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儒学讲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儒学讲稿>>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8925

10位ISBN编号：710105892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周桂钿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儒学讲稿>>

内容概要

　　全书共三编，十九讲，主要内容包括儒学历程简述、儒学关键词、懦学与当代社会等。
相信《中国儒学讲稿》对儒学研究者有一定的帮助。
　　儒学的特点是言行一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精神境界，包括道德情操，思维能力
和审美情趣。
不是只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的表面的东西，与自己心灵深处没有关系的东西。
《中国儒学讲稿》勾勒出了儒学的发展脉络，诠释了儒家关键词汇，在概念的解说中反思过去，在历
史的梳理中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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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桂钿，1943年1月生于福建省长乐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曾任哲学系系主任
（1994—2000），已培养博士生十几名。
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等。
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50篇，出版专著十余种，合菩多种。
《中国传统哲学》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材，在韩国翻译出版。
主要著作有《董学探微》、《虚实之辨》、《秦汉思想史》、《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中国传统
政治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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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孔子生平　　《史记·孔子世家》详细记载了孔子生平。
按《史记》人物体例，分本纪、世家、列传。
以天子为本纪，如《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孝文本纪》等，以诸侯为世家，如《齐太公世家》
《晋世家》以及汉代的新封诸侯如《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
孔子不是诸侯，却列人世家，是对孔子的特殊处理。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孔防叔，其父是叔梁纥，其母颜氏。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
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文化，到十七岁，就由于“年少好礼”，被鲁大夫视为特别有发展前途的有为
青年。
他自称青少年时贫贱，因此学会很多生活与生产技能。
开始做过一些小吏，认真负责。
鲁君并与他一起乘车去周都。
这时孔子可能已经五十多岁。
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告诉他：“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日：‘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
，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许多人以为只有儒家讲仁义，在这里，老子还自称“仁人”。
有才能的人经常损害别人的利益，必遭危害，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意思。
　　后来孔子被提拔为司空。
由于齐国的离间，他只好出走。
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孔子离开鲁国，先到齐国，受到排斥，到了宋国、卫国，曾被驱赶，到
了陈国、蔡国，遭遇穷困。
十四年后又回到鲁国。
鲁国君王还是善待他。
　　二　孔子的贡献　　孔子说自己的成长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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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为政》）孔子将上自唐虞下至秦缪的资料编排出来，作为教材，这就是《尚书》，意思
是上古之书，是历史资料，也是史学教材。
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选择了三百零五篇，分为《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诗》即《
诗经》。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
”（《论语·为政》）孔子晚年对《周易》特别感兴趣。
他读《周易》，由于反复翻阅，联编竹简的绳子多次断开，所谓“韦编三绝”。
《论语·述而》有类似记载。
这完全可以确定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
曾有人企图篡改这一事实，后来在出土文物中也发现孔子与弟子讨论《周易》的记载。
流传本与地下文物可以互证，这应该是定论了。
于是，《史记》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读《易》，韦编三绝。
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都是可信的。
那么，《易大传》或称“十大传”是孔子的创作，这个传统的说法也应该是可信的。
过去疑古时代，否定这一事实，根据是不足的。
孔子对此前文化的整理，是有大贡献的，是集先圣之大成，故孔庙的主殿称为“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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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鲁国的史记“作《春秋》”，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历史
