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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主要记录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共有20篇、512章；论其字，15900有奇，当今一
篇长文而已。
然而自其诞生以来，历朝历代，为其注疏阐发者，数不胜数。
据一位日本人早年统计，单是成书就有3000余种。
由此可见人们对它的厚爱和推崇。
这样，久而久之，经过两千多年对人的耳濡目染、乳养浸润，孔子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化于中华民族的
血脉，熔铸入中华民族的灵魂，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已经与时不合，需要加以扬弃；有些似乎鱼龙混
杂，需要批判地继承。
　　民族存在的标志在于她的文化特征和民俗传统，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论语》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中华语言宝库，不到两万字的一部著作，给后代子孙所提供的成语或者由
它而引申出的成语竟然是数以百计，至于箴言、典故、警句以及格言，乃至于堪为座右铭需要永生牢
记的绝妙好辞俯拾尽有，比比皆是。
呜呼！
吾不知还有哪一部著作能与《论语》肩齐。
　　这本小册子名为《立身处世的学问（论语成语典故箴谏名言解）》，所选是《论语》中的一部分
，着眼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言指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之内；解析除阐明符合于时代发展的今义之
外，还注意到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脉络，指出孔子的局限所在，力图使人们对于孔子能够有一个正确
的、公允的以及比较全面的认识。
历史上，批孔者代不乏人，然《论语》总泰然自若，巍然傲立，自有它的魅力。
相信只要不是有意抱定成见，读了之后，都会受益，所别大者小者、多者少者而已矣。
　　说是“成语典故箴谏名言解”，盖言之矣，其实“箴谏”中包括有警示禁戒之言，“名言”中亦
不乏格言、铭座以及口头熟语。
每一词条下含有语分、语出、语义，他有语评、语注、语补不等。
“语分”是词条的成语、典故、箴谏、名言的分类，因为居于前端，位置比较突出，故不作标示；“
语出”指示词语所在篇章，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于词语所处环境有个总体把握，全章录出，以供参考；
“语义”是对词语的解释，有引申和比喻较远的，以及凡典故词条，为便于读者的理解体会，尽可能
加有例句，例句绝大多数取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至1993年11月出
齐第一版，共12册）；“语评”是笔者阅读的感受、思考和对词语意义的阐发；“语注”是对词语中
疑难字词的解释；“语补”是对词语相关内容的说明和补充。
　　本书的特点，笔者自以为在于它的通俗性、辞书性、资料性、研究性和创新性。
“通俗性”主要表现在语译中，古汉语言简意赅，因此翻译的时候尽可能揭示出其内在的包含，用通
俗的语言把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辞书性”表现在这本书实际上是《论语》成语典故的小词典，书
后附有成语典故索引，很容易全观《论语》中所有的成语典故，而箴谏名言索引又大体概括了《论语
》的精华部分，与成语典故相结合，则有利于读者对于《论语》思想内容的总体把握；“资料性”表
现在“语评”和“语补”中对于《论语》一书相同和相关内容的适当集中，使人对孔子的某种思想认
识或某个方面的观点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研究性”是指在已经相对集中的资料的基础上进
行思考，则会有益于个人的一些研究和独出，得出自己的一些个性结论；“创新性”是指笔者在词语
的译解上，并不完全依同于前人，有一些则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
　　本书共收入《论语》成语475条，典故80条，箴谏39条，名言86条，总计680条。
成语的认定主要是根据《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和《中华成语全典》
（湖北辞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条目编排依循（（论语》传统篇章划分次序列出，篇章序号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12月第2版）所行标示。
　　攻治《论语》，系在耳顺之后，血气既衰，偶尔为之，且乏学而不厌、忘食忘忧之志。
想来定有贻笑大方，诚请仁入学士屈尊垂青，不吝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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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主要记录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行，共有20篇、512章。
这本小册子名为《立身处世的学问（论语成语典故箴谏名言解）》，所选是《论语》中的一部分，着
眼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言指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之内；解析除阐明符合于时代发展的今义之外，
还注意到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脉络，指出孔子的局限所在，力图使人们对于孔子能够有一个正确的、
公允的以及比较全面的认识。
历史上，批孔者代不乏人，然《论语》总泰然自若，巍然傲立，自有它的魅力。
相信只要不是有意抱定成见，读了之后，都会受益，所别大者小者、多者少者而已矣。
　　说是“成语典故箴谏名言解”，盖言之矣，其实“箴谏”中包括有警示禁戒之言，“名言”中亦
不乏格言、铭座以及口头熟语。
每一词条下含有语分、语出、语义，他有语评、语注、语补不等。
“语分”是词条的成语、典故、箴谏、名言的分类，因为居于前端，位置比较突出，故不作标示；“
语出”指示词语所在篇章，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于词语所处环境有个总体把握，全章录出，以供参考；
“语义”是对词语的解释，有引申和比喻较远的，以及凡典故词条，为便于读者的理解体会，尽可能
加有例句，例句绝大多数取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至1993年11月出
齐第一版，共12册）；“语评”是笔者阅读的感受、思考和对词语意义的阐发；“语注”是对词语中
疑难字词的解释；“语补”是对词语相关内容的说明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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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而篇第一（成语39，典故3，名言7）为政篇第二（成语35，典故7，箴谏1，名言10）八佾篇第三（
