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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
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
也开了《论语》课。
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
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
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
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
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
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
孔子很孤独。
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
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
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7，34)。
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
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
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
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恬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
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
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
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
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
，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他的晚年，年年伤心。
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
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
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
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
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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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
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
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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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2005年度十大好书《花间一壶酒》，2006年度十大好书《兵以诈立》之后，李零又一部振聋发聩之
作《丧家狗——我读论语》！
    孔子是个什么人，《论语》到底讲什么？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本书为修订版，为2007年10月第2次印刷。
本书附赠：丧家狗——我读《论语》（附录）。
    李零说：《论语》要拆开来读：纵读之，历览孔子的一生；横读之，深入孔子的内心。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
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
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栖皇，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
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骂，毫不遮掩。
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弟子就得身披光芒？
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
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
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
其实，衣食足了，也未必知荣辱。
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
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忍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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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零，1948年6月12日，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
《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
》《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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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读一 孔子：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导读二 孔门弟子及其他导读三 古人读《论语》，文本、注释
及其他导读四 今人读《论语》，基本参考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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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第二十总结一 孔子教导我们说，他不是圣人总结二 什
么是真君子？
孔子如是说总结三 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丧家狗——我读《论语》（附录）  附录一：《
论语》原文  附录二：主题摘录  附录三：《论语》人物表  附录四：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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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丧家狗：我读论语》作者自序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
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给本科生开了《论语》课。
课分三个班，我负责教其中的一个班。
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
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
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
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
”。
首先，我想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
“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
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
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话（《述而》7.34）。
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
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很多人都并不明白，这顶帽子的含义是什么。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
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
，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
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
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
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么，非常简单。
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某某大师、小师怎
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
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
 　　我这个人，“文革”受刺激，比较多疑，凡是热闹的东西，我都怀疑。
比如现在的“孔子热”，我就怀疑。
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
第一要破，就是“圣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丧家狗>>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唐?吉诃德。
 　　这是我的印象。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
要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作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
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
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
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
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
 　　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
 　　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
 　　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呆过一年），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
我有我的阅读背景。
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
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
康有为的孔教会，我不及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没赶上；新儒家的书，一本没读； 尊孔教育，
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
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跟政治斗争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在我看来，都是拿
孔子说事。
“批林批孔”之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
 　　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
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
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得阅读原典。
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
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
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满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
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
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没什么不同。
我看他们看不惯，正像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
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
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
你说传统是宝贝，我同意，处于濒危，要保护，我也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
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当然是外国了），都是因为不读《论
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
不敬又怎么样？
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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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
但南怀瑾先生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
，这是危言耸听。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
。
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
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
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
 事情哪有这么巧？
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而且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
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
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
说好就好，说坏就坏。
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
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
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我们都见过。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
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
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
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
那时，道德一事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
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
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
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
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
没有。
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
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
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
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
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胳膊肘露出棉花，显出艰苦朴素）常来我校演讲。
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
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
你要问自己。
奥斯特洛甫斯基说过⋯⋯（大家常说那段话，我背不下来），人生的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
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呢？
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对人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像跟神父忏悔那样，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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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
可怕。
“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
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
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
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功夫。
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
认识。
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
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所以
无党无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
读是在“文革”中。
没人批，还想不起读。
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
 　　我讨厌道德说教，其实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态度。
用一种说教代替另一种说教，在我看来，没必要。
谁爱用谁用，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
除了考古，一无是处， 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
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
研究水平怎么样？
我心里很清楚，没必要这么吹。
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
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
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
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
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
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
这一步，非走不行。
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
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
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
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
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
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
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
台大是怎么来的？
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
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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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旧学，孰优孰劣？
再清楚不过。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
就是感情用事。
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
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
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国民党不是传统文化，港英当局不是传统文化，共产党大陆更不是，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
化为前提，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大陆的现代化，基础薄弱、铁桶合围、孤立无援，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保古的生态环境不一样
，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现在又骂太不传统，到底哪个对？
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
 　　　　　　　　　　五 　　　　　　“文革”批孔，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
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是一介农夫，哪有资格？
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
，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
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
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
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
孔子不是孔子，是前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刚刚摔死的林彪，第二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第三是还在位
子上的周恩来，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
人。
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
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
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
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
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
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
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
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
大家要写“文革”史，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
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都是知识分子。
爬到权力颠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
说变就变。
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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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有些还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
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
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
从湘潭到长沙，他还尊孔，只是到了北京，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开始批孔。
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很多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
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
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他看不起。
“文革”以前，他对孔子是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还自相矛盾。
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
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
和蒋介石一样，他是政治家。
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
这是问题所在。
现在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斗争的逻辑并没变。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
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1943－1945年，郭沫若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尊儒批法（也批墨，也批老、庄）。
他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和历史剧，皆含隐喻。
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
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
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
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他的政敌，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
郭沫若和范文澜，本来是他喜欢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尊孔，他就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
反过来批郭沫若。
新民学会时期，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
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
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
翻烙饼不是学术。
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
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
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
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
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
大跌眼镜。
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
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七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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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
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
》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
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
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
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
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
 　　第二是孔子热。
现在，和80年代不同，我还记得很清楚。
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
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
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孔子真是左右逢源。
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
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研究，文章的题目是《沽（贾）
之哉，沽（贾）之哉》。
用在我们这边，也很合适。
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
作为文化现象，要想看得清，也要读《论语》。
 　　第三是读经热。
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
读古书，确实是问题。
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
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
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
学道德，更不沾边。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
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
三种都是意识形态。
我读《论语》，就是要摆脱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
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仔细读，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
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筛。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
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
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
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
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所谓总结，是用原书说话。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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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15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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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2005年度十大好书《花间一壶酒》，2006年度十大好书《兵以诈立》之后，李零又一部振聋发聩之
作《丧家狗：我读论语》！
孔子是个什么人，《论语》到底讲什么？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本书为修订版，为2007年10月第2次印刷。
本书附赠：丧家狗——我读《论语》（附录）。
李零说：《论语》要拆开来读：纵读之，历览孔子的一生；横读之，深入孔子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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