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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家谈国学》系“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丛书”之一，汇集了国内学术界一流的
知名学者和专家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演讲文稿。
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从多视角对悠久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导读式讲解，可
谓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本书的绝大多数主讲人都是学界相关领域的权威，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所讲内容高屋建瓴，并
且用平实的语言把看似高深复杂的知识和思想讲解得透彻明晰。
此书对于需要丰富国学知识的广大干部、高校学生、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其他文学爱好者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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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论语》导读　　钱逊，1933年10月生。
清华大学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
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
》及论文若干篇。
　　大家好!刚才主持人介绍时说到我父亲。
我常常讲，名人的孩子绝大多数没出息。
所以，我总觉得不要拿这个误导大家。
其实，我在传统文化问题上是半路出家的。
大体上是这么个情况。
1953—1980年，那段时间我是教马列的，教过联共党史，教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算下来是28年时间。
1981年开始，我转到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讲儒学，算下来到现在还不到28年。
所以说我是个半路出家的。
当然说什么家学渊源等等，就更说不上了。
　　今天要我来讲讲《论语》。
原来说讲《论语》、《孟子》，我考虑两本书一起讲，时问太紧了，所以就改成只谈《论语》。
也算不上导读，只是把这些年来自己读、自己研究时候的一些体会和认识，和大家做个交流。
　　一、《论语》其书与孔子其人　　（一）《论语》其书　　我们的国学系列讲座把《论语》放在
第一本，是很有道理的。
《论语》这部书主要是辑录了孔子当时和弟子的一些对话和孔子当时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况，也有一小
部分是弟子的一些言论。
《论语》是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徒子徒孙吧，把当年的这些材料回忆、记录
下来，编成一本书。
这件事经过了一个长的过程，现在已经说不清楚究竟是哪年，或者哪段时问里面编成的，有人考证说
，是在孔子死后几十年，也有的说是在孔子死后二百年以后才编成。
　　这本书虽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但是它是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和了解
儒家思想，以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一本书。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的，儒学的最基本的思想是反映在《论语》里面。
当然，最近一些年出土的一些材料，那里面有一些在《论语》里没有见到的关于孔子思想的材料，但
是那些材料在很长时间里失传了，最近才出土。
在孔子死了以后2000多年时间里面，大家学习、了解孔子的思想、儒家思想最基本的材料还是《论语
》。
尽管现在出土了很多新的材料，但是最基本的材料还是《论语》这部书。
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国学，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第一步先了解《论语》，这是很有道理的。
过去都认为《论语》是本必读书，有人说《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这话是有道理的。
就今天来讲，我也觉得《论语》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必读书。
特别是我们比较有文化的在座的诸位，最好还是读一读，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不同的人读它，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人们写《论语》，讲《论语》，都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认识
和体会去写、去讲，免不了会掺人自己的思想。
所以不能只是听人讲，或者只是看别人写的书，一定要自己读《论语》的原文，直接从《论语》的原
文里面体会、吸取它的智慧。
不要随便拿一本书就跟着这个书的作者走，结果很有可能，你所得到的是这位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孔
子的思想。
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去读原文，这样就会有自己的体会。
随着自己经验的增长，自己经历的增长，你反复读，会不断有新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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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它里面的智慧是吸取不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都能读一读。
也可能一开始读的时候会有困难，文言文、历史知识等方面可能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坚持读下去，必
定会有收获。
而且我们读这个，不是做专门研究，不必要求每一字每一句都搞清楚。
有的地方，你读了，一开始看不懂，先把它跳过去也可以。
但只要你读下来，有那么几点，哪怕只有一点，你觉得很有启发，和自己生活很有关系，可以从中吸
取智慧，对自己思考问题、认识和处理问题，对自己的成长提高有帮助，你就有收获了。
如果能长期坚持，反复地读，读得多了，自然收获也就多了。
　　现在《论语》的本子很多，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版了很多。
我想这里介绍两本，这两本我感觉可信度大一点。
一本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的。
这本书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评论，只做了注解和现代汉语的译文。
这样子，它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书的原意，就是文字意义，其他的就由你自己去体会，一般认为它
