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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经典 
      写经典 《习近平用典》书法

——吾日三省吾身
吾日三省吾身
——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

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等文中引用。

原典
出自春秋《论语 学而篇第一》曾子句。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点校
(1) 曾子 ：即曾参，孔子弟子。
(2) 三省 ：省（音 xǐng），检查 ；察

看 ；反省。三省有几种解释 ：三是多次检
查。其实，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前加上
数字，表示动作频率高，不必认定为三次。
另有人解释为从三个方面检查 ；本文中指
从三个方面（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自己，这一
说法是错误的，只不过与语句中的“信、忠、
传”巧合而已。杨伯峻先生认为如果这“三”
是指以下三方面，依论语的句法应该说“吾
日省者三”。

(3) 忠 ：尽己之谓忠。此处指对人应
当尽心竭力，一心一意。

(4) 信 ：诚也。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

定相互守信，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5) 传 ：传授，这里指老师传授给学

生的知识等。
(6) 习 ：与“学而时习之”的“习”

字一样，指反复实习。古汉语“习”字没
有现在的“复习”之意。

曾子说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
行，替人家谋划的事不尽心尽力吗？和朋
友交往不诚心诚意吗？传授给别人的道理
有没有那样去做呢？”

曾子和他的思想
曾子（公元前 505 年～前 435 年），

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现山东嘉祥，
一说山东平邑）人，是被灭亡了的鄫国贵
族的后代。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
子出名。十六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
颇得孔子真传。一生积极实践和推行以仁
孝为核心的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
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
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
值。编《论语》、著《大学》、写《孝经》、
著《曾子十篇》，后世尊奉为“宗圣”，是
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曾子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

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
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
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
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
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
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修、齐、治、平”是曾子的主要思想。
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
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心
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
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
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
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
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
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

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
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
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
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
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
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
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
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
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
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

“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
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 ；见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
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
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
而不应“人之有技，冒嫉以恶之 ；人之彦
圣而违之 ；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
让嫉贤妒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
重任 。  

吾日三省吾身。 楷书　作者　侯骁韬

笔墨价值形成的时代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笔墨价值形成的催化作用

 | 文　韩敬伟

论笔墨价值是一很大的论题，本文
在有限的篇幅内仅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中国画笔墨价值形成的催化作用。  

谈笔墨价值要论笔墨所承载的审美
价值。中国画笔墨的审美价值有深厚的
文化内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
其最高旨趣，不在于对客观事物做简单
的描摹，也不在于主观性情的抒发，而
在于通过笔墨形式表达审美主体冥合宇
宙生命精神，揭示天地旋律的奥妙，进
而不断地成就理想的人格，这是笔墨价
值的核心点。

这种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非
常重要的时期，那就是中国的魏晋南北
朝。这个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它特殊
的意义。东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已不复存在，适应于
社会发展的道家思想得到复苏，儒学也
玄学化了，佛家与道家相辅而行，“清谈”
之风得到兴盛，是一派十分活跃而宽松
的学术气象。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清
谈领袖崇尚老庄哲学，提出“贵无”思想。

认为 ：作为宇宙永恒的本体的“道”，即
是“无”。“无”是玄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这浑朴无名的

“道”虽非耳目所及，但是人类还是试图
用言、象之类工具来表达所体验到的宇
宙生命本质和天地旋律秘密的东西。尽
管孔子有 ：“言不尽意”，董仲舒有 ：“诗
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体会，
但这个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体现不了那
么透彻的东西，到了魏晋时代便成了清
谈主题，“言”、“意”之辩也成了玄学清
谈的重要内容。

这种学术局面必然对绘画产生深远
的影响，尤其玄学对绘画影响更为直接。
中国最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画论也产生
于这个时代，如晋顾恺之著《画云台山
记》、南朝宋宗炳著《画山水序》、南朝
宋王微著《叙画》、南朝齐谢赫著《古
画品录》等。这些绘画理论基本建立在
老、庄、易三玄的基础上，绘画所确立
的本质追求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虚、
玄远有直接的联系。也由于文人介入绘
画队伍之后，他们把绘画视为形而上的
体“道”行为，这同以前绘画只是奴隶

们所从事的工作，比方伎、杂役、卜巫
还要低下的小技大不一样，绘画开始有
了独立意义与价值。绘画作为文人士大
夫主体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他们排解
胸臆和追求理想人生及对大千世界玄妙
本体追求的一种外化形式。在当时，不
是被看成一门手艺，也不是那些低微人
所从事的工作。绘画如果能彰显自然本
体，揭示宇宙变化规律，就像《易》那样，
自然成为一项很高的智慧活动，非通达
玄理的人是无法从事的，这标志着真正
意义的中国画由此而诞生。从此绘画开
始分为两个群体 ：士体与匠体。顾恺之、
宗炳、王微、谢赫的审美趋向代表着文
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怀及理想追求，
因而也成为日后文人画的鼻祖之一。

笔墨价值的形成所外化出的艺术形
象，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审美表征，是
因为笔墨形式所表达的理想内容最能呈
现中华民族审美人格和心灵世界，也能
揭示中国文化根本点，并以独特的面貌
和历史厚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忽
略的重要地位，这与魏晋南北朝的时风
催化有必然的联系。

 《蔡树庵写生》

《浮云绕孤村》《林间老村》

《日出日落》

《杏黄村写生之二》 

《杏黄村写生之一》

韩敬伟，笔名老坡。1957 年 6 月生。1982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绘画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
奖 ；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第十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铜奖 ；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
展铜奖 ；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展银奖。主持中国
山水画专业教学建设与改革曾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

《陇上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