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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事皆有因缘。
之所以写这本书，缘于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几句：    如此说来，明代是博客第一
个大繁荣时期，可谓体裁多样，名家百出。
这时，我心里不由暗问：那别的时代呢？
我的脑子里冷不丁冒出一人，不由心中一凛，真正的“博客大鳄”乃孔子。
他的“博客”还出了文集——《论语》，半部博客治天下，牛，何况里面还不全是他写的，掺着他论
敌的板砖和弟子的跟贴。
    当时看完之后便有一念起：我要给孔子写博客。
    民国年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
无所知的。
”那么一百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们可能要感慨地加一句：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
其人其思想，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
在西方，孔子与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被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四大圣哲”之一，他们甫一出现，
便在各自的文化体系里建立了一道分水岭，自此，所有的人都以他们为标杆，传承并延续下去，进而
影响了人类的大历史，同时也影响着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小人”。
一本一万多字的《论语》中竟然出现了将近300条成语，很多我们至今仍常常挂在口边，相信很多初读
《论语》的人，往往会有一种诧异，心里不自觉会说：“啊，原来在这里。
”是的，孔子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何在我们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模糊了呢？
    陌生是因为隔阂，模糊产生于距离。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说：“一旦有人成为了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
些故事根据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大量附加
的细节来自于想象而不是真知。
”当我们看到的孔子不是孔子原本的形象，而是被人化妆过的孔子；当我们读到的不是百家之一的孔
子学说，而是万系一统的儒家思想，误会就产生了。
    法国19世纪的寓言作家阿尔芳斯·卡尔曾经说：“事物变得越多，它们就越需要保持原样。
”那么就让我们正本清源，还原一个“原样”的孔子！
    为此，本书选材时以《论语》为蓝本，同时参阅了《礼记》、《孔子家语》、《大戴礼记》、《史
记·孔子世家》、《孟子》、《说苑》、《春秋左氏传》等史书中关于孔子生平事迹的直接记述。
写作过程中依两条线索进行：从孔子出生、3岁丧父、18岁丧母写起，一直写到孔子73岁最终在鲁国去
世结束，中间记录了孔子一生73年的点点滴滴——求学、娶妻、生子、工作、收徒、教学、从政、周
游列国、整理典籍等等，还原孔子为一个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独生子的父亲、学生的老师、国
君的臣子，是为本书第一条线索。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是，从百家之一的孔子学说到万系一统的儒家宗教的演变，并非在孔子
当世，而是在孔子死后历经数百年(初汉)以至千年(唐初)才完成的。
实际上，孔子本人的真正学术和政治思想与汉代以后逐渐系统化的儒教意识形态具有极为重大的不同
，孔子因此也遭遇了巨大的沉埋和误解，还原孔子的真实思想，是为本书第二条线索。
    既然是博客——尤其当博主是名播四海的孔子时——“藕片”(孔子粉丝的称呼，因为每一片藕里都
有“孔”)们的追捧、论敌的板砖自然不可缺少。
本书将孔子以后两千五百年中中外历史人物关于孔子、关于儒家学说的相关论述、观点罗列整理，这
不但可以看作是历代先贤及名人们思想的交锋与碰撞，同时也给读者一个全面认识孔子思想及各界名
家对孔子评价的体验。
如此，使孔子的形象、思想即基于《论语》等古籍，但又不止于此。
    19世纪末，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辜鸿铭的《论语》英文版刚面世，于是辜便送了一本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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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不无嘲讽地说：“听说先生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
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
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毋须讳言，孔子学说中也有不合时代的“糟粕”。
惠特曼在诗中说：“指出最美好的并和从最坏的分开，是一代人留给下一代入的烦恼。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应将其看作是烦恼，而应看成是历史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就像1834年罗
伯特·皮尔建立英国保守党时所说的那样：改革需要改革的，保留需要保留的。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
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虽然梁启超说过“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但我们还是希冀着新
时代孔子的出现！
    是为序。
    王占景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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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博客的形式，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史书中选取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的
记述为博文，同时整理中外名人关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相关论述、观点以及与其论述有相通之处的箴
言故事为跟帖评论，在新颖的形式中形成思想与智慧的碰撞，给读者一个重读孔子与儒家学说的全新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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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占景，1980年生人，籍贯河北衡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先后任职过图书出版机构、新浪网
