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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国六十年，人间一甲子。
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如今正在开放，经济生活正在改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百年宏
愿逐渐得成。
中国文化则来迟一步，现在仍未得到全面复苏；她的通透的历史智慧与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尚未为国人
所悉，大家仍然挤着登上由西方开出的全球化列车。
但令人宽慰的是，中国文化复苏的条件已经出现：随着西方霸权没落，金融体系崩溃，人类在追求财
富、追求享受的轨道上迷失之后，必然要对自己的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经过了几千年的文明，由石器
时代到今天的科技社会，由争夺猎物到今天的争夺市场，由以物易物到今天的竞相消费，人类究竟要
往何处去？
在地球资源日益缺乏的今天，如何应付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转？
更严重的，为了产品的销售，必须鼓吹享受和拥有，成功以财富衡量。
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人类无限的贪欲和自我。
这样下去，就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文化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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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记录孔子的言行见解，两千五百年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必读书。
本书作者力排众议，以性情学的路重解《论语》，不但复活孔子，发前人所未发，并对当代所流行的
源于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给予强有力的回击，读之可扭转现代人的迷思，而且有助于学习者自身的
成长。
对解决现代人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人类，前途问题，尤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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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者。
现任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并被北京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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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一节的主题是孔子的文化创造，指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不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讲学
的人，而是因为他能够将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深，进至人类的生命深处，显示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一
切的制度，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艺术生活、精神生活，即“礼”与“乐”，都是基
于人本身的性情。
人不是动物，人有他的特殊性，不过，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指某种自然性质，亦不是指某种才能或气质
，“气质”二字，未免夹杂生理、心理因素，尚未进至文化修养的层次。
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很有气质，但往往都很自我（egoiStiC），正因为自我太强，有时甚至使自己走人歧
途。
人的气质或才能皆不足恃，唯有文化教养可以使人真正成长，孔子说“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
），正是深明此理，所以指出，无论我们的才干多强、天生的气质多好，生命还需要开发更深的根，
以助我们成长。
这“生命之根”，就是我们的“性情”，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
这是生命之根，也是文化之根。
“仁”是什么？
许多人根据现代的思维习惯，马上怀疑：你把一切理想、一切文化、一切制度，都建基在“仁”这个
基础之上，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怎样去证明呢？
有论证吗？
有实验吗？
有调查吗？
有数据支持吗？
这就是理性的要求，在逻辑的角度要求论证在科学的角度要求检证。
就好像我们说“上帝创造世界”，科学家会问：你怎样证明有上帝呢？
证明不到，即是空话了。
同样道理，“仁”是什么呢？
它真的存在吗？
就算它存在，又怎样作为一切文化的根基呢？
这种思维，就是知识的进路，亦即理性的进路。
孔子常常说“仁”字，可以说，《论语》最重要就是一个“仁”字了。
“仁”是什么？
我把“仁”诠释为“性情”。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问，什么叫“性情”呢，它在哪里呢？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有性情的：酩酊大醉叫有“真性情”，大声发泄情绪又叫“真性情”，敢
爱敢恨、死而无悔也叫“真性情”；把“性情”二字乱解一通，等同于放纵、任性、没有教养的同义
词。
所以，“性情”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概念、一种心理表现、一种情绪表现或一种个性，即现代人所谓“有性格”的“
性格”，那就很糟糕了，永远没法明白孔子所说的“性情”，也就永远没法了解你自己。
你不要先问“仁”是什么。
“仁”字是没有定义的（参看上文第四节 ），孔子从来没有为“仁”字下过定义，教不同的学生就有
不同的答案。
为什么会如此？
这里就有大学问丁。
这也就是本章的主题：知识之学与生命成长之学的分别，究竟“学”在孔子那里是什么意思？
西方文化以知识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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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学，首先要把概念界定清楚，讨论它存在的理由。
什么是“人”，什么是“神”？
由柏拉图（Plato）开始讲“理念”（Idea），就是要为所有事物拿出存在的根据，一切具体事物，都
有与之相对应之“理念”，作为其存在之本体，所以张三有张三的本体，李四有李四的本体；因为张
三有本体，所以张三存在，因为李四有本体，所以李四存在。
中世纪的神学家则把这个根据推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成为最高的本体，使一切万物有
了可理解的生因。
西方的科学思维也是这样产生，就是要问理由、要了解事物变化背后的根据和秩序，把事物作客观化
、概念化、抽象化、逻辑化的思考。
这就是知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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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霍韬晦讲》：《论语》就是一部开发你志气的书为你开启一个人道庄严的世界，使中国人的腰骨能
挺立起来《论语》也是一本教你求道的书求精神超升之道，求人格挺立之道，如一盏明亮的灯，照耀
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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