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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自身的必修课儒道两家是中国人立邦立身的哲学，再加上佛家，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体，其他各
流派的影响都不及以上三者。
数千年的灌育，给每个中国人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主要构成。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生来浸润其中，但真要透彻理解社会和自己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品质，却又似乎很
难。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年代久远，先哲们的原意日益模糊，《论语》、《孟子》语句艰涩，《道德》、
《南华》深奥绝伦。
对这些经典文字的认识，绝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事，因为先哲们博大精深的思想，既不断作用于灵魂
的潜移默化当中，又时时彰显于我们每时每刻的行动和生存意识里。
比如，为什么与西方相比，我们那样重视孝顺父母？
为什么我们提倡谦虚谨慎、含而不露？
为什么我们提倡悟道，而不是解剖麻雀？
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上讲，孔孟老庄的思想不仅对亚洲各国影响深远，并且自中世纪后叶传入欧洲之
后，对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整个思想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欧洲，几百年来对中国先哲的研究认识，从哲学家到普通民众，都是热门的话题。
如同人类千百年来对科技孜孜以求的钻研，研究中国哲学，更像是各国学人对社会的一种人文探索，
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更是谋求现代化发展和传统文化融合、促进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内心的困惑。
激烈的竞争，残酷的选择，从我们的孩童时代便已经开始。
从求学到求职，从择业到谋生。
从求发展到实现自我价值，这些人生的重要阶段都要面临种种矛盾挣扎。
孔孟的学习观、处世观、言行观、社会观，都洋溢着积极入世的激情，同时又努力提倡与他人和社会
和谐共处的精神，但这些东西在给我们一个适应社会的向上动力的同时，也令人不断产生怀疑，比如
孔孟崇尚的高于一切的“礼”，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格格不入？
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人性自私、道德沦丧、功利主义等等，与孔孟之道是否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孔孟提倡的“克己复礼”、“忠孝仁义”，是不是一种所谓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伪善”工具？
而老庄的小国寡民、消极遁世，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
无为无不为，用现代人的一般价值观来看，岂不是自欺欺人？
那些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道理，实际上与我们的行为准则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上举足轻重。
出现上述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当
代人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多于传统文化，对古人的原著理解得不够也不深入；二是过去的基础教育中
，“左”的痕迹很重，长期以来，中小学课本教育不同程度上歪曲着先贤们的本意，为政治服务的目
的使得我们对典籍的解释趋向主观化、工具化。
要真正理解先哲们，还要深入了解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熟悉这些大哲人的生活背景，把他们还原为
人，还原为具有深刻爱国心和社会忧患意识的知识阶层、参政议政人士，这样才有了认识的基础。
否则，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三千年以前的人和事，肯定偏见多多。
而对儒道的偏见，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古老民族的偏见；对儒道的误解，也就是对社会历史的误解。
这些误解，最终将让我们无法深刻地认识自身，从而无法抛下枷锁、珍惜瑰宝，去向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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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以及弟子们的学说是儒家文化的源头，但却不是以系统论述的方式写作，而是在教学与日常
生活的对话、行动之间激发出来的，更具有人情味和现实性。
孔子一生努力“克己复礼”，试图在时代大变迁、大转型的春秋时代恢复周初的礼仪、思想、制度，
表现出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社会批判精神与承担的勇气。
而平民化的生活又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非神化”地被弟子们接受与推崇。
《孔子博客》按照《论语》本身的篇目顺序作一选择合并，结合其他古籍中的记载，融入孔子及其弟
子的生平事迹，以平和、朴实的描述延续了原著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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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春秋)孔子 陈峰 梦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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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教阙里  我的愿望与初衷温故而知新  得民心者得天下孝为仁本  天下大同的原动力曾参修身  在成长
中完善自己食无求饱  关于做官，我的自白不重不威  提高自身修养是赢得尊重的关键今之孝者  物质与
精神上的孝道周而不比  识人的艺术礼乐之道  崇礼不可越礼祭神如神在  继承周礼传统不是“面子工程
”仁者安仁  真正有仁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讲仁德君子怀德  真正有仁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讲仁德君子
怀德  提高修养要注意什么相交之道  说多与说少的问题有道无道  说说我的徒弟们三思而行  从理想看
自我完善不改其乐  坚守志向方能成就大事文质彬彬  真正的智慧在于不断完善自我学而不厌  我的教育
理念宝贵如浮云  我的天命观君子坦荡荡  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也是幸运的事如履薄冰  人生任何时候都
应当小心谨慎圣人常无心  临终的善言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不丧斯文  天人合一而无绝人之路逝者如
斯  理想与感慨食不厌精  说礼：礼是好的生活习惯食不言，寝不语  说礼：礼是与人交往的准则和为贵
 说礼：礼全体现孝悌之义吾从先进  说礼：礼无处不在未也先死  悲哉！
颜回！
未知生，焉知死  我重此生，所求大异沂雩之志  兼谈表里如一与最高理想克已复礼  到底什么是仁？
