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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中，孔子因深刻揭示了人生真谛而被历代尊为&ldquo;至圣先师&rdquo;。
　　我启蒙学书时，母亲常常讲孔子的故事以对我进行开慧益智，她那谆谆的教诲，使我幼小的心灵
萌发了对孔子朦胧的崇敬感，这种情感随着学业和生活的积累而不断增长。
特别是2008年秋天，我与妻子、女儿来到山东曲阜，在孔子的故居瞻仰流连，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滋生了进一步走近这位伟大哲人的思想并奋力实现创作的梦想。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石莎莎老师了解到我的想法后，给予了极其热忱的鼓励与指导，并寄来图
书以助我学习，这份宝贵的提携与帮助使我深受感动，由此坚定了走近孔子进行创作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了解孔子的生平，把握孔子的思想，我重点研读了《论语》、《史记&middot;孔子世
家》、《孔子家语》、《礼记》等经典著作和有关孔子的史料，以及《史记》、《资治通鉴》、《二
十四史全译》等重要史书，从中受到了开智启慧的教育。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虽经受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至今仍具有恒久的魅力和普适的价值。
孔子所倡导践行的&ldquo;仁&rdquo;、&ldquo;义&rdquo;、&ldquo;礼&rdquo;、&ldquo;智&rdquo;
、&ldquo;信&rdquo;，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和人们虔诚遵循的道德规范，它已深深地溶铸在
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仁，为做人之本。
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体现于日常人伦的一点一滴之中。
以人为本是仁的主要精神，克己、爱人、力行是为仁的基本原则。
仁，不是从外部客观得来，而是由主观努力所具有的。
人的一生，应是一段依于仁、行于仁、实现仁的旅程。
　　义，作为理想人格的根本特征，是君子内在的本质，只有通过具体行动才能表现出来。
在人类生活中，有一种比个人的实际利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道义。
君子生而为道义，对于天下的事情，都应&ldquo;直道而行&rdquo;，遵循&ldquo;见利思义&rdquo;的道
德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公益。
　　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人的一生，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知礼则无以自立。
生活中处处有礼，我们学礼知礼，所重视的并不只是礼的外在表现，而是体现在礼的形式之中的社会
道德功能和意义，掌握做人做事的规矩，不断修炼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建设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
　　智，是知人与求是的理性原则。
时代的发展，总是由新的知识、新的文明铺设了前进的思想轨道，点亮了人们思想的光芒。
一个人要成为智者，应该好学、乐思、勤问、笃行，通过学习与实践，吸纳人类的智慧，丰富心灵的
世界，涵养生命的气质，提升修养的品级。
　　信，是人的道德修养之基。
人之所以高尚，人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至诚至信。
一个人忠诚与信实的德行，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方面进行培育投资的人，虽然不能在世俗的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但是，可以从赢得的尊敬和荣誉
中得到回报。
　　当今，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必须依循人类文明的大道，迫切需要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援，需要形成具
有现代意义的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
我们应以未来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从孔子的&ldquo;仁&rdquo;、&ldquo;义&rdquo;、&ldquo;
礼&rdquo;、&ldquo;智&rdquo;、&ldquo;信&rdquo;中，取精用宏，找到它深层的精神定位和文化根基
，赋予它体现时代精神的创新内涵，在心理上树立起对于共同道德信念的权威感和归属感，让孔子思
想中无穷的精神文化养分，长久地播益于我们的道德理念和幸福人生之中：当我以极其恭敬的态度，
一步一步地走近孔子的精神世界时，我才逐渐理解了孔子弟子颜回的感慨：&ldquo;对于先生的学问与
道德，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
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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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想停
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了全力&hellip;&hellip;&rdquo;于是，我不揣浅陋，以一种虔诚的心态开
始了写作。
在写作时，每篇文章由孔子语录、孔子故事、孔子思想、人生感悟四部分组成，按主题统筹素材，注
意把思想性、知识性、指导性、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孔子语录、孔子故事、孔子思想部分，尽量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原意，讲述孔子为人处世的懿德嘉
行，注意注入时代精神，以增强思想性和知识性；在人生感悟部分，尽量引用古代经典的道德故事和
有所针对的名言警句，谈古论今，夹叙夹议，以增强指导性和趣味性。
如此谋篇布局，力求较好地传播孔子的思想精髓、道德风范、智慧之光，以利读者朋友能小受甘醴。
　　人生，是对生命智慧的开发、能量的利用和潜力的挖掘。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加强道德实践和提升道德修养。
&ldquo;读历史是智慧的事&rdquo;，读点孔子，能让圣贤的智慧指导我们的人生。
走近孔子，就是走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走近孔子，就是走近达德光彩的人生&hellip;&hellip;我本不
才，末学肤受，书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纠谬指正，特驰惠意。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石莎莎老师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让我学到了不少美德与知识，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史世海201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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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圣贤的智慧，烛亮人类文明的大道,君子为人，“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
言而是为天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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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世海，高级编辑，现任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由他采写的新闻通讯《不废江河万古流》《今日井冈山》《田野在呼唤》等10篇作品曾荣获国家级政
府奖，39篇作品获得江西省级政府奖，并公开出版专著《海贝集》，编著《声苑撷英》《新闻广角》
《聆听江西》等图书，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1篇。
曾获得“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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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克己复礼 修身养性　　【原典】子曰：&ldquo;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rdquo;（《论语&middot;颜渊篇第十二》） 【译文】孔子说：&ldquo;克制自己的言行，一切都按照
