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本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语本解>>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0658

10位ISBN编号：7108030659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孙钦善

页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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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本解>>

内容概要

　　《论语本解》包含对《论语》的注释、今译和附沦。
注释和今译是作者在《论语注译》（1990年）的基础上增订完善而成的。
不同于目前通行的各种《论语》注译本，《论语本解》的注释更加精当，尤其十分注意运用《论语》
自身的语词互解互证，这对于理解《论语》本意非常必要，而且更有举一反三的好处。
加上简洁的译文和通过附论对孔子及《论语》的全面解说，凡是希望了解《论语》的人，这是一本合
适的入门书；对于《论语》研究者，《论语本解》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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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钦善，1934年生，山东乳山人。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著作有《高适集校注》、《龚自珍诗文选》、《论语注译》、《正平版论语集解校点》、《定州汉墓
竹简论语校点》、《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学文选》、《全宋诗》(合
作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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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
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
九尧日第二十[附论]一  孔子的时代和生平二  《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三  《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内
涵及其历史影响、现实意义四  《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五  《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
语》史料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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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1999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十大文
化名人之一，并且名居首位。
这不是偶然的，就其实际影响而言，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对东方来说，人们所熟知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对西方来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当时启蒙思想家就曾吸收孔子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来反专制、反宗教（参见朱谦之《
十七八世纪西方哲学的孔子观》，载《孔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
当人类跨人21世纪之际，1988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议论的主题是“面向21
世纪”，会上有的学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个建议是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由汉内斯。
阿尔文博士（瑞典，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提出的，从而成为会议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见《堪培
拉时报》所载记者帕特里克·曼汉姆1988年1月24日从巴黎发出的报道）。
应该说这是西方有识之士，回顾20世纪，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危机而
发出的强烈呼声。
知人论时，要了解孔子这位历史伟人，不能不从他所生活的时代谈起。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也就是东周中期，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史学界历来存在争沦，一派认为四周是封建领主制度，一派认为西周是奴隶制
。
因此关于春秋末期社会变革的内容，也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前一派认为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
的转变，后一派则认为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我们认为，前一派的见解比较合理，不仅有大量文献资料作依据。
而且为考占资料和我国某些少数民族民宅改革前的农奴制社会状况所印证。
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主要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土地归最高封建领宅所有，以下各级领主对受封所得
的土地只有占有权。
周天于是最高一级的领主，名义上是天下土地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
实际上王室只直接控制其所在地区畿中的土地，其馀的土地用来分封诸侯，各国诸侯成为次一级的领
主。
诸侯占有山公室直接经营的土地，把其馀的土地分授大夫。
大夫占有“采邑”，成为再次一级的领主。
贵族中大夫之下还有士，士享有田禄。
不占有土地。
第二，农奴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被束缚在土地匕，随土地一起分封或分授。
领主计夫授田，让农奴家庭得到一块份地即所谓“私田”，由他们自己耕种，以维持生活，保证劳动
力的代代延续。
同时农奴要优先给封建领主耕种“公田”，提供表现为劳役形态的地租，这就是文献巾所谓的“助”
法。
“助”就是助耕公田的意思。
“助”又叫“借”。
“借”就是《国语·鲁语下》所说的“先王制上，藉（借）田以力”的意思，也是指劳役地租。
此外还得服各种公役（徭役、兵役等）和杂役，受到超经济剥削。
农奴对自家的份地和宅地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
这就是以公田、私田为特征的所谓“井田制”。
农奴有自己的家庭经济，有⋯定的身份自由。
不像奴隶那样完全为奴隶主所，与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周农奴制还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遗存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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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公社有头人和社员，但头人是被推举出来管理公务的领袖，他们与社员是平等的，不像封建领主
与农奴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原始公社也会有公田和私田，但公田所获，用来维持公益
事业，而发展到封建领主制，农奴在公田上的无偿劳动却变成农奴主剥削所得的私利。
封建领主就是这样利用残存的氏族公社形式，组织农奴的公田劳动和各种公役，因此实质上的封建领
主对农奴的统治、剥削关系，又往往被形式上的原始民主关系假象所掩盖。
这种两面性的特点，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幽风·七月》等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第三，在领主贵族巾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宗法制度。
由于分封关系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西周封建领主贵族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
级，构成上对下控制，下对上服从的关系。
为了维系这样的等级关系，还利用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
制，来确立政治、经济权力的世袭和分配。
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分大宗、小宗。
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着
最高的权力。
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在本国则为大宗。
其职位山嫡长子继承。
渚侯的庶子有的分封为卿大夫，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本家（大夫领地的势力范围叫“家”）则
为大宗，其职位由嫡长子继承。
纵向相继的大宗，地位永不改变，旁出的小宗，隔五代就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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