等。
出版《坐着地铁游北京》、《民国1912-1949：三十八年落花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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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第一篇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天下第一家
　孔子为什么姓孔
　孔子小时候玩什么游戏
　孔子丧母
　中国武士道第一人
　孔子娶妻得子
　孔子靠什么养家糊口
　孔子的“每事问”
　孔子的生态观
　孔子肯定言论自由
　孔子读古书有感
　由借醋引发的问题
　孔子以什么为耻
　一次下一百只蛋的鸭子
　朋友的类别
　你有像孔子这样的朋友吗
　孔子论施政
　孔子看人三步法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毛主席两个女儿名字的由来
　三人行心有我师
　见贤思齐，以人为镜
　如果能发财，孔子愿做看门人
　了解与被了解
　一百万买房子，一千万买邻居
　人不必拘泥于小信
　中国为何没有纯粹的思辨
　学与思
　孔子最蔑视的人
　像小偷一样的人
　君子成人之美
　孔子学琴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
　“三思而后行”对不对
　实话实说
　远处飞来一只大鹏鸟
第二篇　三十而立
　小国如何才能称霸天下
　拜孔子为师要交学费吗
　孔子上课教什么
　孔子的教学方法
　做人第一，文章第二
　孔子论择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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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篇　四十而不惑
第四篇　五十而知天命
第五篇　六十而耳顺
第六篇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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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柳小林：有人认为，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和用网捕鱼，只用箭射飞行中的鸟与射巢中之鸟，
这从实质上并无区别。
孔子的这种做法，只是想表示自己的仁德之心，或者干脆就是虚伪。
也有人说，孔子这样做，很不符合现代经济的要求，投人多产出少。
对此，南怀瑾老先生是从古代中国的民族性格的角度去看的，别有新意，他说：“这个话不是讨论生
产问题，是个人做人的原则。
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
。
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当然也还保留。
我们从旧体小说就可看到了。
中国人打斗很不喜欢用暗器，常用的暗器是所谓‘镖’。
万不得已要用镖时，必定同时大喝一声：‘看镖！
’表示先打了招呼，．通知了。
这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也就是民族性的特征，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    @蒲益大师：现同恶业，曲示善机，可与六祖吃肉边菜同参。
    @梁漱溟：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
⋯⋯平常人都是求一条客观呆定的道理而秉持之，孔子全不这样。
制定这个是善那个是恶，这个为是那个为非，这实是大错！
⋯⋯然而一般人总要推寻定理，若照他那意思看，孔子所谓“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君子远庖厨
”未免不通：既要钓何如纲，既不纲也就莫钓；既要弋就射宿，既不射宿也就莫弋；既不忍食肉就不
要杀生，既杀生又何必远庖厨。
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
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
    @颜西斋：凡是有仁德的人可能心灵都比较敏感，心都比较软吧。
《史记·殷本纪》中也记载了一个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
下四方，皆入吾网！
”汤曰：“嘻，尽    之矣！
”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
”诸侯    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    商汤外出，见到野外有捕鸟的人把网四面张开，并祝祷说：“不论天上来的，还是地面来的，凡
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鸟，都飞进我的网里来！
’’汤说：“哎，这太过分了！
”于是撤去了三面网，并祝祷说：“要想到左边去的，。
就去左边；要想到右边去的，就去右边；只有不听我话的鸟儿，才飞进网里来。
”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说：“商汤的恩德已经到极点了，甚至都惠及了禽兽。
”于是商汤得到了民心，得到了诸侯的支持，后来终于举兵灭夏，建立了商朝。
但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了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
。
    @格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八个字在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即
天人合一，和谐共处。
古人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在《庄子·应帝王》中有一个浑沌之死的故事。
文中说：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僚与忽时相与遇于    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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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    听食息。
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写这篇文章有很深的哲学思想在里面，这些先不管，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层面去看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要挖空地下的煤，我们要烧尽地下的石油、天然气，我们要抽掉所有的地下水，我们要把
本属于地球肌体的钢、铁、铝等等统统搬到地面上来，我们不是也正在给我们的地球开窍吗？
再看一下我们的河流。
《庄子·秋水》篇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俟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何等的浩然之水！
这是何等的磅礴气势！
可今天的黄河——我们称之为母亲的河——却连年断流，难道让我们的子孙以后到黄河的河床上去拣
