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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
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
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
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
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
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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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
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
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
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
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
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
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
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
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
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



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
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
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
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
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
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
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
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
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
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
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
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
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
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
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
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
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
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
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
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
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
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
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
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
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
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
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
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
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
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
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
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
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
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
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
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
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
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
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
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
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
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
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
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
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
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
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
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
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
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
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
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
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
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
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
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
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
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
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
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



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
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
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
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
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
“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
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
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
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
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
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
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
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
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
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
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
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
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
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
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
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
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
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
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



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
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
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
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
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
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
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
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
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
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
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
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
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
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
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
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
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
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
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
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
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
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
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
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



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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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论文篇二

（一）萌芽成型时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
周3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
整个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商
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
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
但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争客观
规律认识的局限，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国家经常以占卜、
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
战争指导思想；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



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
下有序，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荣时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
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古代军事大发展的
时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使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扩
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
和兵书著作不断涌现，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
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
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
的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
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
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
《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三）充实提高时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
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
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
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秦以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
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
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作战。从汉
到隋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测水之战等这样大规模、多兵
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
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
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诸葛亮的《隆中对》
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
争经验的兵书，其中汉初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后来的
《李卫公问对》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统完善时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历经宋、元、明、清（前期）4个朝代，
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火器逐渐普遍使用，使战争进入
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宋朝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
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
当政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
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叶开始重视武事，开办武
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
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
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
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
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
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
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成为
我国古代兵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
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
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书总共有1815
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而且内容丰富，分门别
类地概括了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逻辑性较强的比较完
整的体系。

（一）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源

《吴子》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
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争
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
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2.战争的性质

《吴子》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



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
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
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
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

3、战争的作用

《司马法》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
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
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
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
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
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符合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
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
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
表现出来。

（三）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
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
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
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
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
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
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
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律；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四）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
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
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
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
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
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
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
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
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
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
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五）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
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提出了将帅
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
严也。”《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约。”《武经总要•选将》提出考核将帅的“九验”：“远
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
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
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六）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
《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
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
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
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



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
成三军。”《兵有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
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
胆”“练艺”。

（七）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
的。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
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
“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
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
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
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
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
阵”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论等等。

（八）战争保障

1.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

《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
委积则亡。”《六韬・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
”因此，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地形

《孙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
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
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



我不能以制敌。”

3.用间

《孙子兵法•用间》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先知
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行军须知•用
间》则说：“间谍之法，于兵家尤为切要也。”

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
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
略速决和伐谋取胜，另外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
力量的深刻认识。

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
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攻防战术和胜
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
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
特殊问题。

《孙子兵法》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
的产物，也是孙武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所结出的硕果，被誉
为古今中外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古代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
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
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
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



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
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
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
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
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
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
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
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
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
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
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
的立足点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
敢轻易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
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
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
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
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条
规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指导战争
的意义上讲，是先求可胜的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谋略，是指用兵的计谋。《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谋



略制胜，它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敌
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综合斗争，也是双方军事
指导艺术的较量，即斗智。

诡道制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用兵打仗是
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军事上的诡道是指异
于常规的一些做法。“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在战争的舞
台上，如果对敌人讲“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敌所制；如果
能较好地运用诡道,造成敌人的过失，创造战机，那就会陷敌
于被动。孙武将诡道归纳为隐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及对敌八
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上兵伐谋；其
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而指出:“善用兵者，屈
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
就是以计谋攻敌的原则和孙武全胜的思想。当然，“全胜”
的思想，不战而胜，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如果没有
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孙武还总结了若干作战用兵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
示形、动敌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
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
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
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将帅还没有取得士卒的
爱戴和拥护就去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心服，心不服就很难
使用他们去作战。将帅已经取得了士卒的爱戴和拥护，而纪



律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去作战。因此，一方面要
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
他们行动整齐。这样才能战必胜。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贯彻执
行，都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信赖的缘故。

