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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千载中华文明犹如久旱甘霖，为东方沃土上的儿女送来给养，犹如雪中之炭，为华夏子孙于温馨中带
来希望。古圣先贤，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中国的国学博大精深，蕴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智慧与精髓。从“
四书”“五经”到《史记》、《汉书》，再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本草纲目》、《诗经
》《尚书》、绞治通鉴》、《古文观必、《唐诗宋词》、《三十六计》、《战国策》、《鬼谷子》无
一不发人深思，孔孟的“儒”，老庄的“道”，孙子的“兵法”，黄帝的养生之道不一而足，此均为
先贤的思想精髓，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结晶。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
质，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如“敬业乐群
”、“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如“与人为善”、“诚实笃信”、“三省吾身”、“豁达大度”、“
温良恭俭让”的修身之道；如“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昂扬锐气；如“厚德载物”、“达济天
下”的广阔胸襟；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向；如“奋不顾身”、“舍生取
义”的英雄气慨；如“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理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是正确的待人之道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经过千年洗礼的国粹经典世代相传，
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周易》中
又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样的人生哲学，正是这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引领着中
华民族不断地向前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种对真理的执着和献身的精
神，这种精神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只有在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下，人民的
生活才如沐春风、如淋春雨般生机勃勃，滋润充盈，人们的希望才如肥沃的土地上播撒的种子，即使
付出浇水、施肥、除草、杀虫的辛苦，却依然兴高采烈，乐此不疲，信心满满。种子在一天天长大，
发芽、开花、结果——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待到燕子南徙，秋之将至，种子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硕果，
亦如我们理想的种子，收获了饱满的果实。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非常重视，对
崇尚金钱与富贵甚为鄙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
是一种大仁大志的宽广胸襟，是把自己的幸福与人民的幸福连结在一起的高尚的幸福观，对于现代人
格的塑造意义非凡。    国学不仅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每个中国人立身处世之根本，
更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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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品读】    以逸待劳的关键就是要求争取掌握主动权，养精蓄锐，待机而动，以不变应万变，以
静制动，以此来痛击远道而来进犯的疲惫之敌。只要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积极
应对敌人的进攻，待敌人疲倦之时，后发制人，将其一举歼灭。“以逸待劳”中的“待”，并不是指
消极地等待，而是讲求积蓄自己的实力，伺机而动，达到克敌制胜之目的。    三国时期，关羽被吴国
所杀，刘备怒发冲冠，亲自率领七十万蜀军前去讨伐吴国，为义弟报仇雪恨。蜀军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吴国派陆逊做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敌。    陆逊知道蜀军气势正盛，并且
彼方兵多，己方兵少，如果两军对垒，很难取胜。他想到一计——以逸待劳，于是决定将自己的五万
大军按兵不动，以静制动，观察蜀军的变化。    陆逊命令吴军全部撤出山地，如此一来，已经深入吴
国腹地近五六百里的蜀军还在山地中奋战，由原来的主动地位变为了被动地位，想要和吴军对打，吴
军却又不理睬，欲战不能，将困兵乏。    两军相持了将近半年之久，蜀国兵士的斗志早已松懈。军队
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战线绵延数百里，这已经犯了兵家的大忌。陆逊抓住机会，命令吴军全力进攻，
蜀军由于战线太长，首尾难顾，被吴军打得措手不及。陆逊趁势进攻，火烧蜀军七百里连营，蜀军损
失惨重，慌忙撤军，这就是陆逊“以逸待劳”火烧蜀军的故事。    陆逊在这一战役中运用的就是三十
六计中的第四计“以逸待劳”。他善于审时度势，认真分析形势，采用以静制动的策略，终于以五万
大军战胜了蜀国的七十万大军。在战争史上创下了以逸待劳、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的战例典范，为后
人所传颂。    于此，相信你对“以逸待劳”这一计谋一定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当
你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时，千万不要急躁，不妨静下心来，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静静地观察事
情的变化，等到形势好转的时候，果断地抓住时机，困难也许就会迎刃而解了。    【链接小贴士】    
陈庆之夺取涡阳城    相传在南北朝时期，各国连年征战，稍有稳定，就又开战，有一年梁军要攻打北
魏境内的涡阳，魏国派征南将军元昭率领15万大军前来援救涡阳。梁朝的将领陈庆之要迎战，但是大
将韦放却反对迎战，他说：“敌人的前锋一定是十分精锐部队，就算我们与他们交战获得了胜利，也
不算是立下了什么大功劳，倘若失败就会大大挫伤我军士气。兵法上说‘以逸待劳’，在我看来首先
还是不要与敌人交手⋯⋯”    但是陈庆之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魏军远道而来，一定是非常疲劳，
离我军那么远，就在警惕我们，还是趁着他们的大军没有聚集来，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一定会取胜的
。而且已探听明白，魏军扎营的地方树木稠密，料他夜里肯定不会出来。这些都是我军袭击他的有利
条件，千载难逢的战机不能错过啊，你们如果犹豫不决，那我就一个人干了。”    几番讨论过后，韦
放和其他几位将领都担心会失败，还是不愿意同陈庆之一起出战。于是陈庆之就独自带领自己的部队
中200名骑兵，当夜骑着马奔袭魏军的前锋，获得初战的胜利。这次作战的胜利鼓舞了军中的士气，梁
军接着便把连营夺下，占据了涡阳城，获得了大胜利。    陈庆之明白“以逸待劳”的道理，知道远道
而来的魏军身心疲惫，无心恋战，他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夜里突袭魏军大营，果断取得了胜利。    
坐收渔翁之利    “坐收渔翁之利”出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用来比喻双方相持不下，落
得两败俱伤，让第三方得利。    相传，秦惠王的时代，韩国和魏国打来打去，相持了一年。秦惠王想
趁此出兵，吃掉一个。对于他这个主意，臣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弄得秦惠王也没了主意。他听说
楚国有个谋士陈轸很有头脑，现来到秦国，便把他请来讨教。陈轸是怎么为秦王献策的呢？    陈轸对
秦惠王提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却慢条斯理地讲起一个故事。他说：“有个农民叫卞庄子，一天，
他看见两只老虎在吃牛，气得想立即上去刺杀老虎。这时，有个小孩子劝他：‘大叔，别急！这两只
虎刚开始吃牛，等这两只畜生尝到牛肉的滋味的时候，必定要你争我夺，有你无我，以至于弱的被咬
死，强的也要被咬伤。这时候你再下去刺杀那只受伤的，你得到的就是两只虎了。’卞庄子听这小孩
说得有理，就耐下性子观虎斗，事情果然不出小孩所料，卞庄子轻易地获得两只虎。”    讲完故事，
陈轸接着说：“大王，国家之间的争夺，不也是这个理吗？”秦惠王仔细想想，“对啊！陈轸把理说
透了。”于是，他打定主意不出兵，静观韩魏争斗。结果，当韩魏一亡一伤之时，秦惠王立即出兵，
坐收渔翁之利。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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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是中华文化中的经典，它能让孩子树立争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传承民族文
化，弘扬民族精神，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卢旭东、赵海英、李乡状编写《中华颂之培养计谋
》的目的即在于此，希望能够帮助广大的读者到达那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从中汲取无限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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