，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贯穿在其中。
孔子告诉弟子：“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认为《春秋》是自己的创作，也是代表作。
他自称“述而不作”，《春秋》则是例外。
　　孔子作为最早的民间教师，将贵族文化（主要是礼）传播到民间，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
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开了先例。
这是一大创举，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慎：齐、战、疾。
”这里讲“诗书礼乐”是学习课程，“文、行、忠、信”是品德教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是思维方法的训练。
慎重处理的事有三项：一是斋戒，二是战争，三是疾病。
孔子的教育是成功的，经验是丰富的，理论是深刻的。
他的启发式教学，至今还是很有意义的。
有的人认为“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大者
之旁，无所不容。
”（刘向《说苑》卷十七《杂言》）这个“杂”说明儒家“有教无类”。
追求纯粹，怎么可能大呢?孔子是倡导普及教育的，因此才有三千弟子，形成作为显学的儒家学派。
成分复杂，思想复杂，兼收并蓄，有容乃大。
　　儒家学派是孔子创立的。
他们的思想体系就称为儒学。
孔子是怎么创立儒学的呢?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他对贵族文化有所了解，再加上他好古敏求，好学
深思，在游学中深入社会，了解实际，研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渐形成他的思想体系，就是
儒学。
他在指导弟子时，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互相启发，使儒学体系丰富发展，并逐渐完善起来。
　　三　孔子的影响　　孔子死后，鲁哀公对他表示哀悼。
弟子皆服丧三年，只有子贡在墓旁建庐住上六年。
子贡还栽种了楷木，并用楷木雕刻孔子夫妇的像，保存至今。
弟子与鲁国人到墓旁住的人有百余家，成为一个乡村，叫“孔里”。
孔子墓地有一顷大，诸儒到那里讨论礼，举行乡饮或大射活动。
故居开辟为庙，将孔子衣冠、琴、车、书都保存在里面。
二百多年后，汉朝创立者刘邦经过鲁国，“以太牢祠焉”，用最高级的祭祀来祭祀孔子。
诸侯卿相到这里来，经常先拜谒孔庙，然后赴任从政。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的最后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用许多君王反衬孔子，君王都是当世则荣，活着的时候很荣耀，死后也就消失了，被人遗忘了。
而孔子只是一个教师，传十几代，还有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天子王侯讨论“六艺”，还要以孔子的
说法作为标准。
司马迁首次使用“至圣”这个词，表明是最高的圣人，因此将他放在世家之列。
而先秦时代有许多思想家如管仲、子产、老子、墨子、庄子等，都没有列入世家。
这也说明孔子的至圣地位。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六月，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后代孔均为“褒成侯”
，负责定时祭祀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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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封“至圣文宣王”。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代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
清代顺治时定孔子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皇帝题孔庙大成殿匾额“万世师表”，也成为
清代皇帝对孔子的崇高评价。
从追谥到封号，可以看到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历代当政者是如何尊崇孔子的。
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改朝换代，甚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孔子儒学一直是有极高价值的，未曾被抛
弃。
“万世师表”已经挂到了许多孔庙的大成殿上。
孔子成了“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
　　时过两千多年，孔子的影响并没有削减，反而增强了，不但影响了两千年后的中国大地，还影响
到周边国家，对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现在也开始传到西方国家，2007年已经在五十多国成立一百八十多所孔子学院。
“和而不同”的牌子已经挂到许多孔子学院里。
美国与欧洲也立有孔子塑像。
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被写入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全世界宗教会议最后发表的《全
球伦理宣言》，被认为是适用于任何人群的绝对法则，并有了数千年的实用经验。
　　四　孟子的生平和思想　　孟子名轲，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寿八十四，是战
国中期的著名儒家。
著名的孟母三迁讲的是：孟子小时候住在墓葬区，小孟子学着别人哭葬，孟母（仉氏）认为这对孟子
的成长不好，就迁往闹市区；后来小孟子学着商人讨价还价，孟母认为这对孟子的教育也不利，于是
再迁到学校旁边；于是小孟子跟着学生诵读诗书，孟母认为这对教育孟子最好，于是就定居下来。
这里反映一种观念：小孩是善良的，社会环境好不好，会影响小孩的品德情操。
这为以后孟子提出人性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有孟母断机喻学的故事流传甚广。
孟母教子有方，被称为母仪天下，是天下母亲的模范。
孟子出生在四月初二，这是孟母成为母亲的日子。
李汉秋、骆承烈、王殿卿等学者参加策划，以此日为中华母亲节。
一批学者这一天（2007年5月18日阴历四月初二）在孟子出生地山东省曲阜市小雪镇凫村举行首届中华
