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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比喻家门兴盛，发展趋势较

好。） 

2、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淘金要经过千

遍万遍的过滤，要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才能淘尽泥沙，得到

闪闪发光的黄金。） 

3、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春天的生机活力扑面而来） 

4、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

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要以虚心的态度,公正地听取

对国家大事的不同意见，一视同仁地看待人和事物；无论是

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顺意的或者是不同的，都以实事求是的

方法和态度对待。） 

5、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美食

佳肴，在于能够调和各种不同的滋味；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在于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6、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

也（聚集一切力量采取行动，没有什么不可以胜利的；集思

广益来做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成功的） 

7、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

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 

8、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只要彼此相知，即使相

隔万里也可以像邻居一样） 

9、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

于志者（志向要是不能立定，天下便没有可以做成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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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功绩是凭借才能而成就的，

事业是由于才能而扩展开来的） 

11、古之人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将正其身，

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要想治理好天下，就一定

要治理好家庭、修养自身品德。） 

12、浇风易渐，淳化难归（轻薄浮靡的风气很容易蔓延，

淳厚质朴的习尚很难恢复。） 

13、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锄去一些野草，

禾苗就能很好地生长；惩罚少数对人民有危害的人，百姓就

会高兴） 

14、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新栽的松树恨

不能快速地长成千尺高树，到处乱生侵蔓的恶竹应该斩掉它

一万杆。） 

15、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人不能战胜自己的方寸

之心，又怎能战胜广阔无垠的外部世界？） 

16、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

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迩而不接。（如果两人志趣相同，

他们不会因为有山海阻隔而感到彼此距离很远，追求不同的

人，即使在身边也不会觉得亲近。） 

17、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

治也。（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都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 

18、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行动胜于空谈） 

19、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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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

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强大者不控制弱小者，富人不欺

侮穷人。） 

20、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会归可见也；登泰山而

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站在大海旁看江河，就知

道江河为什么要会归大海；登上泰山看其他山，就知道其他

山峰为什么以泰山为尊了。） 

21、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足部受寒了会伤害到心脏，

民众穷困就会损害到国家。） 

22、量腹而受，量身而衣（知道肚量的大小才去接受（吃

多少东西），知道身材的高低才能穿（合适的）衣服。） 

23、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尽管太阳和月亮在不同

的时间发出不同的光辉，却都能对人类世界带来好处。 

24、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观察

问题时就要用变动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不可墨守成规。） 

25、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为

人真诚，严于律已，自然会感动别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敬

仰。） 

26、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27、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

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 

28、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善于消除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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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总是先查找其根由。） 

29、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

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30、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31、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无援，必定

会有同他相亲近的朋友。） 

32、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3、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交友

得道，即使千里之远也可同心交好，也可友谊坚固如胶似漆，

也可情谊坚定堪比金石） 

34、合则强，孤则弱 

35、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可

能会很困难，但许多人一块行走则容易走快。） 

36、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比喻只有经过严峻的

考验，才知道谁真正坚强。） 

37、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为一个人，不讲信誉，

是不可以的。） 

3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39、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即使冷酷如铁，也扛不

住法律的熔炉。） 

40、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

欲自知，则必直士。（要知道平直，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

要知道方圆，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当皇帝的想要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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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要有正直敢言的人） 

