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全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语全解>>

13位ISBN编号：9787511707055

10位ISBN编号：751170705X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春秋）孔子  原革和，满若空  编著

页数：303

字数：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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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全解>>

前言

　　泱泱华夏，几千年来一直以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精神主导，直到列强踏人、西学东渐，传统文
化领域受到了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被西方文化边缘化。
当然，文化是不分国界的。
不可否认，西学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根植于黄土地的华夏儿女离不开
本土文化的滋养，炎黄子孙始终需要的是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
只有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为主流，中华民族文化才符合中国的人文环境，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符合
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在这种根本需求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再一次回归，再一次复兴，古圣先贤的思想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
重视。
这些传统的、民族的、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经典、文化精髓，我们亲切地称之为&ldquo;国学&rdquo;。
国学文化经历了辉煌、暗淡、再度复兴的曲折过程。
这说明，中华国学的根基是牢固的，影响是深远的，价值是永恒的。
　　那么，如何来定义国学？
一提到国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ldquo;孔孟老庄&rdquo;这些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们的学术思
想。
的确，诸子百家的文化理论经典都在我们的国学范畴之内，但国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
国学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经典，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
想的、生活的、军事的、技艺的等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共同体，应该是&ldquo;大国学&rdquo;的
范围。
&ldquo;大国学&rdquo;之意，只是希望人们能放宽视野，从更广的角度认识国学。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应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国
学的内涵会不断丰富，不断变化。
　　今天，国学的热潮再一次席卷中华大地，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深深地为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
动、而骄傲。
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倡学国学、用国学，并不是让人们去墨守祖先留下的一套固有观念和思
想，也不是狭隘地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能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发挥其积极
的作用，以此来引领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新时代，国学文化的推广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加快速。
现代人不仅越来越接受和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的人开始以弘扬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这一点是
非常值得庆幸的。
国学的普及和覆盖面之广令人惊叹，无论是在学术界、教育界，还是在工商界、娱乐界，包括我们的
政治领域，国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影响到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中华国学产生兴趣，并且很多学术思想也开始渗透到西方人的观念中。
　　如今，中华文明正在影响着世界，中国智慧正在涌人世界的大潮中。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时刻看到这样一套诠释国学精义的丛书，编者们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重拾一度被冷
落的文明，结合当下的需求，给传统国学赋予新的生命，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得以充分展现。
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发现一套优秀的作品自然兴奋异常，特此作序推荐。
若此套丛书能为中华国学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些许的推动作用，我便不胜欣慰了。
　　弓克  于悟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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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部优秀的国学典籍，《论语》对古今中外的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思想精髓已经渗透到中华儿女的性格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德。

今天，我们更全面地来看待这部著作，它不仅是中华儿女思想道德的指导，更涉及了经济、哲学、历
史、文学、教育、伦理等内容。
如今，我们抛开套在《论语》上的神秘光环，可以发现，其实《论语》本就是来源于生活。
是孔子及其弟子生活实践体验和理性思考的结晶。
从中我们可以吸吮到鲜活的、丰富的人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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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生原本多灾多难，我们要尽量克服这些苦难，绝对不可以抱着失败主义思想。
不过，世上的事物往往是对立而存在的，悲往往是从乐中而来，衰常常自盛中而生，这就是“乐极生
悲”，“盛极则衰”，因此才有？
苦是乐的种子，乐是苦的根苗”等说法。
可见，一个人如果不及时彻底铲除苦恼的根苗，那得意之时一过，失意的悲哀就会立刻接踵而至。
禅祖达摩大师认为，人生中所产生的种种烦恼，都是由妄念而来的，是因为“我”的出现造成的。
因为烦恼之所以会产生，就是过于执著。
大师曾说道：“为己者，横生计较，即会感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寒热风雨等一切不如意之事，这
都是妄想之所现。
圣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这是因为他们不见自己的缘故。
不觉苦乐的人，是因为灭己之故。
”达摩大师的舌锋极为锐利，他说明了“忘己”的重要性，并道出了圣人不觉苦乐的真谛。
在凡人而言，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苦乐难免，为什么有人经常愁眉不展，而另外的人则经常笑口常
开，快快乐乐？
关键在于自己，在于自己的人生观，在于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在于自己是否深谙糊涂之道。
大丈夫不论得不得志，皆能恬然处之。
孟子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观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在不得志的时候也不忘记义理，在得志的时候更不违背正道。
孟子还认为君子是不受外界动摇的，只要不做欠缺仁德、违反礼义的事，则纵使有什么突然降临的祸
患，也能够坦然以对，不以为祸患了。
孟子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能够起而行，达到那种境界了。
有一次，公孙丑问他：“倘若夫子做到齐国的卿相，得以推行王道政治，则齐国为霸诸侯、称王天下
，也就不算什么稀奇事了。
可是当您实际担负这项重职时，也能够做到毫不动心的境界吗？
”孟子回答：“是的，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动心了。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孟子列举了两个方法，即“吾知言”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首先，所谓“知言”，是指能够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同时也能明确地判断。
《孟子》中讲，“听到不妥当的话，就知道对方是被私念所蒙蔽；听到放荡的话，就知道对方心里有
邪念；听到邪僻的话，就知道对方行事有违反正道的地方；听到闪烁不定的话，就知道对方已经窒碍
难行了。
”换言之，拥有这种明确的判断力，就不会被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所愚弄，更不会因而动摇自己的心
意了。
第二，“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这种气极其广大、刚健，若能对自己所行的正道抱着相当的自信，以这种方法来
培养它，就能充塞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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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只是配合着道与义而存在的，若缺乏道与义，则浩然之气也就荡然无存了。
只有在反复实行道与义时，才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如果仅是偶一为之，就不可能获得。
总之，首先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合乎正道之事抱着坚定的信念，然后才能产生“浩然之气”。
在《论语》中有“孔子绝食于陈”的故事。
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在陈卷入政治纠纷中，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连续几天动弹不得。
最后，子路忍不住大叫：“君子也会遇到这种悲惨的境遇吗？
”孔子对于子路的不满视而不见，只是淡淡地回答：“人的一生都会有好与坏的境遇，最重要的是处
在逆境时如何去排遣它。
”苟子根据这段故事指出：“遇不遇者时也。
”任何人的一生总会有不遇的时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和预期相反的结果。
长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产生悲观情绪。
然而，人生并不仅仅这种不遇的时候，当云散日出时，前途自然光明无量。
所以，凡事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不必惊慌失措。
相反，在境遇顺利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是总有一天，不遇的时刻会悄然来临，因此，
即使在春风得意之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应该谨慎小心地活着。
身处顺境而不骄矜；身处逆境而不颓废，这才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
礼义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
把它调整。
孔子十分重视礼仪，他认为如果不懂得礼仪，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次，孔子在陈国碰到一位大夫。
这位大夫向孔子行过礼后，一本正经地问道：“贵国国君昭公懂得礼节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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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解新悟大国学·论语全解(双色图文珍藏版)》：《论语》是千百年来最负盛名的思想著作，它以
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为世人所称道，更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传承于世、经久不衰，北宋政治家
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论语》之重要。
早在秦汉时期，《论语》就已传入日本、朝鲜诸国，16世纪时已被译为拉丁、意、法、德、英、俄等
多种文字，在西方广为流传。
20世纪以来，《论语》被认为是仅次于《圣经》的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圣典，既有深刻的政治智慧，又有精练的人生哲理。
国学经典再品读 易读易懂新体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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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