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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宽大的汉服，头戴方形布帽，在丝竹古乐声中，诵读古文。当下，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假期、周末、堂前
课后踏进国学班，在现代“私塾”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如此，在一些大学里，也开设了国学高级
研修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指导和修正着人们的言行以及行事规则。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国学经典书籍
说起国学经典，大多数人以为

是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等，其
实，我国国学经典范围远比上边要
广泛得多，囊括我国传统文化中所
有的经典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
说过：“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
统文化就是国学，必须包括中华大
家庭 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
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可以细划
为如下几个方面：

修身养心篇：《大学》《论语》《孟子》
《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
《黄帝内经》等

治世韬略篇：《易经》《韩非
子》《孙子兵法》《战国策》《史记》

《资治通鉴》三苏策论等
史地纵横篇：中国通史、疆域

与政区、中国历史地理、文物与历
史等

文学赏析篇：唐诗鉴赏、四大
名著等

思想流派篇：两汉经学、魏晋
玄学、宋明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等

另外还包括古诗词吟唱：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古乐赏析：古
琴、古筝、二胡，从宫廷乐府到民间
乡乐，无不展示中华乐之文明，以
及南拳北腿、书法艺术、禅茶等中
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适合群体
6岁以上孩子，在校学生，对中国

传统文化经典书籍感兴趣的群体

国学班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
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
相、数术等。以国学为主要内
容开设的学习班称之为国学
班。

近年来，国学、国学阅读和国学教育，几乎成
为人们谈论思想文化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对此，著名教育专家、端然教育创始人包祥先
生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学的兴起，顺应了时势
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
升，中华传统文化日渐走向回归与复兴。人们渴
望从包罗万象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先哲智慧，
重建精神家园，让心灵得到滋养。越是这种言必
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认识国学的内涵与外延，辨
析其中精华与糟粕，了解其价值与意义。因为，唯
有真正的了解，才有真正的热爱。

他认为，“国学”指代不太清楚，尤其到了西方，
外国人不知道“国”的含义。而“中国传统文化”就

定义清晰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关于中华民族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问。其所蕴涵的内
容，实为中国所特有，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
环境、人文环境，乃至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
史等特定条件下所形成，或在中国文化母体中孕
育、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学问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人智慧的发酵与岁月的
沉淀，蕴涵着丰富的知识与深刻的哲理，唯有细
细咀嚼，才能领悟。为此，他提醒要择善而读。
培养多读的习惯，在“温故”中“知新”。重要
的是“转识成智”，使行为合乎大道，所学知识
转化为智慧，成为提升人生境界的添加剂。

专家
国学应清晰定义为
中华传统文化

上现代“私塾”读圣贤之书
不少家长将孩子送进国学班，读《三字经》《弟子规》

国学“开学典礼”都有什么内容？

欣赏琴棋书画、经典诵读、行拜孔礼、拜笔
写大字、朱砂开智、平步青云、童学拳表演、
分发竹简、分食“聪明蛋”、行谢礼。这是国
学班在开学典礼上首先为学童们做的入学
开蒙仪式。

读几本国学经典就真的有用吗？Q
A 国学教育要真正走进从小学到大学的课

堂，并成为终身教育，使国学学习转为常
态，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实践中去，培
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样的学习才是
真正有用的。而不是一种形式，一种炒
作。只有“学以致用”，才能达到“有用”。

Q
A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7月31日上午，7岁半的棒棒，和其他9名6~10岁
的孩子,在“私塾堂”开始上国学课。在十多位家
长的注视下，棒棒和其他可爱的孩子们一样，身着
汉服，头戴方形布帽，先到孔子像前行师礼,然后
坐在蒲团上，在丝竹古乐声中，开始诵读《弟子规》。

在这个“私塾堂”里，记者处处感受到这里弥
漫着的一股儒雅的文化气息。过道里错落有致地
悬挂着图文并茂的国学经典读物学习卡和古人画
像，洋溢着浓浓的国学氛围；每个小教室，包括门
面及门楣、教室顶和墙壁上，都用心地点缀着古色
古香的匾、格或汉灯等。此外，每个班级配备有互
动式电子白板、电脑、投影仪等高科技教学设备，

古代的典雅与现代气息在这里和谐共存着，也巧
妙地透出国学的传统厚重。

“开始读《三字经》很不喜欢，老师讲了故事后，
慢慢明白了三个字的意思，现在我都会背了，也喜
欢学。”身穿汉服的棒棒，说话一板一眼，可爱中平
添几分早熟。

国学课结束时，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放学回家
后，当你看到劳累了一天的父母时，你会做什么？

一个叫甜甜的孩子写道：“说声爸爸妈妈辛苦
了。陪他们说说话，给他们讲讲学校的事。”

棒棒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学了《弟子规》才两
天就感觉变化挺大的。有时任性了，父母一提里
面的句子，孩子也能听劝。

故事
小呀么小儿郎
捧起经典把“国学”上

现状
家长期望孩子
“读圣贤之书成圣贤之士”

随着近些年“国学热”的盛行，国学读经教
育的触角越来越多地向学龄前孩童和小学延伸。

郑州孩子学国学早已有之，但国学热的兴起
是在三年前，开设的国学馆多以“事不避难，义不
逃责”、“圣贤之地，读圣贤之书，成圣贤之士”为宗
旨，推广经典诵读活动。一些学校，尤其是私立小
学，根据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发育过程，在小学和
初中开设了国学课，使得孩子从五六岁的童蒙逐
渐进入国学经典教学，从人生伦理系列的弟子规、
常礼举要、孝经，再到人生励志的大学、论语、孟子
等。

“私塾堂”的李老师告诉记者，孩子在这里
除了诵读经典《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

还学习书法、国画、民乐、围棋、剪纸、茶道、武
术等中国传统民间才艺。“让孩子从小与圣贤
交流对话，在这个净土上，学习传统，诵读经
典，学做圣贤式的人，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好处。”

在李老师看来，引导孩子从小就系统地诵读
国学经典，不仅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探索，更
有益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目前，中国不少省份都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校里开设经典国学课程。中国教育学会常务
副会长郭永福教授此前曾表示，中华民族的经典
文化博大精深、享誉全球，一个孩子从小坚持学习
国学经典，长大后必然形成健全的人格、完善的道
德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