41、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不存占有

之心，而是尽力照顾别人，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

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

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去做事，但不争。） 

42、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

也。（高大的房屋建筑的建成，不是靠一棵树的木材原料就

能做到的；大海之所以辽阔，不是靠一条河流的水注入进来

就能形成辽阔态势的。） 

43、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

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以此来修养品德，就会志趣相投而相互补

益；以此来为国家做事，就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

是君子的朋党。）  

44、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明净清白的山

水，放眼望去，满树叶枝，被着秋淋上了鲜明的色彩有红有

黄，色彩的感官摄入心扉） 

45、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随着别人谋划，

终究落在人后；形成独家特色，才能生动真切。） 

46、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独自学习而无人切

磋，则孤偏鄙陋，见闻不多。） 

47、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治理国家的



6 
 

人，要以使人民富裕为根本大事。） 

48、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

者强，赏轻者弱。  

49、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国家不会永远富强，也不会长久贫弱。执行法令的

人坚决，国家就会富强；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国家就会贫弱。） 

50、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忘记过去的经验教训，

可以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 

51、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

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事物

才能不断的发展。） 

52、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

命在革新。） 

53、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在

眼前不可白白流失掉的是时间，遇上了就不可错失的是机

会。） 

54、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治理国家不以财富

为利，应该以仁义为利。） 

55、法者，天下之准绳也 

56、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凡是交

往，与身边的朋友交往一定要相互信任，与远方的朋友交往

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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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合则强，孤则弱  

58、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送信的、传达命令的，每

月都不断。形容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繁盛的景象。） 

59、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鞋子

不必相同，期待的是它能合脚。治理的方法不必相同，期待

的是它能有利于人民。比喻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

路。） 

60、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聪明的人会根据时

期的不同来改变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智慧的人会伴随着事物

发展方向的不同来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 

61、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禹、汤为政的时候，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自己

承担，所以国家就兴旺。但桀和纣‚罪人‛，所有不好的事

情都是别人干的，和他们没有关系） 

62、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

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凿井的人,从挖很浅的土坑

开始，最后挖成万丈的深井。） 

63、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知

道自己的缺点应该快点改正，使自己向好的方向发展’，最

难的就是在‘速改’两字上用力。） 

64、不用扬鞭自奋蹄 

65、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66、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8 
 

67、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

州方圆政令贯通划一。） 

68、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69、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看见善的，努力追求，

好像赶不上似的；看见恶的，使劲避开，好像将手伸到沸水

里。）  

70、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71、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不出远

门，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72、知之不难，行之不易（知道这样的道理并不难，但

付诸行动却不容易） 

73、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74、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75、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76、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顺从学习好的就像攀登高山

一样困难，学习坏的就像山崩一样容易。） 

77、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学问

的根基如弓，人的才能如箭，真知灼见（学识）引导箭头射

出，才能命中目标。） 

78、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9、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80、人生乐在相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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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放之四海而皆准 

82、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定是从

地方下层官员中提拔上来的，猛将必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

出来的。） 

83、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8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5、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对国家有

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自己可能受

到祸害而躲开。） 

86、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87、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贤

人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则是自己

都没有搞清楚，却想去使别人明白。） 

88、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

边独好（东方就将初露曙色，但请不要说你来得早。我遍踏

青山仍正当年华，这儿的风景最好。） 

89、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虽然只是

小小的州县官吏，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90、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91、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站在水边想得到鱼，不

如回家去结网。比喻只有愿望而没有措施，对事情毫无好处。） 

92、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形容排除路上的一切艰险，

顺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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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人生往往会遭

到很多困扰与烦恼,主要是来自于自己） 

94、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

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

援（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

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

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95、孟夏之日，万物并秀 

96、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97、舶交海中，不知其数 

98、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

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

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99、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再甘甜的瓜，其所连接

的瓜蒂都是苦的；再美味的枣子,都长在带刺的荆棘上。） 

100、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疼爱孩子的方法不

对，就会害了孩子。） 

101、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02、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无之（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族，教导不好家

人却能教导好别人，这种事是没有的。） 

103、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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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着时代的

推移和世情的演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发生变化。） 

105、文人之笔，劝善惩恶 

106、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为了吟成一个字，常

常捻断了数根胡须。） 

106、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两句我琢磨三年才

写出，一读起来禁不住两行热泪流出来。） 

107、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古人留下了江山胜迹，

今天我们又来登临瞻仰。） 

108、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因该着力于根本，

根本确立，那么仁道就此而生了） 

109、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急切拯救水

深火热中的百姓，迫切扶持将要倾覆的大厦。） 

110、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因可发奋

为雄，无敌于天下 

111、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石头再怎么破碎，依然是坚硬的；丹砂无论怎么磨损，依

