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充文化知识材料
1.	 孔子与儒家学说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名字叫孔
丘，“孔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建立了以	 “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
两千多年来，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礼”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孔子看来，“礼”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包
括制度、规则、礼节仪式等方面。孔子对礼是非常重视的，不但认真学习，身体力行，而且要求
弟子们都要严格遵守。“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认为，“仁”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爱
人”，它不仅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同时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倡导“仁”政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
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义”也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义”是应当的、合理的意
思，它体现了“仁”的精神，也是“仁”在行为上的具体实践。

	 儒家学说在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立即成为主流思想。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当时的中国已
是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治者发现孔子创造的这一学说很适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
定，于是就把它定为整个社会必须遵从的主导思想。

	 孔子除了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教育家。在孔子的时代，普通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条件，而
孔子办私学，“有教无类”，让普通人都可以受到教育。据说，他的学生达3000人之多，其中非
常有成就的就有72人。他在教学中重视因材施教，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所
以受到学生的尊崇。他的学生中有很多继承了他的思想，努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并作出了一
定的成就。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包括孔子的语录以及他和学生们
的对话录。在中国历史上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意思是说，只要学到了《论语》中
一半的理论，就足以去治理国家了。由此可见，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继孔子之后，又产生了一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他所提出的“性善”论及“仁
政”学说就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唐代以后，《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孟子被尊为“亚
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对传统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过渡时期，代表各个阶
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与要求，对宇宙、社会以及
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诸子百家”是对这一时期众多思想学派的统称，其中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
家，另外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现将几个主要的学派介绍如下：

	 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学派在春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在战
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老子名叫李耳，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道德经》开创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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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
是“道”。“道”的概念在本质上既不可以界定，又不可以言说，是整体与过程的统一。在人生
论上，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和“无为而无不为”，即不刻意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依事物的自然
特性，顺其自然地去做。庄子名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宇宙的契合。在人
生论上，庄子采取安命与齐物的人生态度，追求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庄子的学说对中国艺术
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
任用官吏时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要求有一个安定
的社会，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还提出了“兼爱”“非攻”等理论。

	 法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到后期，韩非是集大
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是同学，出身于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
家思想的成果。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这些文章，曾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
论。“法”指“法令”，是社会的准则与根本；“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势”是指君王
的地位和权力。韩非认为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的学说对
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3.	 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是民主革命先驱。他本名孙
文，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后人习惯称他为中山先生。

	 1866年（清同治五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
苦农家。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期，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
12岁时，他投奔了在檀香山（即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从事农业的哥哥孙眉，此后又在香港、广州
等地读书，受到了较系统的现代教育。

	 1892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由于他医术
高超，前来求医的人很多。但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便借用医术联络有志改造中国
的仁人志士。

	 1894年10月，孙中山再次远渡重洋，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经过多方联络发
动，孙中山于同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
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国提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欧美式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
义”。自1895年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虽屡屡失败却从没放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得到各省响应，清朝灭亡。因为这一年是辛亥年，
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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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
体。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后阴谋复辟帝制，孙中
山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开展护法
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非常国会又于广州议定组织
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再次就任大总统。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陆海
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同年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国共两党实行合作，推
进国民革命。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
主义”。同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孙
中山因肝癌不治，逝世于北京。

	 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而奋斗终生，为中国的民
主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因此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怀念。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长
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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