贝壳吗？
2004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险境中的河流——水坝与淡水生态系
统的未来》的报告显示，由于水坝建设威胁淡水生态系统，全球有21条河流及其流域生态严重退化，
中国长江——另一条我们也称之为母亲的河——流域不幸排名第一。
在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上建成、拟建或在建的水坝有46座(主要在其上游金沙江)，长江是世界上拥有
拟建或在建水坝最多的河流，这严重影响了长江的河流生态。
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表示，在20年内，中国还将在长江干流以及岷江、乌江、雅砻江、嘉
陵江等支流上建设百座电站。
呜呼！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
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
”子产曰：“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岂不遽止？
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实不才。
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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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
”    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
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    子贡问孔子道：“后代人将怎样称颂老师您呢？
”孔子说：“我哪里值得人们称颂呢，不要停止自己的脚步，好学不厌，好教不倦，可能只有这些吧
。
”    @易白沙：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
阶(“厉阶”意为“祸端”)；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
此皆瞽说也。
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
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佑，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
为素王，是谓大愚。
    @常乃德：孔子之教，一坏于李斯，再坏于叔孙通，三坏于刘歆，四坏于韩愈。
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
    @柳诒徵：今人论中国近世腐败之病源，多归咎于孔子，其说始于日本人，而我国之号持新论者，
益扬其波。
    @顾颉刚：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
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
⋯⋯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变成了圣人
，到现在又快要成为君子了。
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要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
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
    @周谷城：孔子之学说，在政治方面无任何价值。
除提倡道德一项以外，他无可取。
彼乃天然之教育家，善说道德；政治乃具体之事，非彼之空言所能改良。
但正因彼之言是空的，对于后世，反而便发生惊人之影响。
于独裁君主，方便尤多。
盖独裁君主制，能维持不倒者，全赖两种法宝：一日武力，二日道德。
孔子是一中材之人，本着一生经验，开口道德，闭口道德，便大为世人所欢迎。
    @郭沫若：现在的人大抵以孔子为忠孝之宣传者，一部分人敬他，一部分人咒他。
更极端的每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国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
唱这种暴论的新人，在我们中国实在不少。
⋯⋯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力的巨人。
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
    @吴虞：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
    @唐君毅：我们现在要讲孔子之人格与思想，仍只好将孔子与其他人类崇敬之人格与思想，相对照
比较的讲。
由对照，以将孔子之人格与思想，似平凡之伟大凸显出来。
我们将说明，人类崇拜之一切显露精神之人格，皆如在大地之上矗立之高山峻岭，故人皆可见得。
但是程明道先生已一语道破：“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上，已不属泰山。
”王阳明先生亦说：“泰山不如平地大。
平地有何可见？
”孔子之大，大在他是如平地，如天地。
泰山有对照，显得出其大。
⋯⋯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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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我们现在亦将说，不了解孔子以外之思想与人格而透过之，则其所见之孔子，亦不过平地。
平地由你践踏，亦如你之可觉孔子平凡，而轻藐之。
但是在思想上翻过博大精深之佛学的宋明儒者，乃真知孔子之不可及。
而现代人真能翻过西方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之庞大系统，亦将真知孔子与宋明思想
之伟大。
而能了解世界其他伟大人格之形态者，亦将重认识孔子之不可及。
    @利玛窦：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
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
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康有为：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
    @梁启超：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
，无孔子也。
    @林语堂：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语，这种看法，自然不足
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
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
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孔夫子的威望与影响如此之大，对此一疑难问题之解答，必须另自他处寻求才是。
若没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纵有格言警语，也会久而陈腐令人生厌的。