旧是红色的。） 

112、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能够正确估价自己，并且

克服各种私心杂念、战胜自己的人，才是英雄。） 

113、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对照明镜是为了

看清自己的面容，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的时势） 

114、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交朋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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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品德，不能够有什么倚仗） 

115、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

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 

116、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青山怎能把江水挡

住？江水毕竟还会向东流去。） 

115、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虽

然有智慧，不如借助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待农时） 

116、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通过深入探究事

物的原理，掌握其内在规律，并自我检束，将理论运用到实

践中去。） 

117、春夏之交，草木际天（春夏之交，草木繁茂，似

与天际相接。） 

118、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不深思就不能掌握道理；不经过深思而得到的东西，得到

了也容易失掉。） 

119、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人们之所以重视通人，

就是看重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 

120、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21、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看起来很平

常其实很奇险挺拔，写成好像容易实则很艰辛。） 

122、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

的才能是有高低之分的，知道事物是从学习来的。） 

12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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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

向所趋，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是山海尽头，也不能限

制。） 

125、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

于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人的德行端重，会被后人传诵、

纪念。） 

126、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

矣（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

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 

127、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理

解得越清楚，实践就越扎实。） 

128、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了

解它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去做；去做也并不困难，困难的是

善始善终。） 

129、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只钓鱼，而不用大

网捕鱼；只射飞鸟，不射巢中歇宿的鸟） 

130、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

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抽干湖水来捕鱼，怎么可能捕不

到? 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烧毁树林来打猎，怎么可能打不

到? 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 

131、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

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植物在开花旺长的时候，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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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砍伐；鼋、鼍、鱼、鳖、泥鳅、鳝鱼在繁殖的时候，不

许将鱼网、毒药投入湖泽，以确保动植物的生长发育。） 

132、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中新叶

不断催换着旧叶，流水里前波总是让位给后波。） 

133、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

则未可定然否也（大凡观察事物有疑惑，内心不确定，就会

对外界事物认识不清；自己的思想混乱不清，那就不能判断

是非。） 

134、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

心（就是说当是非对错难以判断时，就用过去的经验进行衡

量，用现实的事情进行验证，用公正的态度进行参省。） 

135、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各自得

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

长。） 

136、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137、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

起弊之原（善于治病的医生,一定医治病人害病的部位；善

于革除弊端的人,一定寻找引发弊端的根源。） 

138、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一根丝纺不成线，一个巴

掌拍不响。） 

139、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要担心别人不

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140、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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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141、仁义忠信，乐善不倦 

142、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气概充满天地，

千秋万代一直令人肃然起敬。） 

143、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为一个士人，

一个君子，必须要有宽广、坚韧的品质，因为自己责任重大，

道路遥远） 

144、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百姓生活的根基在于辛勤

劳动，只要辛勤劳动就不会缺衣少食） 

145、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东风跟随春姑娘回来

了，催开了我家的鲜花） 

146、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

将毕也必巨。（开始的初心都是简单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

常常比开始的时候要复杂的多。） 

147、官之至难者，令也（最难做的官是县官） 

148、善莫大于作忠（忠心是最大的善行。） 

149、功成不必在我 

150、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

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51、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不义的手段得到

富与贵，对于我，那些富与贵就如同天上的浮云。） 

152、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对现实感

到疑惑，可以考察历史；对未来感到迷茫，可以回顾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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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以

前的事清楚明白，后人应引以为戒，保持警醒。发誓永远牢

记,祈愿世界和平） 

154、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智者的乐是动性的，像水一样。仁者的乐是静性

的，像山一样。） 

155、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上善的人，就应该

象水一样。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 

156、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江面上，西

风翻起层层白浪，宛如千片落花；仰望天空，大雁排成一行

整齐的飞过。） 

157、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

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圣明的君主

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

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

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

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 

158、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人

才选准用好了，就能促进国家、民族的兴旺和事业的成功；

反之则会加速国家、民族的朽亡和事业的衰败。） 

159、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如

果能使百姓获益，不必效法古代的规定，如果能把事作得完

美，就不必遵循旧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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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应当针

