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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裘老沛然是闻名遐迩的大医，现年九十五岁，为沪上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他所撰编的医书有四十余部，早已是“著作等身”了。
然而医者之心并不满足于此，裘老立志编写一部宣扬儒学的著作，以为救治当前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缺
失的弊病助一臂之力。
笔者有幸在八年前有机会与裘老切磋儒学，当时就感到裘老对儒学经典，或熟记，或发挥，其熟稔程
度令我钦佩不已。
尤其是同裘老交谈，必然会被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和道德实践精神，所感染，所打动。
现在，历经八年磨砺的《人学散墨》问世了。
我相信：它必然会对儒学的研究和普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道德忧患精神的体现　　可以说，《入学散墨》是一部忧世之作，整部著作散发出浓浓的道德忧
患精神。
　　裘老有诗句说：“世犹多病愧称医。
”这里的“病”，可以指民众的“身病”，也可以指民众的“心病”，还可以包括社会的“道德风情
病”。
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
这恐怕是中国儒医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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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裘老沛然是闻名遐迩的大医，现年九十五岁，为沪上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他所撰编的医书有四十余部，早已是“著作等身”了。
然而医者之心并不满足于此，裘老立志编写一部宣扬儒学的著作，以为救治当前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缺
失的弊病助一臂之力。
笔者有幸在八年前有机会与裘老切磋儒学，当时就感到裘老对儒学经典，或熟记，或发挥，其熟稔程
度令我钦佩不已。
尤其是同裘老交谈，必然会被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和道德实践精神，所感染，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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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6年生，浙江慈溪人。
童年入私塾，师事施叔范先生，后从叔父裘汝根学针灸，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请益于谢
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勤求博采，深谙岐黄之道，融通辨证施治，行医七十
年，救死扶伤，医德广被；精研儒学，诗文史哲造诣颇深。
先后编撰与主持编写、编纂医学、文史著作计四十二部，影响颇大。
　　历任国家科委中医组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
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曾多次获得各类荣誉与奖励，如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2008年获第五届“上海市医学荣誉奖
”，2009年获“国医大师”荣誉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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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期以来，但凡研究孔孟的专著和文章，再怎么“客观”和“公允”，最后定评时总不忘顺手捎
上一句：孔孟的思想毕竟是守旧的，毕竟是为封建主或奴隶主立言的。
　　说孔子“思想毕竟是保守的”，是“维护封建主和奴隶主利益”还算是客气的，更为恶劣的说法
就是直斥孔孟为统治者“帮凶”，或者是“一丘之貉”。
　　无论“打孔”，还是“捧孔”，都是极端功利的。
孔子被神化过，从“褒成宣尼公”、“素王”、“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到“黑帝之子"（
谶纬化的孔子）、“光净童子"（徙儒入佛）、“太极上真君”（援儒人道），我们看到的是违反孔子
自己意愿的“孔子”，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
　　历代统治者都扭曲了孔子而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然而“物极必反”——也许正因为过分地被神化，才会导致另外一个极端。
20世纪初，许多学者都纷纷对孔子作了措辞激烈的批判，孔孟学说成为众恶的根源，批判孔孟成为一
种潮流。
　　这是一种更广泛的功利和需要，因为只有在狂骂之下，自己才能脱掉“余孽”之干系，而且正因
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能有机会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往“圣贤”头上轻轻一推，又是何等
干脆利落。
　　无论如何，以“进化论”、现代西方民主理论、20世纪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让2 500年前的古人
划线站队，是一种愚不可及的疯狂，就算是“封建地主、奴隶主”，我们也找不到孔孟和他们“一丘
之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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