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 弘扬传统文
化的经典名言警句(模板8篇)

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你可以默念几个正能量的口号，鼓舞
自己的勇气。一分钟总结中，我们可以运用排比、设问、反
问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一分钟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一

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
今日》

4.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孟子·离娄上》

5.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顾宪成

6.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
任安书》

7.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8.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9.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10.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破也，而不可夺赤。——
《吕氏春秋》

11.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12.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13.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桓宽《盐铁论·孝养》

1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1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二

2.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管子》

3.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4.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5.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6.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7.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8.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

9.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1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11.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

12.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1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
安石列传》



14.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鱼父》

15.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

16.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白
居易《策林》

17.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

18.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
身》

19.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20.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三

2、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3、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
安石列传》

4、失信不立。――《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5、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6、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鱼父》

7、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

8、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白
居易《策林》

9、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



10、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

11、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
子·修身》

1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13、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14、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15、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1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
于今日》

17、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18、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孟子·离娄上》

19、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顾宪成

20、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

21、改过不吝。――《尚书·仲虺之诰》

2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报任安书》

23、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24、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25、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26、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破也，而不可夺赤。——
《吕氏春秋》

27、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28、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29、记己有耻。――《论语·子路》

30、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桓宽《盐铁论·孝养》

31、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32、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33、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官》

3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35、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管子·五
辅》

36、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

37、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38、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39、父慈而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41、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

42、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



43、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

4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
语·子路》

45、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

46、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

47、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
传序》

48、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

49、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
庸》

50、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

5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52、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

53、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54、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

56、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荀子·劝学》

57、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
兽。——《劝孝歌》

58、见善则迁，见过则改。——《周易》



59、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60、百闻不如一见。——《后汉书》

61、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荀
子·性恶》

62、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
高。——《管子》

63、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64、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蓼莪》

65、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66、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67、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68、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6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70、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

7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72、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轼《晁错论》

73、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管子·形势
解》

7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滕文公下》

75、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76、仁者寿。――《论语·雍也》

77、率义之为勇。――《左传·哀公十六年》

78、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王夫之《周易外传》

79、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秦伯》

80、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
问入官》

81、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

8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

83、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84、视死如归。――《管子·小匡》

8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86、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87、人之有德与我也，不可忘也；吾之有德于人也，不可不
忘也。——《战国策·魏策》

89、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90、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91、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



92、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

93、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

94、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

95、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96、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论语·述而》

97、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管子·牧民》

98、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99、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100、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101、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

102、为善则预，为恶则去。——颜之推《颜氏家训·有事》

103、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104、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

105、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诫外生书》

106、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北朝乐府民歌

107、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108、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

109、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

110、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
上》

111、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王之涣《登黄鹤楼》

11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11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

114、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
年》

115、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116、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
也。——《荀子·劝学》

117、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

118、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119、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王勃《上刘右相书》

120、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
语·八佾》

121、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资治通鉴》

122、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增广贤文》



123、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吕氏春秋·用众》

124、君子以俭德辟难。――《周易·否》

125、轻诺必寡信。――《老子》

12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
子-梁惠王上》

127、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
经·天子》

128、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

129、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130、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四

1、弘扬传统文化，守护精神家园。

2、纵有金山银山，难买文化遗产。

3、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

4、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祥和社会氛围。

5、用心传承文明，用行成就未来。

6、秉承祖先智慧，传播华夏文明。

7、传播传统文化，修身美家平天下。

8、传承华夏文明，引领立志修身。



9、传承东方典藏，智育华夏儿女。

10、传播东方智慧，点睛中国商战。

11、培养中国魂，树立中国心。

12、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3、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14、传承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营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15、传统文化播神州，华夏文明永流传。

16、感受文化色彩，领悟遗产真谛。

17、弘扬传统文化，共建幸福中华。

18、知儒道孝易，看学苑汶林。

19、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20、传承古文化，塑造新人才。

21、传统文化，让生活更美好。

22、传播东方智慧，辉映卓越人生。

23、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24、千古文化留遗韵，一代文明展新风。

25、留住历史天地间，再现华夏五千年。

26、继承中华文明传统，挖掘优秀文化精髓。



27、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8、承千年精粹，为往圣继绝学。

29、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30、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31、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32、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