对某些社会现实而写，诗歌应当针对某些具体事件而作。） 

161、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既有如同百斛之鼎那

样厚重的内容，又能够将这些内容充分表现出来，形成一种

不凡的气势。） 

162、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诗和文章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变化,没有哪一天不在趋时更新。） 

163、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天地虽大,都可概

括进形象,万物虽多,都可描绘于笔下。） 

164、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65、发乎情，止乎礼义（人的情感在男女之间产生，

要受礼节的约束。） 

166、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作者若

是想要写出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章，必须先要具有能够流传于

世的思想。） 

167、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比喻处理工作，解决

问题，宁可少一些，但是一定要彻底。） 

168、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以

上等作为准则来效法，只能得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准

则来效法，因此只能得到下等的效果。指做事要高标准严要

求。） 

169、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170、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做事，要在尚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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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着手；治理国政，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

备。） 

171、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

不累乎身（经常用明镜照照自己，那么污垢就不会存留在身

上；能听取直率的批评，就可以摆脱错误行为的牵累。） 

172、一唱雄鸡天下白（公鸡一叫，天就亮了，形容东

方破晓，长夜宣告结束，指真相大白） 

173、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广阔无垠的大海没有

尽头，扬起风帆向着目的地御风而行。） 

174、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名称并不是天生造成的，

必须依据事实） 

175、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

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人君如果能用全天

下的眼睛去观看，就不会有什么看不见的；如果用全天下的

耳朵去听，就不会有什么听不到的；如果用全天下的心去思

考，就不会有什么不知道的。） 

176、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努力去做的人常常可以成

功，不倦前行的人常常可以达到目的。） 

177、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国家将要兴盛，必然要尊师重教，尊师重教，国家的法度

就得到了保存。） 

178、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

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古往今来，但凡为师者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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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才兼备，不仅要授学生‚谋事之才‛，更要传学生‚立

世之德‛，而传德尤为根本。） 

179、师者，人之模范也 

180、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

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那些为国献身的将士们，不仅具有

勇于冲锋陷阵的气概，更具誓死不屈的精神。肉体的消亡不

代表他们精神的泯灭，即使成为魂魄也是魂魄的中的英雄。） 

181、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82、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183、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变通趋时，把握时机，做

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和选择。） 

184、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

济多士，文王以宁（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

强盛。） 

185、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聪明的人智虑通

达，可以于无声处听有声，于无形处见有形，在事情还未显

露征兆时就未卜先知。） 

186、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要顺应树木的天性，

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用心栽好后不要剥开树皮去看死活，

经常摇它看培土的松紧。） 

187、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船队都高高挂起如云蔽天

的风帆，不分昼夜地象流星一般疾驰） 

188、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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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颜色交相辉映，互相映衬更加彰显；八种声音一起合奏，

最后是和谐并且平缓的。） 

189、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190、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年轻时候的

努力是有益终身的大事，对着匆匆逝去的光阴，不要丝毫放

松自己的努力。） 

19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

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

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192、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礼义廉耻不能得到推

行，国家就会灭亡。） 

193、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义作为根本。） 

194、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195、不患寡而患不均 

196、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197、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见到美好的人和事就努力

学习，有了错误就马上改正。） 

198、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199、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0、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品千差万别，这是客观

情形，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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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就像烹调汤羹，水、火、盐、醋、酱

油等都要有，才能做好鱼肉） 

202、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

之（如果用清水来给清水增加味道，谁能喝得下去？如果只

是一琴或一瑟，谁能听得下去？） 

203、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04、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05、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206、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207、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208、尚贤者，政之本也（崇尚贤能的人，是为政的根

本。） 

209、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10、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211、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212、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奢侈和浮华，意味着危险

和灭亡就会渐渐来临） 

213、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久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 

214、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羽毛虽轻，积多了也能把

船压沉；东西虽轻，积攒多了也能把车轴压断。） 

215、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禁止事情于开端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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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事情于终结时困难。） 

21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17、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218、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

也 

219、一勤天下无难事 

220、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221、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222、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取得伟大的功业，是由于

有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功业，在于辛勤不懈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