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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
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
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
如此。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
，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
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
久的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
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
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
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
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
，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
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
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
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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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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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以之告诫子孙的著作，凝聚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人生
的深切体验，处处体现着一位长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
这部被称为“古今家训之祖”的千古名著，给我们展示了一条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遵达之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颜氏家训解读>>

作者简介

　　张泰，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语言研究所所长，山东省语言学会会员。
近年在《古汉语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市厅级科研项目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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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阐释】　　做好第一任老师　　俗话说：家庭是第一个驿站，父母是第一任老师。
　　那么我们怎样做好第一任老师呢？
颜之推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教育孩子要早。
要在孩子一出生、对外部世界有所感觉的时候进行教育，在孩子能够“识人颜色，知人喜怒”的时候
“便加教诲”。
甚至还提出了胎教的观点，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意识。
只有从小养成好的习惯，长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如果小的时候不给以严格的教育，一旦坏的习惯养成，长大了就无法再改变，“骄慢已习，方复制之
，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颜之推借用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
早期教育所形成的良好品德和习惯，对孩子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实古人注重早期教育的还有很多，汉代的戴德在《大戴礼记·保傅》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子女要从“
赤子”开始，因为孩子幼小时，“心未疑而先教谕，则化易成也”。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早期教育的成功典范。
孟子小的时候是非常调皮的孩子。
起初他家住在墓地的旁边，受其影响，孟子就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学做大人祭祀时跪拜、号哭的样
子，玩各种与丧事有关的游戏。
孟子的母亲知道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长此以往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必须搬家！
其母倪氏就带着顽皮的孟子搬到了市集的旁边。
可是，到了市集以后，孟子又和邻居家的小孩子们很快混熟了，在一起模仿商人做生意的情景：迎客
、待客、讨价还价。
这事又被孟子的母亲知道了，她再次皱起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于是，他们又一次搬家了。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的附近。
在这里，孟子模仿大人行礼跪拜，揖让进退，也渐渐变得守秩序、懂礼貌了。
这回孟子的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满意足地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　　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有时会拿“树大自然直”来作比，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的危害
也是有目共睹的。
有时候树大了未必就直。
吴国时期的周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小的时候缺乏教育，长大以后被村里的人称为“三害”之
一。
唐代《太么家教》一书中，关于孩子的早期教育更有形象的表述：“小儿学者，如日出之光；长而学
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学，冥冥如夜。
”在这里，作者形象地阐述了早育的好处。
宋代教育家林逋也有“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的古训。
而明代的姚舜牧在《药言》一书中则特别强调了对女孩的教育：“女亦须从幼教之，可令归正”，这
在主张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教育孩子还要有一定的原则，违背了基本的原则，教育就是失败的。
一是分清是非。
如果对孩子“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该批评、训诫的时候反而奖励，觉得孩
子的行为好笑，是非不分，那么就失去了教育孩子最起码的原则，溺爱孩子会害了孩子。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颜之推举了一个例子，说齐武成帝高湛的儿子琅邪王高俨，天生聪颖，武成帝和
皇后都非常喜爱他，无论是吃穿都与太子相同，以至于十多岁的时候就变得骄横恣肆，任意妄为，目
中无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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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他的父母，武成帝和皇后并没有分清楚什么是琅邪王高俨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
的。
颜之推还举了一个梁元帝时候的例子，那个可怜的学士因为父母教育的失职而被剖腹抽肠，放血祭鼓
。
二是对待子女要一视同仁，否则就会因为父母的偏爱而产生严重的家庭矛盾。
作者认为，共叔段的死，实际是他母亲造成的；赵王如意的被杀，实际是他父亲造成的。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没有姜氏的偏爱，从中制造事端，郑伯也许不会杀死共叔段，如果刘邦尊重事实
，让如意做太子，那么如意也许不会被吕后杀死，但是历史中没有如果。
三是教育子女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一个人的品德是他为人处世的基础，无品无德的人在别人心里是没有地位的，哪怕他权高位重，家财
万贯。
所以齐朝的士大夫在颜之推面前夸耀自己的孩子，既有才华，又身怀技艺，以此来巴结权贵获得荣耀
，颜之推却默不做声，嗤之以鼻，并告诫子孙不要像这样的人学习。
学问和技艺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不是博取虚名、讨人欢心的工具。
《小学》里有这样的记载，说是在春秋时候，大夫石腊语重心长地对卫王说：“臣闻：爱子，教子以
义方，弗纳于邪。
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
”大意是说，一个人从小养成了坏品质、坏习惯，慢慢就滋生了骄横、奢侈、放纵和荒淫的恶习，而
这种恶习又都是由于父母宠禄过度造成的。
指的就是做人的正确道德品质修养，也就是说，父母一定要按照做人的正道去教育子女，从小培养子
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教育子女还要以身作则，诚实守信。
常言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回顾历史，几乎每朝每代都会有在德行方面堪称榜样的人被树立在受众面前：远的有凿壁偷光的匡衡
、卧冰求鲤的王祥、百里负米的子路、精忠报国的岳飞、忧国忧民的屈原、秉公执法的包拯、深明大
义的蔺相如⋯⋯在家庭当中，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后世儒家尊他为“
宗圣”，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子共称为五大圣人。
就是这么一位圣人，可以说在孩子面前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购物，他的儿子跟在后面哭闹着也要去。
曾子的妻子看他年纪小，怕集市上人多出现什么意外，不愿意让他去，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来说服儿
子，只好对儿子撒谎说：“你先回去吧，我回来杀猪给你吃。
”儿子信以为真，便乖乖地、满怀希望地待在家里。
当曾子的妻子从街上回来时，曾子想把猪逮来杀了，他的妻子却阻止他说：“只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
罢了，你还当真？
”而曾子却很认真地说：“小孩是不可以和他开玩笑的。
小孩子并不懂事，任何知识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学来，需要听父母的教导。
如果你现在欺骗孩子，那么就等于教他撒谎啊！
母亲欺骗了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孩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哪里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呢！
”于是，曾子就把猪逮住宰了，做了一大锅肉给孩子吃。
宋代的太尉陈尧咨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家中养了一匹烈马，任何人都不能驾驭，而这匹马也踢伤、
咬伤了很多人。
一天，他的父亲陈谏议来到马棚，他惊奇地发现那匹烈马没有了。
在他的再三追问之下，养马的人战战兢兢地说：“陈尧咨把马卖给一个商人了。
”陈谏议就对尧咨说：“你是大臣，是百姓的父母官，做事要为百姓考虑。
你手下的人尚且不能控制这匹马，商人又怎么能喂养好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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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把祸害转移给他人啊！
”陈尧咨立刻命令手下人把马取了回来，并且偿还了马钱。
陈谏议告诫陈尧咨：把那匹马养到老死。
其实，孔子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弟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东晋著名的将领陶侃，在年轻的时候担任管理河道和桥梁的官。
一天，陶侃派手下的人送给母亲一个瓦罐，母亲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腌制的鱼。
他的母亲二话没说，随即把罐子重新封好交给那个官员，并同时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语重心长地对陶
侃说：“你担任管理桥梁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家的东西拿来送给我，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
倒是让我为你更加担心。
”陶侃看后非常惭愧，以后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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