“画一条线是1美元，知道在什么地方画线是9999美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拥有知识将是何等的重要！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这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
然而，“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而学习又有一个是照单全收、不加思考，还是边学习、边思考，在思考中进行学习的问题。
人类思考是一种理性的劳动。
学而不思，死啃书本，其结果只能是学一是一，学一知一，而不能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境界。
最后不是故步自封，掉进教条主义的泥坑，就是变成死于句下、思想迷惘的书呆子。
有一个同样是“画道儿”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国人大多都耳熟能详。
春秋时，有个楚国人乘一只渡船过江。
突然，一个浪头打来，船一阵摇晃，楚人不小心把腰上的剑掉到了水里。
他立即在船舷上落剑的地方刻了个记号，自己对自己说：“记住，我的剑就是从这儿掉到江里的。
”等到船靠了岸，楚人才从容不迫地从自己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剑。
这个“刻舟求剑”的楚人真是迂腐至极。
只学习不思考的人，到头来恐怕也只会和这位楚人一样，拘泥固执，墨守成规。
事情总不能矫枉过正。
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
只思考不学习，只能脱离轨道，漫无归宿，乃至陷入空想主义的另一个泥坑。
有一个最经典的事例。
大约三千年前，在今天的河南杞县，有个小国，叫杞国。
这杞国有一个人，整天担心有朝一日会天塌地陷，自己无处容身。
他愁得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不知如何是好。
有个好心的人，见他如此苦恼，便去开导他：“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哪里都有，你整天在气
里呼吸活动，等于是整天在天里生活着，为什么还要忧虑天会塌下来呢？
”这人听了，果然明白了一些，可是他还不敢放心，又说：“即使天不会塌下来，难道太阳、月亮、
星星也不会掉下来吗？
”好心人说：“太阳、月亮和星星是永远不变地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也不可能掉下来。
”这人还是不放心，又说：“如果地陷了又怎么办呢？
”好心人说：“地无非是积聚的泥土和石块，泥土和石块到处都是，结结实实。
你平常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不是安然无恙么？
怎么还担心它会陷下去呢？
”杞人听了这番话，如释重负，终于安下心来，不再忧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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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就是只思不学的可怕结果。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意思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无所得，思考而不学习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应该说，孔子已把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论述得十分清楚了。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也主张学思兼用。
他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
”那么，学习中该思考些什么？
怎样思考呢？
明朝儒哲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学问的关键，是必须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认识透彻，再以自
己心中独到的见解来分析。
其中“天道”、“人情”、“物理”、“世故”，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内容，“以自己心中独到的见
解来分析”，就是我们的思考的方法。
何谓“天道”？
“天道”就是世间的法则、规律。
《淮南子·十四·诠音训》中有一段论天道的文字，译过来是这样的：不去受祸、福的迷惑，行为举
止就能遵循着世间的道理；不胡乱地产生喜怒之情，才会赏罚分明，不偏袒、不徇私；不贪求没有实
在功用的东西，欲望才不会妨害天性；欲望有节制，才能使人知足常乐。
这四点，不必苦心向外界寻找，也不用跟他人求借，其实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悉心自求，
就一定会找到。
再次，学习中要思考“物理”。
“物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内在规律。
“天道”、“人情”、“世故”，均属社会科学范畴，而“物理”属自然科学范畴。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世间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都有着内在的规律需要我们去探求。
前文中提出的一个粉笔道儿年10000美元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物理的故事，画道儿处的线圈多
了16圈，电机就出现噪音，减去16圈，电机就恢复正常，这是电机内部规律所决定的。
学会思考吧！
思考，使您解晓天道；思考，使您练达人情；思考，使您深谙世故；思考，使您熟稔物理⋯⋯一句话
，思考，使您走向成熟与成功！
2.问与辩问可解疑，辩可明理。