母亲节庆祝大典及纪念孟子诞辰二千三百七十九年的祭祀活动。
我作为组委会主任，在会上致词。
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同意定四月初二为母亲节，因为当地村民长期以来都是在这一天纪念孟子，已经
约定俗成。
二是东西方文化各有优长，既不要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要崇洋媚外。
既要保存本国的优秀传统，也要吸纳外国的优秀文化。
三是组织者安排发言有眼光，能针对社会上对母亲节的反响，让专家学者作出回答，表达会议的总体
精神。
会后，又到孟母林举行祭祀活动。
　　孟子崇拜孔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
因此，孟子继承孔子、子思的学术，成为战国中期最著名的儒学大师，后称亚圣。
现在邹县有孟庙即亚圣庙，也有孟府、孟林，还有孟母林，合称四孟。
　　在战国前期，儒、墨并称“显学”，到了战国中期，儒学被边缘化了，杨朱一派与墨翟一派成为
显学，流行于天下。
孟子为了维护儒学，挺身而出，辟杨、墨。
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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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辟杨墨，捍卫儒学，对于儒学复兴，贡献极大。
　　孟子也曾周游列国。
当时天下大乱，孟子提出人性善，行仁政，争取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人民想要的，替他们办到；二是人民反对的，要帮
他们去掉。
这也就是兴利除害。
如何兴利除害?孟子提到一些最重要的措施：首先要给人民有一定的“恒产”，恒产就是土地。
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证。
丰收年，可以生活得富裕些，歉收年，不至于饿死。
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抚养子女。
这样人民就会安心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
这就是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
有了生活保证以后，就要进行教育。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孟子，滕文公上》）富裕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人就会变得像禽兽一样，不懂礼义，缺乏道
德。
因此，孟子十分重视对人民进行伦理教育。
另外，孟子还非常强调任人唯贤，如果坏人掌权，什么好事都会被搞乱了。
他提出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是需要认真体会的。
孟子主张“　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
仁人适宜在高官的位子上；如果不仁的人在高官的位子上，会将恶劣的风气传播给群众。
当官以身作则，当官不遵守道义，百姓就会不遵守法律，天下就不可能安定。
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有的人是好人，是贤者，但未必适合为官当政，做官与做人是不一样的。
对于贤人要尊重，未必都让他们当官。
“使能”，是任用能力强的人来办事。
“能”，是指能人。
道德与能力，是当官的两个必要条件。
愿意为人民办事，能够为人民办事，这是实行仁政所需要的官员。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系统的儒家政治学。
　　孟子有比孔子更突出的独立人格。
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保证实现独立人格，他认为需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同上）。
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
”（同上）各诸侯国都在发展实力，扩军备战，不接受孟子的主张。
孟子因此反对战争，他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这就叫“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所以他认为“善战者服上刑”（同
上）。
当时许多人认为善战者是英雄，他却认为善战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不能以正道匡君，只是充当君的工具，那是孟子所强烈反对的，他认为那是“富桀”、“辅桀”的行
为，不是所谓“良臣”，而是所谓“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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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下》）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因此当官的要把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而将君放在人民和国家之后。
但是，当时的士人对民与君的关系往往弄颠倒了，把君放在民之上。
孟子主张以道义匡护君，就是要用正义纠正君的错误行为。
他对君的教育主要有如“施仁政”，“行王道”，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
（《孟子·公孙丑上》）在战争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
　　在外活动了二十多年，无果而归，开始从事教学与整理古籍，著《孟子》七篇，流传于世。
《孟子》一书中有许多思想被后代传颂。
　　孟子提出天爵和人爵的问题，很有意义，是从政者和准备从政的人需要深刻理解的。
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道德，是“天爵”。
“公卿大夫”这些官位，是“人爵”。
孟子主张修其天爵，然后人爵随之。
先提高道德水平，然后获得官位。
现在有些人开始修天爵，是为了获得人爵，一旦得到人爵，就抛弃天爵，将天爵当作敲门砖。
孟子认为这是极其糊涂的人，最终“必亡”无疑。
　　孟子很重视艰难生活的历练，认为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都是从艰苦的环境中
被提拔出来，成了大功的人。
他总结为一句格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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