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子品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孟子品读>>

13位ISBN编号：9787505428430

10位ISBN编号：7505428438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朝华出版社

作者：歌斐木

页数：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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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品读>>

前言

《孟子》是记录中国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作品，内容广博，影响深远。
作品说理透彻，言辞典雅，富于思辩色彩，论述层层推进，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作为一部哲学经典，此书不但完善了儒家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具体执行层面提出了不少创见，对中国
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管理、心理学、哲学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可为现代人之镜
鉴。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
孟子受教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孟子和孔子一样，早年周游列国，试图推行其“王道”的儒家主张，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战国，是诸侯兼并最激烈的时代，因而其政治主张不可能被采纳。
至此，孟子著书立说，与弟子一道完善儒家学说。
孟子善于说理，雄辩滔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善于用寓言打比方，深入浅出的阐述自己的言论。
论辩出彩，逻辑严密，开创了传统散文的先河。
在儒家理论的发展上，孟子可谓集大成者，他不但进一步推进“仁政”主张，还提出了“民贵君轻”
、“以民为本”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
孟子的时代，周天子的号召力已经非常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
按照西周以来的礼法，诸侯只能称“公”或者“侯”，而此时一部分诸侯公然称王，与周王室分庭抗
礼。
春秋时代，诸侯国尚有数百，但到战国时期却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大国，以及
周旋于他们之间的十几个小国，可见兼并战争之激烈。
七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结成不同的军事同盟打击对方，战火不断，民不聊生。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孟子试图重新整合政治秩序，建立一个以“王道”为核心的君子社会。
孟子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反对国家的统一，他把“仁政”作为统一的前提。
他认为国君应给百姓提供较充分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
孟子认为仁爱是仁政的思想基础，国君要关心百姓疾苦，爱护百姓，则“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认为仁政的基础在于“仁心”，为政者之所以施行仁政，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孟子阐明了“不忍人之心”是自然地产生的，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伪装出来的。
“侧隐之心，仁之端也”，把这种“恻隐之心”扩充起来，就可以形成“仁”的道德意识或观念。
同样的道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或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先天固有的。
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仁政的基础，是保持国家政权的前提条件。
从以上道德观念出发，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浩然之气”的问题。
孟子认为：“气者，体之充也。
”这种充满体内的“气”，如果用“仁义”等道德观念统帅起来，使之“配义与道”，就会形成一种
“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孟子坚持崇高的人生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
自己的政治原则。
若违背自己的政治原则，即便是诸侯请他出仕，他也坚决拒绝。
孟子的价值取向和同时代的苏秦张仪等策士的价值取向不同，策士讲求眼前的功利，并无构造理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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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长远打算。
孟子则不同，他不但要求改变现状，还为理想社会画下了一张蓝图。
孟子重视个人修养，他认为领导者的政治情操对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
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从这点出发，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修、齐、治、平的思想，是以“诚”的哲学为基础的。
“诚”既是自然的规律，又是哲学基础。
就修身而言，政治人物的情操往往能起到表率作用，“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就齐家来说，行仁义，就是尽孝道和悌道。
就治国、平天下来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
得天下，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行仁政。
所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孟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第二座高峰，剥离封建时代的“圣贤色彩”，《孟子》中的理性精神和人性彩
色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
孟子重视人，因而用较大篇幅的文字讨论“人”在政治上、管理上、执行上的作用。
他不但提出了“贤人”管理模式，还提出了民对君的制衡。
他勇于挑战君主的地位，认为君主不明，臣子可以将他推翻，这不是作乱，更不是弑君，而是推翻独
夫民贼。
囿于时代的局限，孟子也有一些糟粕思想，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伟大思想的光辉。
我们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阅读《孟子》，对建成一个民本社会有积极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孟子品读>>

