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傅佩荣细说孟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傅佩荣细说孟子>>

13位ISBN编号：9787542630056

10位ISBN编号：754263005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

作者：傅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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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佩荣细说孟子>>

前言

传统文化以儒家与道家最具主导作用。
这两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孔子与孟子，以及老子与庄子。
由于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既是学派开山之作，又有简明扼要的特质，以致千古传诵、深入人心
。
至于《孟子》一书，则相对而言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情况在道家的《老子》与《庄子》二书，亦颇有类似之处。
《孟子》为什么重要？
因为孔子曾经感叹：“莫我知也夫！
”(《论语·宪问》)如果孔子认为同时代的弟子与朋友未能了解他的思想，那么谁可以了解？
孟子可以，而证据就在《孟子》一书里面。
既然如此，大家对孟子又不太热衷，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说他每次阅读《孟子》，看到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
如果谈利益，天下不可能太平，而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但是如果谈仁义，天下就会像孟子所说的成为
理想国吗？
这一点却从未得到检验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孟子的对错。
事实上，孟子很希望说服当时的国君。
他在一再失败之后，写出作品传诸后世，希望后代的人可以明白他的理想，进而予以实践。
但是，即使《孟子》被宋代的朱熹编人《四书》，成为大家熟知的“论孟学庸”之一，其中许多精彩
的语句与简单的概念也普遍受到肯定，我们还是要问：谁真正了解孟子？
阅读《孟子》，要有耐心。
这种耐心的回馈是非常丰富的。
先就语文来说，孟子善于使用比喻，又能创造成语，其中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的有：一暴十寒、缘木求
鱼、杯水车薪、迁于乔木、事半功倍、守望相助、绰绰有余、出尔反尔、流连忘返、自暴自弃、反求
诸己、手舞足蹈、心悦诚服、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有为者亦若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等等。
再就历史来说，孟子广泛引述《诗经》(三十五次)与《书经》(二十九次)，对古代圣君贤相的事迹津
津乐道，可谓取法乎上。
舜在他的笔下宛如重获生命，使读者可以亲见其言行，进而心生向往。
他自行分类圣人，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然后是集大成的孔子之“时”
。
这无疑是他的创见。
对于孔子为何是集大成，理由则是完美的德行加上随机应变的“智慧”。
他赞成孔门弟子(如子贡、宰我、有若)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只要想起孟子以“好辩”知名于天下，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甚至对管仲也不屑于多谈，就可以
明白他对孔子的认识是如何深刻，而评价又是如何崇高了。
真正画龙点睛之处，则是孟子自成一家之言的人性论。
他把孔子的人性观点说清楚了。
孔子以“仁”为其一贯之道，肯定仁包含“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三个层次，贯穿人的一生。
他强调“杀身成仁”，孟子则倡言“舍生取义”，这两者如出一辙而其基本立场则是人性“向善”。
以此为基础，才可推而建构经济、教育、社会规范、政治制度方面的合理内容。
并且，人生才找得到修养的途径以及由内而发的快乐。
二十多年以来，我每谈儒家，必定揭示人性向善(而非本善)的微言大义，也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但
是更多的响应则是告诉我：在明白之后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之后深有心得，因而改善了人生，活得充
实而有意义。
我曾在社会上为许多朋友讲解《孟子》，并由好好好文教基金会制成CD发行。
后来北京出版界的朋友认为内容值得出版，就将其转录成文字稿，再由我全面修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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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编辑同仁费了许多心思整理初稿，润饰文字，并加上小标题，使全书更为可读，
特此致谢。
本书主旨为“人性向善”，可谓一语道破我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我的说法是否正确，则请读者耐心细品本书再做判断。
知我罪我，皆在本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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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佩荣细说孟子》内容为：《孟子》一书共有七篇，每篇再分为上下，其中有六篇是采用人名。
首先是《梁惠王》，是孟子与之谈话的一位梁国国君。
其二是《公孙丑》，一般认为是孟子的学生。
其三《滕文公》，是滕国的国君，他不称王而称“公”，是小国的国君，因为要势力够大才敢称王。
第四篇是《离娄》，离娄是古代眼睛最好的代表，可以看得又远又清晰，直至“秋毫之末”，即秋天
野兽新长出的毛的尖端。
其五是《万章》，孟子的学生。
其六是《告子》，是当时一位学者，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食色性也”。
最后一篇不采用人名，叫做《尽心》，等于是做一个总结，孟子思想的精华也在于此。
《孟子》前面几篇的内容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和谈话，因为这些篇章中出现几位国君，他们程度有限，
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只是负责治理国家。
孟子是哲学家，所以在同他们谈话时，难免表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至于孟子与告子辩论的时候，就十分精彩了，人性是善？
还是向善？
或是不善不恶？
在《告子篇》里都有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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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
 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
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
出版作品逾百种，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应邀前
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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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绪论卷一　梁惠王篇上卷二　梁惠王篇下卷三　公孙丑篇上卷四　公孙丑篇下卷五　滕文公篇上
卷六　滕文公篇下卷七　离娄篇上卷八　离娄篇下卷九　万章篇上卷十　万章篇下卷十一　告子篇上
卷十二　告子篇下卷十三　尽心篇上卷十四　尽心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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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梁惠王篇上【1.1】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译文】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老先生！
你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
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
大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
’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
’士人与平民说：‘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
’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国家就陷于危险了。
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
，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
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些
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
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
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何必谈到利益呢？
”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
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
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
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
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
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的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
