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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已成为没落的文明，留给后人的只有悲哀；古今印度的文
化落差，留给后人更多的是遗憾；唯有中国是一个从古至今生生不息、繁荣不止的国家。
    当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一个民族的兴旺与衰败时就会发现，她的悠久与兴盛是需要智慧来支撑的。
其他文明古国之所以走向衰败，是因为它们缺乏有着足够支撑力度的智慧体系。
而中国之所以能在延绵的历史长河中结出繁荣的现代文明之果，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她自己独特的智慧
体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智慧让中华文明久盛不衰，让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繁荣的现状？
是国学，毋庸置疑，国学就是中国独特的智慧体系。
    西方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智慧下过一个定义：“智慧就是听从本性，按本性行事。
”《圣经》说得更清楚，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起点。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崇尚国学才是智慧的起点。
    在国学中，大到治国方略，小到修身方法，无所不包。
它是众多圣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来文化的沉淀。
可以说，只要从中撷取一缕神韵，就能让国力强盛，人成大器。
    孔子提倡“礼乐教化”，老子倡导“顺应自然”，墨子重视“目标管理”，庄子看重“浩然之气”
⋯⋯圣贤们的教诲已经积淀为整个民族的人生智慧，透射出永恒的理性之光。
他们教我们掌握自然运行法则，养成浩然正气，掌握“仁义礼智信”等纲常之道⋯⋯如果把一盏灯放
进黑暗的房间，黑暗会瞬间消失，房间顿时有了光明。
智慧就是那盏灯的火焰，承载火焰的就是国学。
    如果说国学给人以智慧，还不如说它给人的是一种教化。
我们可以越时空，与中华五千年以来所有的智者对话，聆听所有杰出者的思想，以此来净化我们的心
灵，塑造成功的心理与高尚的人格。
    国学会让我们的心灵永远保持干净，以致稍有一点污秽都会立即反省察觉。
它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真、善、美相契合
。
    国学不但可以励志、劝勤、勉学、诲戒、明德，而且可以启迪童蒙，指引其终生的发展方向。
放眼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代的精英都把国学中的经、史、子、集作为自己的必修课。
    当下，喧嚣的时代和功利的氛围给了孩子们太多的“时代性格”：自私、懒惰、厌学、偏执、好斗
⋯⋯当一个令家长头疼的孩子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无奈的叹息。
此时此刻，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曾经哺育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且绵延不息的国学。
    中华文化最好的给养就是国学经典，现在连许多外国人都在争相学习、研究，作为华夏儿女的我们
，更应该将其传承下来。
在孩子幼年时，把最好的精神营养储存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长大以后一定受益无穷。
    当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需要一个德才兼备、拥有精英气质的后代。
只有让孩子们拥有成为时代精英的勇气，他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无情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时代的
引领者、构建者。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接受先祖丰沛的文化甘霖，让国学的宏大与宽博去哺育、强壮孩子的未来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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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本土最具文化底蕴的家教读物！
一本好书可以让孩子受益终身，一个智慧足以改变孩子的命运！
     本书作者独辟蹊径，选取了在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经典，如《论语》《孟子》《道德经》《
弟子规》等，对著作中的教育观点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梳理，并结合现代教育观点，对这些国学精华
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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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中的家教智慧>>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给孩子立规矩 释义：如果没有圆规和直角尺，就不能画出方
形和圆形。
 导读：“规”是一种画圆形的工具，“矩”是一种画方形的工具。
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法规去做，就会一事无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要以规矩来约束孩子，正像古人所说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孩子坐在公交车上，由于天气太热，他把自己的手伸到车窗外面。
售票员提示他不要把手伸到窗外，以免发生危险。
孩子瞪着眼睛说：“你管得着吗？
我花钱坐车，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又没有妨碍你。
” 售票员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 孩子满不在乎地说：“怎么办？
我又不要你拿钱。
我自己的事自己清楚，不用你来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像上述事例中这种蛮不讲理
的孩子，造成孩子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就是孩子在生活中缺少规矩。
那么，没有规矩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不良影响呢？
 孟子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离娄是传说中一个眼力非常好的人，能在一百步以外看清楚一根毫毛的末端。
公输子就是鲁班；规是指圆规；矩就是直角尺，尺上有刻度。
孟子的意思是说，即便有离娄的眼力，有鲁班的技巧，如果没有圆规和直角尺，也不能画出方形和圆
形。
 后来，人们就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指凡事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和法则，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
 从古到今，那些有才华，于社会有用的人，都是用规矩来约束自己的。
 魏太祖曹操，二十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
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二十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
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令，不管是豪门大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一律用大棒责打。
当时，有个出名的恶霸，依仗他人的势力在洛阳横行不法，谁也不敢惹他。
有一次，恶霸在夜里带刀乱闹，触犯了禁令。
曹操不管他来头多大，把他抓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痛打。
那个恶霸经受不起当场就死了。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洛阳。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说明规矩的重要性。
曹操曾经出兵，在麦田小道上经过，他下令“士兵不许毁坏麦苗，违犯这条命令的处死”。
 骑兵都下了马，用手拨开麦苗互相照应，让人马通过。
这时，曹操的马因受惊而跳进了麦田里。
曹操下令文书官议论罪名，文书官用《春秋》上的道理来回答，说是惩罚不能加在至尊的首领身上。
曹操说：“我制定了法令而自己违反了它，怎么统率军队！
请让我自己惩罚自己吧。
”于是他拿过宝剑割下了自己的头发扔到了地上。
此举令全军士兵大为感动，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轻易触犯军令。
设想一下：如果曹操不以规矩办事，那肯定打不了胜仗，也建立不了魏国，也不会形成三国鼎立的局
面。
我们要学习曹操不仅用规矩来约束别人，还用规矩来约束自己的精神。
 在孟子看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矩，没有这些“规矩”，各种行业也就无法进行。
运动场上，长跑运动员必须听到发令枪响才能起跑，如果不遵从这项“规矩”，整个比赛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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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大厦，也要有一定的规矩，如必须先打好地基；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要是孩子没有规矩，使其成人成才也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怎样为孩子立规矩，让孩子在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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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本土最具文化底蕴的家教读物。
一本好书可以孩子受益终身，一个智慧足以改变孩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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