33、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34、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35、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

36、破坏古迹，就是破坏你的未来。

37、保护古迹，是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五

1、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2、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3、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4、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

5、人冀子孙贤，而不敬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
也。——(清)王卓《今世说》



6、兴亡，匹夫有责。——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

7、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管子》

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9、学至乎没而后止。——《荀子?劝学》：学习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才算中止。

10、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鱼父》

11、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12、而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3、培养中国魂，树立中国心。

14、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

15、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16、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7、弘扬传统文化作文推荐

18、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管子·形势
解》

19、传播东方智慧，文化润泽心灵。

20、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21、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22、一百三十六、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鱼父》

23、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24、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25、失信不立。——《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26、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敬学。——出自(汉)韩婴
《韩词外传》。

27、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
年》

28、一百五十六、仁者寿。——《论语·雍也》

29、保护文化遗产，我们仍需努力。

3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31、一百三十、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

32、一百二十四、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33、师者，人之模范也。——杨雄《法言·学行》。

34、过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李觏
《易论第九》

35、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王夫之《周易外传》

36、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励志警句

37、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
子·滕文公下》



3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
子-梁惠王上》

39、一百二十、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老子》

40、贫而无诌，富而无骄。——子贡

4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42、弘扬传统文化美德作文

44、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

45、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46、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
史·王安石列传》

4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49、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50、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

51、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
楼记》

52、改过不吝。——《尚书·仲虺之诰》

53、一百三十八、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54、保护文化遗产，彰显文明中华。

55、传播东方智慧，点睛中国商战。



57、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

58、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

59、一百一十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

60、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晏子春秋》

6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62、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陆九渊《与傅全
美》

63、文化成就未来，遗产不容忘怀。

6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
语·子路》

65、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

66、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写怀》

67、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破也，而不可夺赤。——
《吕氏春秋》

68、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

69、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70、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71、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

72、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73、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文明祥和社会氛围。

74、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

75、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76、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

77、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石成金《传家
宝·俗谚牧民》

78、慈鸦尚还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
兽。——《劝孝歌》

79、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
白居易《策林》

80、不辱，知止不殆。《老子》

81、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北朝乐府民歌

82、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83、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8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论语·述而》

85、传东方智慧，品华夏文化。

86、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秦伯》

87、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
语·八佾》



88、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

89、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90、人必先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先自敬也，然后人敬
诸。——扬雄《法言·君子》

91、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管子》

92、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93、父慈而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4、疾学在于尊师。——《各氏春秋·劝学》。

95、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报任安书》

96、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桓宽《盐铁论·孝养》

97、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98、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99、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100、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顾宪成

101、传统文化播神州，华夏文明永流传。

102、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103、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



10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创新。

105、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
于今日》

106、老人不讲古，后生会失谱。——佚名

107、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109、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

110、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资治通鉴》

111、弘扬文化遗产，构建文明世界。

112、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11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114、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
年》

115、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

1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117、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增广贤文》

118、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
安书》

119、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120、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王守仁《改过》



121、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122、文化遗产，让中国更有魅力。

123、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
庸》

124、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管子·五
辅》

125、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126、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公孙丑上》

127、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官》

128、一百一十二、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
子·喻老》

129、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130、传承东方典藏，智育华夏儿女。

131、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132、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荀
子·性恶》

133、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134、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大力推动文化创新。

135、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136、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六

2、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刘禹锡

3、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4、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5、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举成名。——司马迁

6、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战国策》

7、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

8、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

9、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基

10、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11、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

12、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13、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

14、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15、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16、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

17、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18、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

19、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

20、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王勃

21、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22、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

23、见义不为，非勇也。——论语

24、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25、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元曲《争报恩》

26、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27、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

28、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29、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罗梅坡

30、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31、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3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3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

3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七

2、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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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7、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8、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9、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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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弘扬传统文化的名言人名言篇八

2.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3.兴亡，匹夫有责。——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

4.自侮，然后人侮之。《孟子·离娄上》

5.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顾宪成

6.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报任安
书》



7.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

8.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9.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10.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破也，而不可夺赤。——《吕氏
春秋》

11.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12.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13.于质实，不在于饰貌。桓宽《盐铁论·孝养》)

14.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15.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