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
一旦这样做了，天下也就都归于仁德了。
修养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能靠别人吗？
&rdquo; 有一天，弟子颜回独自一个人去向孔子求教。
一进门，看见孔子正在闭目静坐，颜&middot;回便走到孔子面前轻声说： &ldquo;先生，您在做仁的修
养功夫吧？
我来，就是要向您请教这个问题的。
先生对弟子传授最多的是仁，但是，先生讲的大都是仁的具体表现，我想请先生给仁下个定义，指出
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rdquo; 孔子说：&ldquo;什么是仁？
&lsquo;克己复礼为仁。
&rsquo;也就是说，克服自己虚妄的念头、过分的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回复到那个庄严
、诚敬的礼的境界，才叫做仁。
&lsquo;克己复礼&rsquo;是艰苦的修养功夫，又是美好的人生境界。
&lsquo;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rsquo;假如有一天大家都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就会都归到仁的境界，那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
社会、个人与宇宙和谐一致的境界，个人身心与宇宙万象合成一体，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境界，就在各人自己的身心里，绝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先生传授的。
　　仁的境界不是理论，而是最高的修养，这一点，你要牢牢地把它记住。
&rdquo; 颜回又问道：&ldquo;弟子的修养功夫很浅，距离先生所讲的仁的最高境界还差得很远，先生
能否指导弟子具体应当如何去做？
&rdquo; 孔子告诉他说：&ldquo;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看，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听，凡是不符合礼的就
不说，凡是不符合礼的就不做。
在眼、耳、舌、身四方面管住自己，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形成自己的德性了。
&rdquo; 颜回听后高兴地说：&ldquo;我虽然不够敏捷，但一定要按照您的话去做。
&rdquo; &ldquo;仁&rdquo;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一个人要达到&ldquo;仁&rdquo;的境界，主
观上要&ldquo;克己&rdquo;，在个人修养方面加强自我约束，战胜自己的不正当的欲望；客观上
要&ldquo;复礼&rdquo;，在为人处世方面继承传统文化，使自己的言行回到礼的规范上来。
&ldquo;克己复礼&rsquo;&rsquo;是提高道德修养与自觉行仁施爱的第一要求。
孔子把&ldquo;仁&rdquo;确立为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其&ldquo;仁&rdquo;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做人要有&ldquo;仁德&rdquo;；二是待人要讲&ldquo;仁爱&rdquo;；三是从政要施&ldquo;仁
政&rdquo;；四是在是非面前要当仁不让；五是生死关头要杀身成仁。
孔子的&ldquo;克己复礼&rdquo;与&ldquo;修身养性&rdquo; 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人生在世，&ldquo;修身&rdquo;与&ldquo;养性&rdquo;这两门功课做得如何，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
人为人处世的得与失、成与．败。
&ldquo;修身&rdquo;，主要是按照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不断消除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克服改正错误
的意识和行为；&ldquo;养性&rdquo;，主要是涵养熏陶内在的道德品质，不断提高人的德性、善性与
仁性，使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情操。
　　&ldquo;修&rdquo;与&ldquo;养&rdquo;既是对自己过去道德实践成果的一种扬弃，又是对自己今后
道德目标的一种追求。
&ldquo;修身&rdquo;与&ldquo;养性&rdquo;之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改正与完善的辩证关系，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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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统一，成为一个人道德品质优化提高的最佳途径。
《菜根谭》中说得好：一个人的高尚品德，就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这就如同兴建高楼大厦一样，假
如不事先把地基打得很稳固，就绝对不能建筑既坚固又耐久的房屋。
　　因此，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求其更好，求其更美，应努力做到&ldquo;正心以为本，修
身以为基&rdquo;。
　　古代殷商灭亡及三监之乱后，周公旦深切地感到，必须建立一整套朝廷制度，使长幼有序、尊卑
有礼，这样，才能使周朝长治久安。
　　于是，他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开始制作礼乐。
他克己复礼，勤勉从政。
武王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四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旦当政将不利于年幼的成王，周公旦不
为流言蜚语所动，他对太公望、召公爽说：&ldquo;假如我不摄政，天下就会叛乱，我就无法向先王回
报。
&rdquo;摄政七年后，周公旦还政成王，&ldquo;北面就臣位&rdquo;，&ldquo;躬躬如畏然&rdquo;，立
身处事，十分谨慎。
　　后来，周成王将鲁地封给周公旦之子伯禽，周公旦告诫儿子说： &ldquo;去了以后，你不要因为
受封于鲁国有了国土就怠慢、轻视人才。
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
的了。
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
宾客还唯恐因怠慢失去人才。
我听说，用恭敬的态度来保有宽以待人的品行，就会得到荣耀；用节俭来保有广大的土地，必定会有
安定；用谦卑来保有显赫的官职，这就是高贵；用警备之心来保有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就意味着胜
利；用愚笨来保有聪明睿智，就是明智；用浅陋来保有渊博，也是一种聪明。
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即使是天子，之所以拥有天下，也是因为拥有了这些品德。
不谦虚谨慎从而失去天下，进而导致自己亡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下场。
你能不谦虚谨慎吗？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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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的千古圣人孔子，其思想博大精深，他所倡导践行的&ldquo;仁义礼智信&rdquo;，积淀了中
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被举世公认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准则，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
。
 &ldquo;读历史是智慧的事&rdquo;，读点孔子，能让圣贤的智慧指导我们的人生。
跟随《走近孔子悟人生》，走近孔子，就是走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走近孔子，就是走近达德
光彩的人生&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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