卫国有个大夫叫孔圉，死后谥“文”，所以世人也称之为孔文子。
子贡曾经问孔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意思是他凭什么谥为“文”呢？
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聪明而又好学，谦虚下问不以为耻，所以就谥他为“文”。
遗传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天资有好坏高低之分，但这并不是决定因素。
一个人聪明，那是天赋。
但现实生活中，聪明的人，尤其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往往不愿学习。
聪明的人认为自己一学就会，学啥会啥，已学得差不多了。
有一定地位的人，往往认为地位高了，学问也随之提高了，所以，“敏而好学”难能可贵。
但更难的是“不耻下问。
”什么叫“下问”？
就是学识地位不如你的，还要虚心地向他请教求证，所以，这一点很难。
在日常工作中，讲话、作报告、传达文件，读错字的现象是极普遍的。
叫不准的字音，不去认真地查查字典，也不去请教身边的人，而是采取“蒙”的办法，糊弄一下就过
去了。
为什么？
因为怕别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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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学”不“问”的态度，是很难使人进步的。
孔子也有一段拜顽童为师的故事。
有一次，孔子带着十多个学生去泰山游赏。
赶车的子路不时地向坐在车上的孔子指点周围的景物。
当车子经过一个村头的时候，突然从路旁走出一个孩子，站在车前拦住了去路。
子路迅速地跳下车，大声斥责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拦车，妨碍我们赶路？
”“你们不懂礼貌！
”孩子理直气壮地说。
孔子十分惊奇，坐在车上笑吟吟地问：“你说说看，我们什么地方对你无礼了？
”孩子说：“我问您：如果您前面有一座城，那么，是车绕城走呢，还是城为车让路？
”“当然是车绕城走，哪有城让车的道理？
”孩子向前走了两步，说：“好！
您看，您的前面不是有一座城吗？
”孔子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发现在车前约二十步远的路中心，确实有一座用泥巴垒成的小城，面积
虽然只有三尺见方，但是那高耸的城楼，整齐的城墙上的垛口和布局，得体的望楼，都显出孩子的匠
心。
孔子被感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车，和颜悦色地对孩子说：“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没有看到你的城。
我们失礼了，请你原谅。
”说着，他让子路把车绕过了小城。
孔子边走边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有多大了？
”“我叫项托，今年七岁了。
”孩子爽快地回答道。
孔子拍拍项托的肩膀，感慨地说：“刚才你讲得很好。
你年纪虽小，也可以做我的老师呀！
”伟人、圣人、名人都能不耻下问，我们凡人又有何顾忌而不去虚心地“问”呢？
当然，学习仅仅善于“问”还不够，还应该善于“辩”。
在辩中可以明晰事理。
宋朝元丰年间，沈季长担任崇政殿说书，主持开封府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入宫见皇帝。
宋神宗说：“《论不以智治国》谁写的？
”沈回答：“李定写的。
”宋神宗说：“听说李定的用意是讥讽我。
”沈季长说：“李定侍奉陛下不少年了，不久前，御史批评李定道德败坏，不齿于人，陛下力排众议
，而李定才能像以前那样没被人们遗弃。
随后又被破格提拔，李定虽然心怀私利，毕竟会知道您的大恩大德，我因此敢说他没有讥讽陛下的用
意。
《诗序》说：‘讲这话的人没有罪，听到这话的人足应该引以为戒。
’《尚书》说：‘小人怨恨你骂你，则赶忙自己认真检查自己的品行。
’陛下自己看自己难道是专靠心智治理国事的吗？
不知为什么自己怀疑自己，便相信这篇文章是讥讽自己？
”宋神宗说：“你讲得很好，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你是位忠厚长者，喜欢替别人辩解诽谤。
”沈回答说：“我不是替别人辩解诽谤，乃是为陛下辩解中伤别人的话罢了。
”又一天，宋神宗说到前代君臣关系：“汉武帝学习变成神仙长生不死的道术，你知道他的用意吗？
这样做乃是贪生怕死舍不得丢弃皇位罢了，所以他的晚年举措荒谬错误，连亲骨肉都蒙受灾祸，几乎
使国家灭亡。
君主舍不得丢弃皇位，造成的祸害尚且这样，则做臣下的要舍不得丢弃官位，造成的危害也会无所不
至的，所以我常常担心天下的士人能看轻爵禄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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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季长说：“士人看轻爵禄，从士人的角度讲，是可以的；从国家的角度讲，却不是好事。
君主有尊敬高尚品德、乐于遵循正道的志愿，士人都会以得不一爵禄为耻辱。
怎么能有看轻爵禄的呢？
至于君主听不进臣下劝谏，士人都有想离去的想法，所以才会看轻爵禄。
”沈季长的一番辩论，使宋神宗明白了许多道理，最后不得不承认说：“确实如爱卿讲的。
”一个人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惑？
不惟上，不惟书，善于问，善于辩，何怨无学问？
3.深与博博，然后求深；深，然后言博。
做学问，求知识，必须追求一个“深”字。
深，需要钻研；深，需要执著。
孔子30岁时，拜乐工师襄子学习弹琴。
有一天，夕阳已经西下，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孔子还依然毕恭毕敬地盘坐着，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同一首曲子，兴致勃勃，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
