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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道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话题，其研究成果虽然不胜枚举，但本书在立足现实的前提下，从资
料出发，通过对孔子、孟子、荀子、《周易》道德思想的个案分析，借助帛书、郭店竹简等出土文献
的营养，参照日本、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以道法墨比较的天平，聚焦了天人、命、人性、仁爱、
义利、诚信、智德、德欲、礼仪、德教、修身、人格十二个专题，不拘陈式，由史引论，语言简洁，
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儒家道德的全貌&mdash;&mdash;形式上的人为中心，实质上的自己本位；不仅存在
善恶对峙、德欲对立、义利对抗的局限，而且存有规范缺失、知识狭隘的弊端；道德本身缺乏应有的
张弛。
儒家道德是中国社会行程里的产物，儒家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中国古代文化思
想研究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深刻认识儒家道德的真正价值，从而来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
本书既是硕士研究生教学用书的睿智选择，也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儒家道德慨貌的适宜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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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第157页），道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它的“将行”、“将废
”，只能由命运来裁定，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尽心上》，第2764页中）、“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日有命”（《孟子·万章
上》，第2739页上），追求就能得到，放弃则失去，意味着永远无法得到，这说明追求对获得是非常
有益处的，因为追求行为不仅由人自己决定和发起，而且其依据也在人自身的本性之内；追求行为不
可鲁莽行事，必须有章法；追求不等于得到，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所追求的对象是外在于
人本性的东西，这样的追求无论如何是不利于获取的；由于追求行为没有定式，必须依据人的本性来
行为，但依据本性本身又是动态多变的，所以，在孟子那里，追求意味着一种获取的可能性，之所以
说可能性，是因为追求行为虽有主体的人来承担，但行为本身是外在于人的，追求能否获得，取决权
并不全在个人，而主要在命运。
换言之，在追求过程中，存在一些人无法掌控的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第2779页上），“俟命
”就是等待命运裁定的意思。
命运对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面对无法回避的命运，人虽然可以选择“俟命”，但是，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全部。
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接触到“知命”的问题，在郭店楚简的儒家资料里，也有“古者尧生为天子而
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贤。
虽]秉于大时，神明将从，天地佑之。
纵仁圣可举，时弗可及也。
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为天子而不骄。
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
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郭店楚简校读记·唐虞之道》，第124页）的记载，能否成为圣人，存
在一个“遇命”的问题，就拿尧来说，成为君主的事实，可以说是“遇命”的结果；但当初身处草茅
之中，却没有任何担忧的情感流露，这说明他有“知命”的基础。
可以说，“俟命”只是一个操作过程里的策略，而“知命”则是人生的根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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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儒家道德论》是参照《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在精品课的开设中听取学生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的成果。
　　《先秦儒家道德论》没有采取个案分析的模式，而是以12个专题为阵式，比较详细地勾画了儒家
道德的原貌。
在编写的过程中，尽可能追求通俗易懂，让更多的人在思想的维度上能够通过《先秦儒家道德论》有
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专业的人士，如果以《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为参考来配套的话，也将不无乐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先秦儒家道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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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