后来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著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
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名梁惠王。
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字是古代尊称年纪比较老的人，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
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一觅得好
国君，去实践自身的理想抱负。
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
“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一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
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代表下对上的礼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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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
”，表示礼貌。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
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
不仁不义吗？
这显然讲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
“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
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
告子与孟子最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
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性一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
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
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
到适宜，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
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
“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
，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
“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
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
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
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
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
国家富强之源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夫们只重视利益而忽视义行，一定会把国君的产业夺走。
所以孟子重申仁德与义行的重要。
讲求仁德的人，不会遗弃父母；讲求义行的人，不会怠慢君主，如此国家才能够建立应有的秩序，进
而强大。
因为每个人都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
如果对别人好，而不从对待父母开始做起，就变成墨家了。
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一个人不能偏爱自己的父母，要把别人的父母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
这个理想虽然很了不起，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也能够做到“兼爱”，如果别人不能这么做，到最后自己的父母反而变成
没有子女的了。
譬如，我在车上，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也在，只有一个座位时，我应该让位给谁？
如果要用猜拳决定，或是谁的年纪大就让给谁，那么父母养小孩要于什么呢？
这样一来叫做“不要父母”了！
孟子的批评虽然严厉，却有他的道理。
他不是故意骂人，而是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才这么说的。
《论语·乡党》曾提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孔子一听到君主下令召见，等不及车准备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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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出门，然后车子才追上来。
这是古时候的礼，说明不怠慢君主的态度。
最后孟子做出总结：如果一位国君真正想达到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只要奉行仁义，就可以做到；相
反的，如果讲求利益的话，上下交相利，国家就危险了。
其实孟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希望君王们要有耐心，不要寻求快捷方式，眼光要看得长远一点，从根
本上改善体制。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孟子的世界。
【1.2】孟子见梁惠王。
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唐鹿攸伏，唐鹿濯濯，白鸟鹤鹤。
王在灵沼，於轫鱼跃。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孟子谒见梁惠王。
梁惠王站在池沼旁边，一面观赏成群的大雁小雁与大鹿小鹿，一面对孟子说：“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
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良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良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是无法享受的。
《诗经·大雅·灵台》说：‘开始度量灵台的规模，筹划准备所需的材料；百姓一起来建造，灵台很
快就落成；开始度量时并不急着完成，百姓却像帮父母那么卖力。
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安静卧伏着，母鹿肥润有光泽，白鸟羽毛很洁白。
文王游观到灵沼，满池鱼儿在跳跃。
’周文王使用百姓的力量建造高台深池，可是百姓非常欢喜，把他的台称为‘灵台’，把他的池称为
‘灵沼’，并且很高兴他有各种麋鹿鱼鳖。
古代的贤君与百姓一起快乐，所以能够享受快乐。
《尚书·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
我们要与你同归于尽！
’百姓痛恨夏桀，要与他同归于尽，即使他拥有高台深池与各种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吗？
”梁惠王为自己盖了一个漂亮的“囿”。
“囿”就是在宫廷附近建的大园林，里面种满花草，养些珍禽异兽，让君主可以观赏狩猎，等于是他
休闲活动的地方。
他请孟子来了之后，当然心情愉快，于是问了：“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此处的“贤”是指杰出优秀的人。
古时候“贤”是与“不肖”作为对比，不肖就是不像，也就是做得不好。
反之，“贤”代表杰出，表现在三处：善良、明智与能力；善良代表德行，明智代表聪明，能力则代
表能干。
古文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意思，此处译成贤良、贤明、贤能都可以，只要基本的观念掌握住，理解
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诗经》中的理想境界接着，孟子引用了一大段《诗经》的内容来回答。
“经始灵台”的“经”是指度量，“灵”则有伟大、崇高、神妙莫测的意思。
我们常说某某人有灵气，代表灵巧神妙的潜质；“灵台”指的即是一个很吉祥、很美妙的东西。
“经之营之”，就是好好准备、规划，“经营”一词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攻”是“治”的意思，不是说庶民来攻打，而是老百姓来工作，帮忙建造灵台；“不日”代表很快
，好像没有几天就做完了；“经始勿亟”的意思是开始度量的时候不要急；“庶民子来”的“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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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字很有趣，意思是百姓就像子女帮父母亲做事一样。
一般人叫我们做事，我们都要看时间、看条件，要想半天；但父母叫我们做事，那真是心甘情愿、开
心得很，马上就来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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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傅佩荣细说孟子》：一部孟子智慧的全本，一部细讲经典的巨作。
全书根据傅教授40小时孟子系列讲座，历时三年整理而成，突出地体现了傅教授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
研究心得。
让一般读者均能遗址文字的障碍，借以欣赏傅佩荣教授谈古说今、中西贯通的文风。
生活在今天这个充满巨变与喧嚣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股安定身心的坚强力量。
而汲取孟子的智慧，即可获得此一力量。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三十岁以后，我做人处世全靠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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