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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今天，人们都知道盂轲是儒学大师、文化名人，“孔孟”连称也习以为常，并且对于他们的肯定也
多有认同。
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历来如此，总是这样的。
孔，孟，原为单称。
孔孟作为复合词，是历史的牵合。
从战国到秦，到汉、魏晋，孟子的名声、地位都不高。
司马迁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作《史记》已从“世家”与“列传”的落差上拉大了孔、
孟二人之间的距离，且只给了孟子寥寥数语，孔子则大写特写。
东汉王充把孔、孟拉近了，但《问孔》、《刺孟》却是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
几个朝代过去，到唐代韩愈出来，孟子才被嵌进“道统”的系列，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
与孟子的“出山”对应的是孔子被封为“文宣王”，贞观四年(公元631年)各州县建立孔子庙。
又过了诸多春秋，到宋代，孔孟的著作具有了极高的权威性，《论语》与《大学》、《中庸》成为士
子的考试教科书。
于是，孟子圆梦，配称“亚圣”，其地位基本固定下来。
无论孟子的名气多大，也不管儒家士子、官方大员把他的地位抬得多高，又无论有多少一丝不苟且学
富五车的考据大家，却始终没能弄清楚孟子的父母姓字名谁，说不准孟子的老师是谁。
除非将来有地下文物出土，否则这千古之谜仍沉埋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无怪乎权威而严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在孟子辞条下还写着“生卒年不详”。
让《孟轲传》带着无传主父母名、生卒年、老师的缺憾与读者见面，于心何忍？
然而，无可奈何，只好安之若素了。
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重宗法血缘关系的儒家传统中走出来，也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意义出现，这就是
爱因斯坦的“自白”：“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而不在
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
”对一个科学家如此，但对一个思想家不能仅限于此。
因为思想家之所以为思想家，在于他对于与他共在的世界的关系，在于他的思想之矢对于这个世界的
穿透力和影响度，在于他的文本和后来人们诠释的张力，在于其人格、文章、语言的魅力。
而这一切无不与他所做的或者经受的是什么息息相关。
大思想家的本质特征，是伴随着其思想被历史选择的漫长绵延。
欢迎是选择，拒绝也是选择。
在欢迎和拒绝的二律悖反中，排除了无动于衷的中性麻木，激活了和激活着人们的接受力，同时，也
就有了思想家“不在场”的交流和对话。
史家说，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怕。
真的惧怕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
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话语确乎使贵为皇帝的朱元璋恐慌，而承袭了浩然之气的文天祥，写作了《正气
歌》，使元世祖受到震慑。
汲取了《孟子》精华的元稹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成为传世名句。
孟子在世时，好与人辩；不在世后，人与孟子辩。
在这个意义上，“争议”使人延续生命、扩展思想。
这就是思想家的“不朽”。
相反，一潭死水，了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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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轲评传》取亚里士多德、康德为域外参照，见出“私学”（孟论）不同于“国家乃唯一的教
师”（亚论）的中西差异；“告则不得娶”（孟论）与“可以允许道德假象”（康论）、“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孟论）与“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高兴导致更快死亡”（康论）的中西异曲同工。
以《红楼梦》贾母积淀的孟子“情节”为尾声，展示永恒的大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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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生平，男，1945年生，辽宁瓦房店市人，曾用笔名袁售仁、赵平等。
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分配在新华社任记者；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皖，获哲学硕
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哲学室副主任，现为教授、编审、《哲学研究》杂志副主编。
出版学术著作10部，译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约5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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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慈母严师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伦理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雄辩家。
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他的成功，发端于母亲的早期教育，延续在追随孔子思想的实践中。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孟母的启蒙和向导，就没有日后的孟子。
儿子是伟大的，孟母更伟大。
因为她调教出一位圣人。
在早期教育成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工作的今天，出个把天才是不足为奇的。
但在二千多年前，重视并卓有成效地实施早期教育，不具有原生的创造性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
孟母的头一个自觉去做的，就是选择一个适宜于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
孟子诞生在临近坟场的地方。
孟母认为这样的地方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为她看到儿子对筑坟挖坑的游戏十分着迷。
于是搬家到闹市附近。
时间一长，又感到这地方不行，因为小孟轲整天学着商人喊买叫卖，煞有介事。
不得已，再次搬家。
这次，她满意了，因为附近是学堂。
里面有知书达理的先生，耳畔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母子定居的地方，就在今天山东省的邹县。
这里距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很近。
依照一般看法，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按孙开泰《孟子年谱》为公元前389年，本书采后说)，离孔子