的注释、译文是比较准确的。
另一本是先父的《论语新解》，现在大陆也有出版。
这本书有一些解释、发挥，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读起来可能稍难些。
　　（二）孔子其人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鲁襄公22年，即公元前551年。
和世界几大文化思潮的创始者相比，他比释迦牟尼晚6年，比耶稣要早551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
更晚一些，在孔子死后1100年。
做这么个比较，主要是想说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可以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是现在世界
上影响最大的四大思潮之一。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个是宗教，中国儒学不是个宗教，但是它的影响不在这三大宗教之下
，甚至可以说它影响的人数、影响的时间与其他三者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孔子的先祖是殷商时期王室的成员。
殷灭亡以后，西周时把殷朝的后裔分封到宋，孔子的先祖成了宋国的贵族。
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到了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的时候，因为宋国动乱成灾，孔子的族人就离开宋
国，到了鲁国。
这时他们失去了贵族的身份，成为平民。
孔子生在鲁国的陬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平民，所以家境很贫寒。
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生活在一个贫贱的家庭里。
当时孔子做过一些小吏，管过仓库，也管过放牧。
《论语》上说，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为政》）　　15岁的时候，志于学，就是说他开始了各方面的学习；三十而立，30岁的时候就
学有所成，并且做了一件事，即开办私学，开始招收徒弟，自己授学。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孔子办的学校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私学，或者说是中国第一批私学中的一所。
在这之前的学校都是由官府办的公学，而且入学的都只能是贵族子弟。
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天子的权力下降，诸侯国各自发展，壮大自己。
除了诸侯国，还有下面的大夫也扩大自己的力量，造反的事情不断。
因此整个官府的力量被削弱，而下面的力量发展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在官府掌管教育、掌管文化的一些人，就流落到了民间，他们也把所掌握的文化
知识带到了民间。
孔子开办私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从这一点上来讲，孔子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过去，人们都尊他为万世师表。
现在，我们很多学者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把孔子诞生的日子作为教师节，其意思就是要让我们世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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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纪念他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
　　51岁的时候，孔子开始出仕。
所谓出仕，就是从政当官，开始是做中都宰，就是中都这个地方的长官。
当时孔子的政绩很好，所以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开始做中都宰，后来成了司空，再后来升到大司寇。
司空是管财务的官吏，大司寇是掌管司法的官吏。
但是因为孔子的一些主张和当时鲁国当权的人不合，所以他只做了三年官，就离开了鲁国。
　　孔子55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去过当时的卫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等地，这些事情在《论语》里面都有反映。
他所到的地方，大体上是在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一带。
孔子一边办学——带着弟子一起边游历、边教学；一边向各个国家的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在当
时没有得到当政者的信任。
所以，孔子生前，他的一些主张并没有被当权者所用，而且一般都被认为是迂腐、不切实际的东西，
这在《论语》里面也有反映。
　　孔子一生的活动，主要是教育。
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或者说他主要有两个贡献。
一个是他总结并继承了远古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成果，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孟子有一句话，说孔子是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是说孔子总结继承了他以前2500年的中国文化的成
果。
具体地说，他对古代的文献做了很多的整理工作。
比如，《尚书》是古代记载历史的一些文件，孔子对它做了整理。
孔子还对《诗经》做了编订，从原来的三千首中选择、编订了三百零五首，形成了现在人们读到的《
诗经》版本。
另外，孔子还删修了当时鲁国史官记载的史书《春秋》。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总结古代文化的发展成果的过程。
在这个基础上孔子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孔子兴办了中国最早的私学。
史书上说，孔子的弟子累计有三千人之多，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七十二位贤人是弟子
中比较有成就的。
现在我们在古籍上能查到有名有姓的有七十多个人。
孔子通过办学，将他平生所学传授给弟子，后来这些弟子，有的从政，有的也办学，这样就逐渐形成
了所谓的儒家学派。
战国时期，儒学就已经成为了显学。
当时韩非子的书上有一句话，叫“今天下不归儒，即归墨”，说明儒学和墨家是当时的两大显学。
汉以后儒家学派又逐步成为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干部分。
所以，可以说孔子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人。
五千年文明史，到他这里两千五百年。
他整理古代的典籍，总结继承了以前的发展成果，提出了他自己的儒学思想，开启了他以后的两千年
，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他是这么一个人，总结了前面的，影响了后面的。
