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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者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
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
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
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
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十分熟悉。
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
到三十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
文化典籍。
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
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
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
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
年过五十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
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
。
这段做官的时间，大约不超出五年。
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
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
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
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
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
不少著名的言论。
在公元前四八四年，经过大约十四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倾注于文化
、教育事业。
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
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
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
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去.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病逝于
家中。
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
“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
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
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
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达，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
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
的人文主义精神。
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他道德名目：如
忠、孝、义、信、廉、俭等等。
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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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
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
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
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
但同时他也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
地位。
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
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
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
了巨大影响。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入。
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潦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
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男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
重要的教育经验。
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入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
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
力。
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
。
其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
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
子之语”“论纂”成书。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
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
全书共二十篇，约五百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
篇标题。
全书共约一万一千字，平均每章字数在二十四个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十字，最长的也不过三百多字
。
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
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魅力，语言含蓄隽永，叙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
现出一些长篇论述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
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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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
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
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
差而意思一致。
对此只能做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
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
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自于他再传弟子之
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
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
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
的一段话。
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他弟子的多。
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四o o年左右
。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
《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二十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
《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
《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共二十一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
，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日》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
这三种版本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
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
，编成一个修订本。
张禹曾为汉成帝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
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话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
，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
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增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
三国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
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
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
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论语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
新解说。
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
北宋邢诗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
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
》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
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
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
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
有重要参考价值。
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
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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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者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
第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
因其战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
。
其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
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语语》者，孔子应生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
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
”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篡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
子之语”“论篡”成书。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帖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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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第一篇·学而第二篇·为政第三篇·八价第四篇·里仁第五篇·公冶长第六篇·雍也第七篇·述
而第八篇·泰伯第九篇·子罕第十篇·乡党第十一篇·先进第十二篇·颜渊第十三篇·子路第十四篇
·宪问第十五篇·卫灵公第十六篇·季氏第十七篇·阳货第十八篇·微子第十九篇·子张第二十篇·
尧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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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派他治理政事吗？
”孔子说：“仲由办事果断，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又问：“子贡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
”孔子说：“子贡这个人精通人情事理，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再问遭：“冉求这个人可以用他来治理政事吗？
”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多才多艺，对于治理政事会有什么困难呢？
”季氏叫闵子骞担任采邑费的总管。
闵子骞对使者说：.请好好地为我推辞了吧！
要是再来找我，那我必定会避居汶水北面了。
”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探枧他，从窗口握住他的手，说：“去吧，这是命中注定的啊！
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
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啊！
”孔子说：“颠回，多么贤穗啊！
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狭小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苦楚，颜回却不改变他的乐观态度。
多么贤德啊，颜回！
”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先生的学说，而是我的能力有限。
”孔子说：“如果能力不够的话，那是走到半路走不动了才停止前进，可现在是你自己先划定了一个
界限，停止向前走啊！
”孔子对于夏说：“你要去做一个君子式的学者，不要去做一个小人式的学者。
”子游做武城这个地方的长官，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人才了吗？
”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他处事行正遭，不为公事，他从来不到我屋里来。
”孔子说：“孟之反不自我夸耀，打了败仗撤退时，他留在后面掩护，快进城门时，人们欢迎他.赞扬
他，他却鞭打着马自谦地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我的马跑不快呀。
’”孔子说：“假使没有祝蛇的能官善辩，而仅有宋国公子朝的美貌，现今的世界上恐怕不易避免祸
害丁。
”孔子说：“谁能够不从房门经过就走出屋外？
为什么没有人走我这条路呢？
”孔子说：“（内在的）朴实胜于（外在的）文采，就难免粗野；（外在的）文莱胜于（内在的）朴
实，又难免虚浮。
文采和朴实应配合恰当，既文雅又朴实，这才是个君子。
”孔子说：“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不正直也可以生存，那是因为他侥幸地免于祸害。
”孔子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比不上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把研究这种学
问作为快乐的人。
”孔子说：“禀赋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禀赋在中等以下水平的人，不可以
向他讲高深的学问。
”樊迟向孔子询问怎样才算聪明，孔子说：“致力于使老百姓做合乎仁义的事，严肃地对待鬼神并且
回避，不靠近它，这可以说是聪明了。
”樊迟又问怎样才算有仁德。
孔子说：“仁穗的人先做出艰难的奋斗，然后才收获果实，这样就可以说是有仁德了。
”孔子说：“聪明的人喜欢水，仁爱的人喜爱山；聪明的人活跃，仁爱的人恬静；聪明的人快乐，仁
爱的人长寿。
”孔子说：“齐国的政教一旦有所改革，便会达到鲁国的样子；鲁国的政教一旦有所改革，便会走上
先王施行仁政的大道了。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这怎么是艇呀！
这怎么是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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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问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如果告诉他：‘井里掉了一个人啦。
’他会不会跟着跳下去呢？
”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君子可以叫他远远走开不再回来，却不会陷害他；你可以欺骗君子，却不可以愚弄他。
”孔子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一切知识，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就可以不背离君子之道了。
”孔子去见了南子，于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事有不合礼的地方，上天厌弃我！
上天厌弃我！
”孔子说：“中庸这一道德，应该是最高、最美、最善的了，老百姓已经缺乏它很久了。
”子贡说：“假如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给予老百姓实惠，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好，这个人怎么样？
可以说具备了仁心仁德了吗？
”孔子说：“那何止是仁遭！
那一定是圣德了！
尧舜大概也难以做到啊！
所谓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使别人也站得住；自己处处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处处行得通.能够推
己及人，将心比心去做，这才是实践仁遭的方法。
”[大意]本篇共三十八章，内容以论为学、修养、教育等问题为主。
其中较多地反映了孔子作为教育家的生活侧面和有关教育理论。
特別是有一些章节描述了孔子的生活习性、容貌行事，是我们今天了解孔子个人性格特点的重要资料
。
[原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①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②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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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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