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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就增加一
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
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
，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
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
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
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
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
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
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
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
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
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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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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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孟子看来，人生目标的追求有两条可遵循的途径：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践行大道，那就去
奋斗[达]的人生；如果天下浑浊没有实行大道的机会，那就追求[穷]的人生。
然而无论人生[穷]与[达]，都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的，这便是内心人格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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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有光，汉语言文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十。
主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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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序言  以仁施天下，以德正人生梁惠王上——为天下奔走的“亚圣”
梁惠王下——与民同乐以王天下公孙丑上——追求精神的至圣境界公孙丑下——大丈夫胸怀滕文公上
——人皆可为尧舜滕文公下——铁骨铮铮大丈夫离娄上——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离娄下——人生的智
者万章上——大道不言万章下——与圣贤为友告子上——人性本善告子下——时刻准备接受磨炼尽心
上——不要让人生有遗憾尽心下——大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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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①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②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③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注释】①社稷：社在古代指土地神，稷在古代指谷神。
②丘民：丘，众的意思。
丘民，指天下百姓。
③牺牲：祭祀时用的纯色的牲口，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牺牲”的含义。
【经典原意】孟子说：“百姓是最重要的，土谷之神次于百姓，君主的地位更要轻些。
所以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就能够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就能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就能做大夫。
诸侯危及国家的安定，那就改立诸侯。
祭祀时用的牲畜是肥壮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
”【当代阐释】得民心者得天下记得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曲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只有那些能获得民心的人才能得到天下，这应该是对千百年来皇帝统治制度的最好描述了。
孟子说得更大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一个国家里，老百姓最重要，因为老百姓既是
这个政权的被统治者，又是从根本上赋予这个政权权力与地位的主体；其次是社稷，最后才是君主的
重要。
唐太宗与群臣论国政，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君，舟也；民，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太宗把天下百姓比作水，把国家皇帝比作船，船是因为水的承载才得以存在而顺利前行的，没有了
水或者水中波浪大，国家君主这条船要么废置要么被推翻。
这个比喻最明晰地说明了政权与百姓的关系，也使唐太宗意识到这条船时刻的危险和水里潜藏的无穷
能量。
所以唐太宗时期尽量实行仁政，以致“贞观之治”。
唐初，面对盗贼犯罪的猖獗，唐中央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魏征为首认为盗贼犯罪猖獗是因为老百
姓基本生活不能保证，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因而主张朝廷应首先检讨，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以德治国；一派以封得彝为代表主张严刑峻法重惩罪犯，对百姓加强控制，以武力治国，并由此成
为了唐初著名的魏征和封得彝之间关于治国之道的大辩论。
最后，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意见，以民为本，与民休息，坚持以德治国，并使之成为整个唐代治国的
基本方针。
应该说，以民为本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才得到了最充分的阐发。
《人权宣言》、《社会契约论》等一些著作使得人民作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力量的观点逐渐发扬传播
开来，并伴随着民主、科学、公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近代世界的思想主流。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老百姓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认识的实现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奋
斗与探索。
如今的社会，我们更应该秉承以人为本的宗旨，为百姓谋福利，为万世谋太平！
【原文】孟子谓高子日：“山径之蹊①，间介然②用之而成路；为间③不用，则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之心矣。
【注释】①蹊(xi奚)：刚开始走的山路、小路。
②问介然：意志专一不分神，经常。
③为间：有时间，很短的时间。
【经典原意】孟子对高子说：“山坡上的小路只有一点点宽，经常去走，就能成为路；只要有一段时
间不走，茅草就会堵塞住它。
现在，茅草已经把你的心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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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阐释】路是要经常走的鲁迅先生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是要经常走的，只有不停地践履，才不至于让荒草淹没道路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同样的，人生之路，道德之路，也是需要经常践履、时刻守护的，一旦停止，茅草就会堵塞我们的心
，让我们迷惑我们的人生将往何处去。
爱，是要经常践履并细心擦拭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保有一颗爱的善心，去呵护关爱每一个人
。
一旦我们将它遗弃，它将变成一块荒芜的土地，满是荒草，没有一点儿温暖的气息。
杀人如麻的人是没有爱的，并不是他们原本就没有，而是由于他们经常不去践履，已经把仅存的一点
儿爱也抛失了，最后变得冷酷无情，人见人怕。
记得电影《七剑》中孙红雷扮演的那个屠杀团的将军风火连城看着自己身披铠甲冷血无情的士兵们，
不无感慨地说，“想当初，他们也是天真无邪的儿童，而现在竟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然后，他意味百般地狂笑，那笑声里浸透着痛苦、悔恨，而又无可奈何的迷茫。
孙红雷是演艺圈里少有的几个有男人味的演员之一，他总能把男人的狂野与豪放演到精妙处，就像在
这里面演的那个杀手一样。
正像他感慨的，没有人不是怀着天真纯洁步人这个世界的，但现实的情况让他们远离原来认定的道路
，长久的隔离，已让他们对那条路生疏、模糊、以至于忘记了。
他们不知道在那条路上该怎样迈步，便索性不走了，消极地安于现状，他们的愤怒、抱怨和悔恨的心
灵只有在一次次狂热的杀戮中才能得到片刻的安慰，那是他们仅能得到的一点儿安慰了。
孔子说：“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因为，仁是很不容易抓住的，稍一松弛，仁就会跑走；必须得时刻守护仁，践履仁，即使一顿饭的
工夫也不能稍离仁的领地。
我们守护自己的品德、自己的情操，以及自己获得的知识、技能，都应该这样，时时守护，时时践履
。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所追求的东西抛弃，我们的追求才会有现实的结果。
就像练武功、练舞蹈、练唱歌，只有天天坚持着练，才会有不断的进步。
偶尔隔几天不练，就会感觉生疏，甚至水平大不如从前，自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到原来的水
平并有所提高。
佛教的修行也必须是持久而虔诚的，面对着青灯佛卷，自己必须在成佛的道路上不停地践履、摸索，
一旦有稍微的杂念，片刻的稍离，就不是虔诚的佛弟子，甚至千年的道行都有可能毁于一旦。
孟子说，山坡上的小路只有一点点宽，经常去走，它便成了一条路，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去走，它就会
被茅草堵塞。
而人生的追求之路也很窄，如果我们不经常去走，我们的人生也会像茅草充塞一样荒芜。
【国学故事】武王伐纣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他兴建各种琼楼瑶台，整日“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和妲己以及贵族们宴饮酒池，并设置了“炮烙
”酷刑，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
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
纣王加重赋税，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在首领周文王的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继承父亲
遗志，重用姜尚等人，国力更加强盛，积极准备伐商。
当时商朝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周武王便联合各个部落，进军到距离商都朝歌
只有70里的牧野，举行了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罪状，最后在商纣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的倒戈帮助下，
攻入商都，将商纣王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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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子解读》为该套系列丛书之《孟子》解读本。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国学解读丛书》这套书的出版，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助于专
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
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该套书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当代阐释、国学故事、文化常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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