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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精心构建的儒学，奇迹般地主导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化，影响了世代华夏
子孙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俗。
孔子倡导于前，成为天下第一人，人称“至圣”。
孟子紧随其后，极尽光大之能事，位居次席，人称“亚圣”。
孔孟两人在儒学兴盛中起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作用，因此，人们又习惯地将儒道称为“孔孟之道”。
    早在孔子在世之时，他就被孔门弟子奉为经天的日月，后世的儒家传人更是强调“孔子之道如日月
之明”，要是没有孔子，华夏子孙还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几多岁月，几多时日！
孔子伟大如此，那么被唐代大学问家韩愈誉为“醇乎醇者”的孟子呢？
如果天不生孟圣，那儒学的命运将如何呢？
    正是这个孟子，把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加以弘扬，提出了“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的观念；正是这个孟子，把孔子的仁学理论推上了“仁政”的轨道，推出了“王天下”和“民
贵君轻”的理念；正是这个孟子，把孔子的“立志观”加以完善，认为人既应有“志”，还应有“气
”，以浩然正气立身于世；正是这个孟子，提升了孔学中的人格精神，号召士人努力去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中华文化没有孔子不行，那么，要是没有孟子呢？
这是历史留给后世的一个大问题。
    郭志坤  陈雪良    2010年5月20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提问孟子>>

内容概要

　　《提问孟子》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

　　《提问孟子》简介：孟子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的是真话，他的毕生之功，就是学习和弘扬孔道。

　　孔子首创私学，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
孟子则全力以赴于时雨化人的“君子之教”，高举起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文大旗。

　　孔子倡言仁学，强调“仁以为己任”。
孟子将“仁”由德行推向政事，以仁“一天下”，行仁政，施王道，推出传颂千古的十字箴言：“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孔孟二人是血脉相通的。
孔子世称“至圣”，而孟子则世称“亚圣”，他们两人精心打遗的儒道则被世人称为“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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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问    对于您是哪里人，史籍上说法颇多，有说是邹人的，有说是邾人的，有说是鲁人的，《史记》
则说：“孟轲，驺(z6u)人也。
”请问，究竟哪个说法更准确些？
    孟答：我看，都说对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说法略有不同而已。
说是邹人，那当然是确切的。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称为邹邑，是一个小县城，它从属于鲁。
因此，说我是鲁人与说我是邹人是一个意思，只是指认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而已。
至于《史记》上说的驺人的“驺”，实际上只是“邹”的异文而已，“邹”与“驺”相通，正像“邹
衍”其人可以写成“驺衍”一样。
    说我是“邾人”，那是一种更加文化一点的说法。
《说文解字·邑部》：“邹，鲁县，古邾娄国，帝颛顼之后所封。
”“邾”为“邾娄”的省文。
邾国的第一任君主据说是古帝颛顼的后人名挟的那个人，这里有着五帝时代的古文化。
后来邾国为鲁所兼并，成为鲁的一部分，由于当地人口音的关系，“邾”字又被读成“邹”，后来就
定名为“邹”了。
    这就很清楚了，我的出生故地从地域上看，小而言之为邹(驺)，大而言之为鲁；可言我为邾人，亦
可言我为邹人。
人们辩来辩去，其实大致上是一回事。
    二问    在《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太史公直呼您为“孟轲”。
对于“轲”字，后人有多种解读。
有的说：“轲，接轴车也，轲有车义。
”(《说文》)说明您是出生在一个“有车”阶层的家庭中。
但又有人说，您之所以叫“孟轲”，那是因为早年生活太坎坷。
“轲”与“坷”同音同义，可以通假，如这样看，“轲”与“有车”就一点不沾边了。
您说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孟答：如从我家族的发展过程来解读这个“轲”字就清楚了。
我家的祖上原是鲁国威名赫赫的家族，当年曾经主政过鲁国，也出了像孟公绰、孟之反、孟文子、孟
献子、孟庄子等这些德行高尚的人。
一直到孔子那个时代，孟氏家族还是颇有权势的。
那时的孟氏家族，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有车”族。
但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孟氏一脉明显中落了，家族成员也散居各地
，有的还流落他国。
我的家几经变动，最后算是定居在邹地了。
那时我父母已是一介平民，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说“轲”是“坷”也就不无道理了。
    三问    说您早年坎坷，是否与您早年丧父有关？
    孟答：这是个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中年男子在家庭中是顶梁柱，没有这样的支撑，整个家庭都会散架。
我的父亲叫孟激，名为“激”，是否与像我一样易于激动有关？
也许是吧！
他比孔子父亲更普通．有关他的有价值的资料一点都没有留下。
我三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孔子也是三岁丧父)。
父亲死后，母亲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又是耕，又是织，还要管教我这个调皮又不懂事的孩子，实在不
容易。
    四问    从汉代开始，在《列女传》等文字中，就有关于“孟母教子”的诸多故事。
这些故事形象、生动，富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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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不少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先生，作为当事人，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故事的？
    孟答：这里有一个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的问题。
历史的真实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生活的真实是指在某人身上完全真实
地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不管是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还是阅读历史作品的普通百姓，首先要追求的是历史
的真实。
应该说，“孟母三迁”之类的故事，在以文明和教化著称的古代中国是必然会发生的。
通过这样的教育，树立了孟母天下“母教一人”的高大形象，那有什么不好呢？
通过这个故事，不管是当父母的，还是当子女的，都有所得，那就够了。
    五问    “孟母三迁”是最有名的，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最初，孟子一家居住在靠近坟墓的地方。
当时孟轲还小，把墓葬的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闲来无事，就去学掘坟墓、埋死人这些事。
孟母感到不妥，心想，那太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了，就把家迁到了城里的集市旁。
那里行商坐贾，肩挑叫卖，讨价还价，热闹非凡。
孟子与那里的孩子一起做起做买卖的游戏来。
孟母觉得那里的气氛也不好，于是又把家迁到学宫之旁。
这下孟子全变了，“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
孟母见孩子这样，很高兴，说：“此真可以居吾子矣。
”请问：这个故事被视为家庭教育的经典留传下来，其道理何在？
    孟答：在历史进程中，大大小小的史实无数，某些史实被留存下来，传之久远，总有它的道理。
这个故事干百年来之所以盛传不衰，是因为它带给了我们不少积极的文化信息。
“三迁”的核心价值当然是对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的选择。
我们虽不能说环境决定一切，但也必须看到，居住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
最后，我的母亲选择在“学宫之旁”定居下来，这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当时虽说是在大乱之世，但人
们的学习热情还是很高的。
为孩子从小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是父母的责任。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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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
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
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
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
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
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
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
哲学为主流。
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
。
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
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
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
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
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
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
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
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
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
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
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
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
修正。
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
明了。
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
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
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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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
探求精神。
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孟子》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
本书分七章，内容分别为孔门私淑，人性本善，乐育英才，民贵君轻，利义之争，浩然正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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