　　二、《论语》的主要思想　　下面主要讲讲《论语》的思想。
　　对《论语》的思想也只能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纲要性的介绍。
刚才我也说了，很多的需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很多东西可能我没有体会到，我讲不到的，诸位自己读
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体会。
《论语》的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做人。
中国人很重视讲做人的道理，《论语》的中心就是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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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一段时间，把儒家思想，把《论语》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
其实，主要不是这个。
它中心的问题是讲做人，是关于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生的一种学问。
我们读的时候也要注意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去体会。
　　讲到做人，很多人立刻就会联系到道德，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认为讲做人就是讲道德。
实际上做人的道理，涉及到很广泛的领域、很多的问题。
首先有一个怎么看人、怎么认识人的问题；其次，怎么认识社会？
怎么看人和社会的关系，怎么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还有怎么处理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等，这里面涉及很
多道德的问题，但并不仅是道德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人的社会生活，整个社会要怎样通过政治，通过教育来教给大家做人的道理。
这个社会怎样才能有利于每个成员的提高，而每个成员的提高又怎样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
这些都属于做人的范畴，在孔子的思想里面都有涉及。
这些内容，如果用现代学科分类来看的话，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道德、哲学等各个领域
，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做人这个中心问题。
　　今天我想从为人之道、为政之道和教育思想这几个方面来讲，另外还有一些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
问题，如和为贵、中庸之道等。
下面，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做一个介绍。
但是大家理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讲做人的，中心是讲做人。
　　（一）为人之道　　《论语》里面做人的道理可以从三个方面说。
一个是人生理想问题，人要有一个理想的目标，你究竟为什么活着？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古代叫立志。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要求。
这里面孔子讲，一个是仁，一个是礼。
或者说一个是德，一个是礼。
德就是讲道德，孔子提倡的道德就是仁。
这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
现在我们给孩子们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讲孝、忠、诚信都属于这一部分。
仁和礼，这是做人的道德要求。
　　第三个是修养。
理想、道德都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毕生艰苦地、自觉地修养才能达到。
　　1．理想问题，立志问题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浑浑噩噩，糊涂一生。
看看周围的人，有各种情形。
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一个时期流行一句话，叫跟着感觉走，还有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只要我高兴就好。
他不想将来，没有目标。
这个比较流行于所谓新新人类。
也有一部分人不是那样，但是他也没有目标。
比如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学生，他有什么目标？
他说我要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是现在很多青年人的目标。
实际上考上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人生目标呢？
不是，它只是眼前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很多人只局限于这个的话，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遇到的这样的现象：他上大学以前很刻
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都可以牺牲；一考上大学以后，没劲了，不知道往哪走了，一下子松下
来，学习也没有动力了，可能就会走上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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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什么？
他没有真正的人生目标。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有目标的，很多人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步要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了再考研究生，我有了这个学历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婆或者嫁一
个好老公，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有大房子，坐大车子等等。
这就是他的目标。
在农村的就是要摆脱农村的环境，能够生活得比较好。
总之，改善物质生活就是他们的目标。
也有更高一点的，就是要实现自我的价值，要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念大学，读博士，要有创造，将来拿诺贝尔奖；运动员，要拿金牌。
这都是有志气的。
他认为这样能够表现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也是一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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