（五）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经久而不衰，与
它反映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孙子
兵法》反映的唯物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认识，
冲破了“鬼神论”和“天命论”；二是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
战争胜负的基础；三是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军事上的作用。
其原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能够正确认识战争中各种矛盾
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概念
和范畴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如敌我、攻守、胜负、迂直、
强弱、勇怯、奇正、虚实、分合、久速等，并充分论述了在
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它的科学价值是不
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它诞生在2000多年前，难免存有时代
的局限。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学
习运用时要把握总体的精神，而绝不能纠结于个别词句不能
自拔甚至看不到这部著作思想上灿烂的光辉。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论文篇三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
统诗歌。也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

对于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可概括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
词-元曲-现代诗。

楚辞：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
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



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楚
辞发展了诗词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
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
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汉赋：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
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
时代成为主要的诗词形式。

唐诗：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
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
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
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宋词：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
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
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
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
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
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
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
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曲：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
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
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
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之后兴起
的新诗体。

现代诗：“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
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
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



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
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
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
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
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
和郭沫若的《女神》。

诗词介绍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
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
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
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中国
词起源于隋唐，流行于宋代。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
种草根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诗词仍然深受普通大众青睐。

基本含义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
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
《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
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是合为
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
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
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体诗词，
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指旧
体格律诗、词。

词

简述

属于诗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是民间歌谣发



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句子长短不一。注：“词”与
“辞”在“言词”这个上是同代，一般只说“辞”，不
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词”后来又
逐渐按一定的曲调来填写，即词牌;如“满江红”“蝶恋
花”“江城子”“西江月”“浪淘沙”等，它由曲名发展而
成，例如“西江月”原本是唐朝教坊展柜唱的曲名，后来以
这种形式填词，便逐渐成为一种词牌。

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
因此又叫长短句。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大
调亦称长调(91字以上)。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也称之为“片”。

诗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
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
《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
《楚辞》。

特点

**62字洞仙歌83字

更漏子46字甘草子4河传61字何满子74字

黄河清慢98字贺新郎116字

减字木兰花44字锦缠道66字江城子70字

浪淘沙54字临江字满庭芳95字摸鱼儿116字迈陂塘116字

南歌子52字南乡子56字念奴娇100字

卜算子44字菩萨蛮44字普天乐46字

清平乐46字鹊桥仙56字青玉案67字沁园春114字青门引42字



如梦45字苏幕遮62字水调歌头95字

双双浣溪沙48字太常引49字踏莎行58字

唐多令60字天仙子68字

乌夜啼36字望海潮107字武陵春49字

相见欢36字西江月50字小重山58字谢池春66字

忆江南27字忆王孙31字谒金门45字忆秦娥46字虞美人56字

一落索46字阮郎归47字一斛珠57字玉楼春56字一剪梅60字

诉衷情33字定西番35字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论文篇四

军事和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课题。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
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

在《论语》的《卫灵公篇》中有一个对话: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
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什么？孔子断然拒绝讨论“军旅之
事”，是孔子真不懂军事吗？这恰好说明了孔子对于军事和
政治的关系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文武之治，正反相关。
在人类社会，军事政治一体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无政治
则无军事，明矣。

经历了春秋战国无数残酷战争的灾难，道家对于人类战争提
出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警告：



道家对于战争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好战的思想和军
备竞赛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哲学总结和政治评判：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
左，用兵则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
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
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
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
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
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从来没有好下场。按照中国文
化的观念：“止戈为武”。一切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
了和平。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
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以“杀伐为能”、互相伤害，争斗
是非输赢，追求利益之短长，得失利害永无止境，冤仇相报
永不罢休。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庄子《应帝王
篇》提供了一个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



《庄子·内篇·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
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
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
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
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
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
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
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
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
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
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
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
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
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
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



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
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
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
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
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
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
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
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
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
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
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
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
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
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
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
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
七日而浑沌死。

中国现代军事思想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史论文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论文篇五

教学活动,是智育的`中心环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本文
综述了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王充、韩愈、朱熹、王
夫之、颜元九位古代教育家的教学思想,并去伪存真、汲精取
华,以企对今天的教和学有所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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