他的老师师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练了足足十天了，可以再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孔子站起身来，认真地说：“我虽然练了这么长的时间，可只是学会了曲谱，还没有真正弄懂其中
的技巧啊！
”好多天以后，师襄子看到孔子的指法更加熟练了，乐曲也弹奏得更加和谐悦耳了，便说：“你已经
掌握了弹奏的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的曲子了！
”可孔子又说：“我虽然掌握了这首曲子的弹奏技巧，可还没有真正领会这支曲子的思想感情呢！
”又过了许多日子，师襄子来到孔子家里听他弹琴。
一曲终了，师襄子已经完全被孔子那洋溢着激情的乐章所吸引，听得出神人味。
曲毕，才深深吸了一口气说：“你已经弹奏出了曲子的思想感情，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可是，孔子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认真地回答说：“我虽然弹得像点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
是一位怎样的人啊！
”说完，孔子还像开始学习时那样，一点儿也没有厌倦，又毕恭毕敬地盘坐下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
地弹奏起来。
不知又过了多少日子，孔子又邀师襄子来验听曲子。
孔子弹完后，师襄子对他说：“功到自然成，这次你应该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
”孔子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我已经知道作曲者了。
此人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
此曲非文王莫属，不知对否，还请老师指教。
”师襄子脸上浮起了微笑，激动地说：“你说得很对，我的老师讲过，这首曲子的名字就叫做‘文王
操’。
你勤学苦练，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境界啊！
”古往今来，有大学问者，无一不是求“深”的。
大数学家华罗庚从小并非好学，他爱玩爱动，功课常常不及格，气得他的母亲常说：“我的前世做了
什么孽呀，生下这么一个呆子？
”但就是这么一个“呆子”，由于在数学方面求深，后来竞成了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
华罗庚的家很穷。
他从家乡的初中毕业后，到上海中华职业中学读书，由于交不起饭费，只读了一年就失学了。
没办法，华罗庚只好在父亲开的小杂货铺里充当帮手。
然而，华罗庚并没有灰心。
在念初中时，华罗庚就深深地爱上了数学：他好不容易借来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还
有一本只剩五十页的《微积分》。
在小店里，他一边做买卖，二边钻研公式习题。
由于他的心思全用在数学上，有时顾客来买东西，他竞答非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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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送他一个绰号——“罗呆子”，称他那些深奥难懂的数学书为“天书”。
华罗庚早晚要帮助家里料理小店的事务，清理好小店的账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华罗庚借到一本名叫《学艺》的杂志，在第七卷十号上刊载了苏家驹教授的《代数的五次方式
之解法》一文。
华罗庚细心分析，精心钻研，发现教授的论文居然有错误。
华罗庚心想，我能写文章指出苏教授的错误吗？
是否有些不自量力？
他找到王维克老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
王维克答道：“当然可以。
我相信苏教授会欢迎你这样做的！
”就这样，华罗庚——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9岁的青年，竟然写出了批评大学教授的文章：《苏
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华罗庚把论文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
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熊庆来教授的注意。
熊教授细读了华罗庚的论文。
论文层次清楚，说理明白，论据有力，文笔也好。
熊庆来看后，就托人查访，看华罗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当他获知华罗庚竟是一个小镇上的失学青年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熊教授马上提笔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清华大学来。
华罗庚一贫如洗，要去就得借债，再三犹豫，终于婉言谢绝了熊庆来的邀请。
谁知熊教授爱才心切，复信说：你不来京，我专程赴金坛拜访！
盛情难却，在乡亲好友们的资助下，华罗庚这才踏上了去京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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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字经决定人生命运的118个字》认为一字值千金，字字都是故事，字字都是做人的道理。
学问——让你学有所成；敦品——让你德高望重；励志——让你一往直前；处世——让你左右逢源；
进退——让你游刃有余；言行——让你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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