出生不过两个多世纪。
学风淳厚，自不在话下。
孔子首创私塾，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大教育家。
旧时的私塾挂有孔子的画像以示尊崇。
但爬梳孑L子的教育学说，并不见早期教育的内容，更不见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
就选择环境以利儿童发展来看，应是孟母的独创。
这件事表明，孟母首开妇女进行早期教育的先河。
孟母通过切身经验，体察到环境对儿童的同化能力。
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儿童，差的环境对儿童产生负面影响。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孟母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嫌麻烦地搬家，无非是为给儿子营造一个她认为理想的人文氛围而已。
自己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孟母第二个自觉去做的地方，就是在选择好的环境基础上，加紧言传身教。
儿童天性，喜欢玩耍，缺乏自制力量。
服从社会指令，克制自然欲求，不为物欲所动，就是建立道德意志、培养高尚感情的开端。
小孟轲上了学，却身在课堂心在外，不好好读书。
一次逃学，被孟母发现了。
孟母把儿子叫到屋里，生气地用刀子割断了正在织的布，对小孟轲说：“你不好好念书，到头来，就
像这割断的布一样，成为废品！
”也许是响鼓不用重锤，打那之后，小孟轲再没逃过学。
孟母的教育是向完美的精品方向努力的，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因自己的疏忽留下一丝瑕疵。
一次，孟轲问邻居杀猪做什么，她未经意地随口应了一句：“给你肉吃。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本来她并没有这个意思，邻居也没讲过这个话。
但如果孩子吃不到肉，那无异于撒谎。
于是她不顾手头紧，还是买了肉，兑现了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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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精心培育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孟轲结婚之后。
一次，孟轲告诉妈妈，要休掉妻子。
孟母问：“为什么？
”答：“她违背了礼教。
”问：“你怎么知道？
”答：“我亲眼所见，她在屋里竟然盘腿坐着。
”孟母说：“如果你看到这种现象，恰好证明你违背了《礼》。
《礼》书不是这样说嘛：'将要进家，要问妻子在不在家；将要上堂，先要大声示意；进了房门，要低
头看地。
'你一定没有低头看地，否则如何能见妻子盘腿？
”一席话，说得孟轲连连认错。
古代的礼法，一招一式，都有刻板规定；举手投足，都不许有差错。
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彬彬有礼。
这种严格要求，对儿童的日后成长，极其重要。
世界戏剧大师卓别林晚年写回忆录时，几次提到他准确优美的发音吐字，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无数次对
他不正确语调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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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常常伴随不可预测的机会。
《孟轲传》的写作，即属一例。
那是在我的写作间与同行苏晓离君的一次谈天中引发的。
谈天中，他提到马勇君正为河北人民出版社《旷世大儒丛书》物色作者，问我是否愿意承担一本，我
说可以一试。
未想到，这“可以一试”一语，就把我推到了丛书的作者队伍中，去撰写我所不熟悉、没有准备的《
孟轲传》。
如今，写作间因故撤销，我们也从社科院大楼的九层搬到十层，像那样独处一室的聊天机会一去永不
复返了。
如果没有那时的写作间，那样随心所欲的谈天，能有这种写作缘分吗？
从而，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箴言的体会越发深刻了。
直到现在，马勇君尚未见到一次。
近在咫尺，而未能深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负责这套丛书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主任李大星君至今也未谋面。
但与我通信、通话，使石家庄与北京之间拉近了距离。
空间阻隔，毫无办法；心灵交流，却畅通无碍。
除了工作上的事宜，与大星的联络感到窘迫之外，情感的会通使我愉快高兴。
因为写作进度慢，大星的催促就频繁，一个“快交稿”的话语，使我时时感到压力，有如“负债人”
那样东躲西藏。
但是，同行的同情理解，安慰宽容，以及学术交流，却使我感到温馨舒适，如释重负。
特别是大星对我的初稿的准确的评点、严格的要求、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令我感盼不一。
书稿能写到这个样子，大星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要素。
当然，这本书仍然写得不够理想。
最大的缺点是“叙事不足”而“议论有余”。
按照要求，应该把“叙事不足”“议论有余”的顺序倒过来才好：叙事有余，议论不足。
在这一点上，就非某种偶然性在起作用了，而是某种思维定势——养成的好议论惯性，也即某种积习
难改的必然性潜移默化的结果。
大星已指出了这一点，我在二稿中也竭力去加强叙事性，有的地方，还带有文学性的渲染，但从整体
看，还是弱了一些。
这可能与我是哲学出身、好议论有关。
有时，我也遇到一些好追根刨底的大学生，提出的问题既新又深，把我难倒。
例如，问我西方中世纪提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就完全没有意义吗？
巴门尼德的“不动的一”是否是“无时间的崇拜”？
如此等等。
看来，真如孔子所言，“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也”。
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新生代”也不只追求物质，也有新的视域和憧憬：要求更新知识、转换思想。
我的议论，会不会对这些青年人有启发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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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轲评传》：孟母调教的这位圣人，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王生平教授着笔孟母的早期教育及孟子一生的学究，生动、真实、形象地评述了孟子的思想对华夏民
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影响。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仁者无敌。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轲（中国·春秋）是谁在孤独地激扬自己的人生，影响千年中国人思想的儒之先贤们，越过千
山万水，倥偬岁月，我们在一起。
孟子（前390-前305）,战国时期鲁国人。
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历史上被称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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