不忧不惧  到底应该如何做君子政即是正  为政和为人道理相通名正言顺  什么是真正的繁荣欲速则不达
 我从来不避讳政治话题刚毅木讷  仁不等于柔富而无骄  道德比武器更有力言之不怍  君子成仁，各亦
有道夫子自道  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修己以敬  坚持理想需要有不被人理解的勇气君子固穷  永不放弃自
己的道德原则一以贯之  学习要有方法先利其器  外交要灵活更要有原则既来之，则安之  武力取得不了
人心益者三友  给青年人讲讲人生君子九思  人生，勿忘思索见善如不及  只有走出来才能改变世界割鸡
焉用牛刀  论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色厉内荏  世风日下让我悲哀三年之丧  从丧礼之争论君子所恶仁者自清
 论仁的实践无可无不可  建功立业与避祸隐居不仕无义  三遇隐士见得思义  观子张授课有感博学笃志  
子夏的风格化课堂学而优则仕  兼论教育的两种目的君子之过  虚名只随浮云去天下归心  往事穿梭，尧
舜如昨五美四恶  给官员的最后谏言知者乐水  最后一点话，与世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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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愿望与初衷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
——刘向《新序》如今的世界纷乱而复杂，各种思想顺势而出。
有人觉得世人目光短浅，只有自己才懂得真理，拥有驰骋于天地间的自由。
有人觉得应该抛弃礼乐，仅靠互相友爱，过艰苦朴素的生活。
还有一些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只有依靠严格的法律，才能使社会走上正轨。
对于以上种种看法，我基本都持反对意见。
在我看来，世界是属于每个个体的，解决实际问题远比说些空话更有意义。
而教化世人，当然离不开礼乐之道，它们是让世界走向和睦的重要因素。
至于说约束，我觉得只要让仁义礼孝为中心的道德标准深存于世人心中，那么严苛的法律比起道德的
巨大力量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很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把自己的所想所闻说给大家听
，希望得到世人的支持。
这也正是我选择在此与大家讨论的原因。
诚如许多人所言，如今我们的社会乱字当头，唯一的秩序就是没有秩序。
国君不再有威严，诸侯不再有礼仪，人们不以有道德观念为荣！
老年人冷漠，年轻人轻浮，而那些少年则整天在村子里游手好闲，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空虚、怅惘和
无奈。
盗贼出没强人横行，美德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
男人缺乏责任感，女人懒惰不堪，人们在心里只有埋怨、诅咒、妒忌甚至是绝望。
这样的社会缺乏生机没有阳光。
从庙堂到草莽，从城市到乡村，从精神到物质，我们祖先的美德、礼仪、制度、教化早已荡然无存，
无影无踪。
我作为殷商遗民的后代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个人的力量毕竟薄弱孤单，我偶尔把一些想法实施到现实中，也如同一块石头掉进深谷，没有任何回
响。
年轻的时候，我曾怀着崇拜之心去拜访学问很大的老聃，先生跟我一样同是殷商文化影响下的儒士。
这一点只有心里明白，在新的王朝，是不能公开自己这种遗民身份的。
老先生年轻时十分好学，曾跑遍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遍访每一个有学问的人。
为此，他曾磨破了一百多双鞋子，人们传说他脚底的老茧有五六寸之厚。
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是他好学的美德确是口耳相传，闻名遐迩。
他终于在四十岁的时候收获了好学的果实：知识丰富，学问渊博。
从此之后，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
我正是慕名而去，怀着一颗求学好问的心。
而我最想问的正是周朝初期继承了殷商文化而建立的周礼制度。
然而，他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来讲授“礼”，而是出人意料地说：“往往聪明善观察的人由于好非
议他人而早死，博学善辩的人好揭发他人做的坏事而危害自身。
做孩子的应该忘掉自己心想父母，做臣子的应该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
”这番话听上去的确不怎么顺耳，但却最让我受到触动。
后来慢慢地我明白了，他是对社会现实太失望了，告诫我积极人世多么危险以至子看到我这样的热血
之人就不得不泼一下凉水。
但我和老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深刻在放弃，我的追求在进取，知难而进。
当我从你们现今称为“县城”的地方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令人难过的一幕。
从一所学校里传来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而在学宫外面，一群贵族仆从正在围殴一个少年。
那少年十二岁上下，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不堪，鼻子里面流出了鲜血，苦苦哀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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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听，我得知围殴的理由很简单：学校里都是贵族子弟，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和权利力旁听的
。
我的心隐隐作痛：一边是衣着华丽的贵族，一边是衣衫褴褛的平民；一边是丧失礼义恶狗般的打手，
而另一边则是满怀求知欲的平民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
从那里回来，我的思绪一直未曾停止过。
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周朝走到现在，人们丢弃了道德、丧失了礼义呢？
为什么国君失去了威严，而诸侯则平添了蛮横呢？
如果有礼义有道德有仁爱的人出来治理国家，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很显然，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懂礼义有道德有仁爱的人到哪里去了呢？
国家为什么缺少这样的人呢？
一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君子一样，他确实很有学问，可是，如果这学问只是带来自我的满足感、表面
的成就感，那么，即使有再多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呢？
况且连有学问的人都缺少呢，更不要说那些既有学问又能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了。
我立下志向就不会改变。
我希望天下安定，人民安康。
我期望有一个大同世界出现，没有人贫穷，大家共同富裕；没有绝望，充满朝气；小人远离朝廷，君
子治理天下。
我深知实现这一理想就不能停留在对学问的清谈上，而要作一个弘毅之士投身于社会变革，所以即使
我的力量再单薄，我也要去努力奋斗。
思来想去，我决定先从事教育，给愿意学习的人受教育的机会。
我希望能从他们中间发现并培养有君子德行的人，再推而广之，去影响更多的世人，也许就离理想的
大同世界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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