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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睦，在现代汉语中具有融洽、协调、合作等意义。
和睦作为一种思想和品德，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其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我们从现代的汉语中就能找出如“家和万事兴”、“人心齐，泰山移”、“和衷共济”、“和气生财
”、“和为贵”等许多具有和谐精神的成语或俗语的载体。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和”与“睦”联系在一起。
南朝梁代的周兴嗣就在他的《千字文》中写道：“上和下睦。
”这里的“上、下”，可以狭义地理解为“对上、对下”要“和”与“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对
方方面面都要讲究“和”与“睦”。
“和”与“睦”是相辅相成的，要“和”就要待人“睦”，有“睦”才有“和”。
    “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
的深刻哲理。
将“睦”用于人际关系，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将会得到众人的信任；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
历史发展，文化繁荣；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用于外交，则既能维护世界的和平
，又能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将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睦相处。
    弘扬和睦相处的传统文化，就要家庭和睦，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和睦相处，那就为创建和谐社会构成了一个基本要素。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历来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道德，它对封建时代家庭和睦
、国家稳定所起的作用已载史册。
孔子所提倡的为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人们应该身体力行。
今天看来虽未必全对，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以及兄弟之间的友爱，依然应大力
提倡，因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弘扬和睦相处的传统文化，就要人与人之间友好交往。
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
中国俗语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之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
己幸福的权利，每个人也都有创造愿望与创造才能和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权利。
形成互助互爱，互相体谅，和谐相处的社会风尚，友好交往是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目前，一些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面临着某些消极因素的侵蚀。
规范道德行为和准则，不仅仅是一种人伦道德，更是一种社会公德，一种社会责任。
只有传承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美德，才能有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民富国强的新景象。
    现实生活中，难免有是非得失，多一分理解、宽容，便多一分宁静、和谐。
大而言之，和谐可以使一个单位、团体、社会、一个民族更加团结，不断发展、进步；小而言之，和
谐可以使一个人增加更多的内涵，拥有更高尚的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已达数千年之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经久不
灭的“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
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地区，在历史上也曾广泛影响过欧洲等地区。
今天，要使这种文化仍保持其持久活力，并去实现现实价值、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全方位、多角
度入手，加大宣传力度，使这一美德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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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
深刻哲理。
将“睦”用于人际关系，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将会得到众人的信任；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
历史发展，文化繁荣；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用于外交，则既能维护世界的和平
，又能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将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睦相处。

于永玉、高晶编著的《睦·睦邻相处》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给出了“故事感悟”，旨在令故事更加结合
现代社会，结合我们自身的道德发展，以帮助读者获得更加全面的道德认知，并因此引发读者进一步
的思考。
同时，为丰富读者的知识面，还在故事后面设置了“史海撷英”、“文苑拾萃”等板块，让读者在深
受美德教育、提升道德品质的同时，汲取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睦·睦邻相处》内容详尽、文字优美、风格独具，是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优秀读物
。
愿这些巨久流传的美文和故事能抚平我们每个人驿动的心，愿这些优秀的美德种子能在青少年身上扎
根、发芽、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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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昭君出塞为和平 王昭君（约公元前53-？
），名嫱，字昭君，乳名皓月。
汉族人。
中国古代四大关女之一的落雁，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
汉元帝时期宫女，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
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
她的著名故事就是“昭君出塞”。
 汉宣帝在位时，汉朝又繁盛了一个时期。
当时，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势力越来越衰落。
后来，匈奴之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彼此攻打不休。
 在五个单于当中，其中一个名叫呼韩邪的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损伤了不少兵马。
呼韩邪与大臣商量后，决定与汉朝和好，于是亲自带着部下到汉朝朝见汉宣帝。
 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朝见的单于，所以汉宣帝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亲自到长安的郊外去迎接他
，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
汉宣帝答应了，便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名骑兵护送呼韩邪到了漠南。
这时，匈奴正处于缺少粮食的时候，汉朝还送去了三万四千斛粮食。
 对于汉朝的友好，呼韩邪单于非常感动，一心与汉朝和好。
当西域各国听说匈奴与汉朝和好后，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死后，他的儿子刘爽即位，是为汉元帝。