成语21，典故3，名言4）里仁篇第四（成语18，典故2，箴谏6，名言8）公冶长篇第五（成语25，典
故9，箴谏2，名言2）雍也篇第六（成语33，典故8，箴谏5，名言2）述而篇第七（成语45，典故5，箴
谏3，名言5）泰伯篇第八（成语14，典故2，箴谏1，名言4）子罕篇第九（成语24，典故2，箴谏1，名
言6）乡党篇第十（成语5，箴言2）先进篇第十一（成语19，典故5，名言1）颜渊篇第十二（成语32，
典故2，箴谏3，名言4）子路篇第十三（成语23，典故4，箴谏3，名言4）宪问篇第十四（成语28，箴
谏3，名言7）卫灵公篇第十五（成语29，典故1，箴谏4，名言7）季氏篇第十六（成语25，典故10，箴
言3，名言5）阳货篇第十七（成语28，典故11，箴谏1，名言5）微子篇第十八（成语14，典故3）子张
篇第十九（成语13，典故3，箴谏1，名言5）尧日篇第二十（成语5）成语典故索引箴谏名言索引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身处世的学问>>

章节摘录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e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yun运）。
不亦君子乎？
（子曰）名言。
　　【语出】见本篇之第1章。
　　【语义】可译作：学了之后，时时复习和实践，就会不断有新的体会、发现和收获，这不就是让
人感到高兴的事情吗？
经常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老远的地方前来切磋学问，促膝谈心，谈理想志向，谈治国救民的思想，谈
相互间感兴趣的问题，这不就是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吗？
上层的统治者不理解我，不任用我，不采纳我的治国方针，我看透了这个世道，因此并不气恼窝火，
依然坚信我的社会理想，坚守我的治国主张，这不就是君子的道德品格吗？
　　【语评】本章为《论语》开篇首章，这是孔子一生的深切体悟和深沉总结。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特别是生活在动荡多变的社会里，一定要找准自己的社会坐标，才能够心
情比较舒畅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孔子周游列国，历尽万苦，向统治者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变革社会的政治家，他是个失败
者。
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说“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雍也篇第六》之第17章），并且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路篇第十三》之第10章）。
他也确曾在鲁国干出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着：“定公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归。
”但是由于奸佞的谗言排挤，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
他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时代，社会的不幸非个人力量所能扭转。
其实，孔子对于这样的一种形势也是洞察的，连他的学生子路都知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篇第十八》之第7章），因此有时他也不免发出“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哀叹（《述而篇第七》之第5章），甚至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
已矣夫！
”（《子罕篇第九》之第9章）只是，他的救世之心不死，人民的苦难迫使他不能远遁，依然是孜孜
汲汲，强不可而为之，这也是他的命中注定。
不过，天恩浩荡，有怜人之德，孔子的为人处世的教导和他的一系列治国施政的言论在他死后，却是
大放异彩，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至宝。
倘若孔子地下有知，这怕是他深感欣慰的。
至于封建统治者是否认真付诸实施，则另当别论。
作为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作为循循善诱的知心导师，作为仰之弥高的伦理道德的万世师表
，他是个成功者。
《史记·孔子世家》中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本章或许就是孔子在人到暮年时的结论思考，他从不同的方面回顾了自己这一辈子可以欣然自足
的一些感受。
前两句是个人学习的体会，同时也是对他学生的忠告。
中间两句讲在和朋友相处时的感觉。
朋友，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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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外最可信赖的人。
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sisi思思）”（《子路篇第十三》之第28章），他告诉我们朋友之间是互敬互
助、切磋勉励的关系，朋友是人生向上的重要动力。
后两句主要是在和各国统治阶级交往中思想的一种升华，这是在对世事大彻大悟之后才能具有的一种
超常心理。
　　【语注】不亦⋯⋯乎：凝固结构，此处表示肯定和加强的语气，所以译作“不就是⋯⋯吗”。
说：古“悦”字，作高兴、快乐讲；《论语》中凡“悦”字皆作“说”。
“乐”（le仂）也是高兴、快乐的意思。
比较而言，“悦”在内心，而“乐”在颜表。
　　学而时习之（又学而时习）成语。
　　【语出】见上。
　　【语义】义为学习之后要经常地去复习并且进行实践，言外之意是说那样就会有许多体会、发现
和收获。
　　【语评】学习之后必须时时习之，书上的学问才能变成真学问，变成真本领。
否则只能是一位空头理论家，不但所学一钱不值，反而贻害无穷，战国时的赵括、三国时的马谡便是
典型的例子。
“学而时习之”就是学而时用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语注】习：此处既含有复习、温习之意，又含有实践、照着去做之意。
一词而兼有两个方面的意思，这种情况古汉语中比较常见，非如此则不足以充分揭示其中的含义。
这样用法的字词，我们认为亦可视之为兼词。
在以后的解释中，还将会多次遇到。
　　子曰诗云（又诗云子曰）成语。
　　【语出】由《论语》中“子曰”、“诗云”合并而成。
“子曰”即孔子说，孔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子曰”为《论语》中常见字词；
“诗云”即《诗经》说，《诗经》为儒家最是推崇的经典著作之一，“诗云”亦为《论语》中常见字
词。
　　【语义】“子曰诗云”本义为儒家圣人和经典著作上所说的话，孔言为立身处世之真言，《诗经
》为通行于世之圭臬，由此而引申泛指儒家之经典。
后反其道引申指读书人引经据典而不识时务之迂腐习气，如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闻所未
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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