    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要归之
三个因素。
第一，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第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为孔门学人所专有，而当时其
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则不屑一顾，同时，中国此等古代学问本身即极为宝贵；第三，孔子本人的
人品声望使人倾慕。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的学
问渊深。
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意大利圣人圣芳济，他们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是给当
代留下那么深厚的印象，其影响乃不可磨灭，竟至历久而弥新。
孔子的可爱之处正像苏格拉底可爱之处一样。
    @黑格尔(Hegel)：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
    @傅佩荣：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西方学者称为人类历史上“四大圣哲”之一。
四大圣哲即：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
因为这些人都像是分水岭，他们一出现，所有的人都以他们为标杆，在各自的文化传统里发展延伸下
去，进而影响了整个人类。
孔子身处春秋时代，一生的遭遇并不顺遂，从事业功绩方面看，做官的时间也很短，能达到这样的地
位与成就，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孔子的一生看似平凡沽向也无法伸展，但他凭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成就，一直到现在，还被后代当
成伟大的人来尊敬呢？
原因在于，孔子以身教、言教塑造了“人的典型”与“典型的人”，正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行而
世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
    @张岱年：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
代到来了。
    @米拉波：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
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
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
但是还有一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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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顾立雅：一旦有人成为了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根据
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
⋯⋯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于想象而不是真知。
    @季羡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孔子的评价很低，群众文化运动就是这样，四平八稳开展不起来的，对孔子的
批评过头也在所难免。
很多人说孔子及儒家文化与时下时代发展趋势不相吻合，我看并非如此。
作为中国人，无法脱离他所生存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和”，中国人要发扬儒家文化，第
一要发扬的就是孔子及其文化精髓，要尊重孔子，学习他的思想。
    @顾彬：我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有三种人生道路上的遭遇，曾使我对孔子的看法变得模糊不
清。
60年代末，在明斯特大学，我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告诉我们几个学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那里
，他找不到任何能使人兴奋的地方。
随后，我读了第一篇鲁迅作品，它使我认识到：儒家的原则，例如仁义，只是一种吃人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经历了从1974年11月到1975年10月的“批林批孔运动
”。
当时人们轻蔑地称孔子为孔老二。
在此之前，黑格尔众所周知的论断曾使我对早期的儒家学说产生疑问。
黑格尔说：在孔子的论说中，除了陈词滥调，一无所有。
中国人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黑格尔当年的看法。
既然如此，今天我怎么会站在你们面前谈孔子？
几年来我为什么会以孔子学说为基础，写了不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文章？
在汉学界，我的这种转变并不孤立，孔子在德语国家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同事写了孔子传。
这种发展趋势与现代性危机有关。
    @辜鸿铭：19世纪末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访华时，正好我的《论语》英文版面世，我就送了
一本给他。
伊藤博文问我：“听说先生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干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
十世纪的今天吗？
”我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
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    @歌德：    你不是有一份遗产吗？
    认真地把它当作任务吧！
    只有如此，你才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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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穿越两千年的思想盛宴，感悟智慧，HOLD住生活！
    古今中外众多名人联袂留言推荐！
    王占景编写的《孔子的博客》以博客的形式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与思想演变。
博文取自《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史书的记述，跟帖则是中外历史人物关于孔子及儒家学说
的相关论述、观点，这不但句以看作是历代先贤及名人们心想的交锋与碰撞，同时也给读者个全而认
识孔子崽想及各界名家对孔子评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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