内容概要

　　《孟子》是儒家的重要著作，受到历代重视。
本书从注释、译文、品评三个角度来解读这部经典。
《孟子》中的理性精神和人性彩色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
本书分析孟子思想在政治上、管理上、执行上的作用。
对孟子提出了“贤人”管理模式，民对君的制衡都进行的分析。
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孟子也有一些糟粕思想。
对此，书中也有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阅读《孟子》，对建成一个民本社会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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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歌斐木，本名尚论聪。
1981年生于中国西部，现居北京。
酷爱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高中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
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平面媒体担任记者，著有旅行散文集《一路向西》，编著有《你的魅力来自口才
》，《你的魅力来自幽默》等书。
在《齐鲁晚报》、《焦作日报》《特别关注》等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书评二十余万字。
现从事剧本创作与图书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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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利在先则臣下弑上仁在先则公室可安【原文】孟子见梁惠王①。
王曰：“叟②。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③，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④。
弑其君者⑤。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⑥。
不夺不餍⑦。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⑥。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名罂，公元前369年一前319年在位，惠是他死后的谥号。
公元前362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而也被称为梁。
②叟（sou）：对老人的尊称。
孟子见梁惠王时年已63岁，故惠王称孟子为叟。
③征：取的意思。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所以说“交征”。
④万乘之国：古时一车四马叫乘，万乘之国，指能出兵车万乘的国家。
其下千乘、百乘以此类推。
按古制，只有天子才能享有万乘，诸侯则享有千乘、百乘不等。
⑤弑：古代臣杀君、子杀父母叫弑。
⑥苟为：如果真是。
⑦夺：篡夺。
餍（yan）：满足。
⑧后：这里是怠慢的意思。
【译文】孟子谒见梁惠王。
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前来，那将对我的国家有很大的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要说到利呢？
只要讲仁义就好。
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呢？
”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呢？
'一般的士和百姓说，'怎样才对我本人有利呢？
'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
”在一个拥有万乘战车的国度里，犯上作乱杀其君主的肯定是那拥有千乘战车的贵族大臣；在一个拥
有千乘战车的国家中，杀君犯上的肯定是那拥有百乘战车的贵族之家。
在万乘战车的国家中就有人能拥有千乘，在千乘战车的国中就有人能拥有百乘，实在是够富贵程度了
，但是如果先谈私利后讲公义，那么不杀君夺权便永远不会满足。
“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遗弃自己的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却怠慢他的君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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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只用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品评】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室更加衰弱，周天子的威信进一步降低。
诸侯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不断爆发战争。
同样，诸侯国内部的大夫家族为了争权夺利，也矛盾重重。
因此，不但出现了诸侯侵占周王室土地的是件，也出现了大夫瓜分诸侯国的事件，“三家分晋”就是
大夫替代国君的典型事例，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夫家族架空国君，进而各自控制了大片土地，最
终将晋国一分为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
他们向周天子请封，周天子只好认可他们为新的诸侯。
同为诸侯大国的齐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齐国大夫田氏坐大，居然替代齐国国君姜氏，坐上了国君宝
座，周天子也只好承认既定事实。
其他诸侯国内，也都发生了大夫篡权，或者乱政的局面。
甚至大夫内部也发生了混乱，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控制了季孙氏的权力，进而控制了鲁国的内政。
在统治阶层内部，已没有任何忠诚可言，以下篡上的事件时有发生。
孟子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只言利，不讲仁义的结果。
儒家仁义的内涵十分广，不但包括诚实、谦恭、仁爱、温良、礼让、还包括忠诚，只有自上而下的提
倡仁道，则属下懂得尊长，臣子懂得尽忠，否则则不但周王室会覆灭，诸侯公室也会覆灭。
因此，孟子在拜会梁惠王的时候提出了“利在先，则臣下弑上；仁在先，则公室可安”的思想。
此章开宗明义，阐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
他认为仁是立国之本，主张为政应把仁义放在首位，功利则是其次。
本篇一开始就说：“王何必日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认为施政要以仁义为准则，无论君臣都要依此准则行事，不应因私利而违背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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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子》是记录中国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作品，内容广博，影响深远。
作品说理透彻，言辞典雅，富于思辩色彩，论述层层推进，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
作为一部哲学经典，此书不但完善了儒家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具体执行层面提出了不少创见，对中国
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管理、心理学、哲学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可为现代人之镜
鉴。
歌斐木所著的《〈孟子〉品读》从注释、译文、品评三个角度来解读这部经典。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属，此之谓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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