没过几年，匈奴的郅支单于便开始侵犯西域各国，并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
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并把郅支单于杀了。
 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就稳定了。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
汉元帝同意了呼韩邪的请求。
 以前，汉朝和匈奴和亲，都要挑公主或宗室的女儿，但这次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呼韩邪。
于是，汉元帝便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
” 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入皇宫，就好像鸟儿被关进了笼子一样，都巴望着有一天
能被放出宫去。
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遥远的匈奴去，却又都不乐意。
 在这群宫女中，有个宫女名叫王嫱，也就是王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
为了自己不再禁锢于皇宫之中虚度终生，她毅然决定到匈奴去和亲。
 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人应征而焦急呢，听到王昭君肯去，就将她的名字上报给汉元帝。
汉元帝马上吩咐办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呼韩邪单于得到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自然是感激不尽。
当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昭君原来是如此的美丽大方，多少还有
点舍不得。
他想把王昭君留在自己身边，可惜已经晚了。
 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后，越想越懊恼，便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画像来看。
画像上的模样虽与她本人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美丽。
 原来在宫女进宫后，通常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先由画工画像，将画像送到皇帝那里，由皇帝挑选
。
有个名叫毛延寿的画工，在给宫女画像时，宫女们都要送点礼物给他，让他将自己画得美一点。
但王昭君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
汉元帝一气之下，就把毛延寿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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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
她骑着马，顶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匈奴，成为呼韩邪单于的阏氏。
久而久之，她也慢慢习惯了匈奴的生活，与匈奴人相处得也很融洽。
匈奴人都很喜欢她、尊敬她。
 王昭君劝呼韩邪单于停止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人。
从此以后，匈奴与汉朝之间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都没有发生战争。
 王昭君自愿出塞，远嫁异族，表现出了一个弱女子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的非凡胆
识和勇气。
关于昭君出塞，《后汉书·南匈奴传》有一段生动的记载，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
呼韩邪单于为能得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妻子，十分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
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王昭君远嫁匈奴出塞和亲，是当时汉匈双方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和亲，特意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
呼韩邪单于也将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意为胡汉友好的皇后。
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与王昭君出塞，都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期望和平安宁的共同愿望与要求。
 不幸的是，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
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又依据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
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
后来，王昭君与雕陶莫皋又生有两女，长女名叫须卜居次，即须卜公主；小女名叫当于居次，即当于
公主。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时，年龄大约20岁，估计在新莽年间（公元前9-23年）去世。
据敦煌发现的唐代《王昭君变文》记载，王昭君去世后，埋葬仪式是按照匈奴的习俗进行的，而且非
常隆重。
“棺椁穹窿，更别方圆”，“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退犊焊驰，饮食盈川，人伦若海。
⋯⋯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
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
”汉孝哀皇帝（公元前6-1年）也曾差使杨少征前往单于处吊唁昭君。
隆重的葬仪，反映了匈奴对昭君的怀念和对汉匈和亲的肯定态度。
 昭君出塞后的60年，是汉匈和睦相处的60年，也是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和平发展的60年
，当时各地曾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
饱经战乱之苦后享受了60年和平生活的汉匈各族人民，深深地爱戴着王昭君。
有民间传说称，王昭君原是天上的仙女，下嫁给呼韩邪单于。
她出塞时，当与呼韩邪单于走到黑河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人马不能前进。
而昭君款款地弹起了她所带的琵琶，顿时狂风停止呼号，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下冰雪消融，
万物复苏。
不一会儿，遍地就长满了鲜嫩的青草，开遍了绚丽的野花。
远处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水澄清了。
天上还飞来了无数的百灵鸟、布谷鸟、喜鹊等，在她（他）们头顶上盘旋歌唱。
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于是就在黑水边定居下来。
后来，王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
无论昭君走到哪里，哪里都水草丰美，人畜两旺。
在缺水的地方，昭君每每用琵琶一划，地上就会出现一条玉带般的河流和片片绿茵茵的嫩草。
昭君还从一个漂亮的锦囊里取出五谷种子，撒在地下，于是就长出了五谷杂粮。
昭君去世时，远近的农牧民纷纷赶来送葬，他们用衣襟包上土，一包一包地垒起了昭君墓。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睦>>

传说昭君墓一日三变，“晨如峰，午如钟，酉如枞”。
也就是说，昭君墓早晨如同一座山峰，中午如同一座鼎钟，黄昏时则如同一棵鸡枞（伞菌科圆锥形菌
纲植物）。
 故事感悟 王昭君自愿出塞，远嫁异族，表现了一个弱女子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
的非凡胆识和勇气。
昭君是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她的功绩也得到了后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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