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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是一部越读越有味道的书，《圣经》也是（卡尔·巴特说《圣经》里有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
两部书联系起来读，就更有味道了。
《论语》又是一部初读有些难度，或说“难以卒读”的书，《圣经》也是。
但是两部书对读，竟然能够相互参照、彼此“发明”，这的确会令人豁然开朗，会引人知难而进、再
读深思，而对人大有裨益。
仅凭这两项，我们就该大大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感谢他为这有趣又有
益的“对读”所付出的辛劳！
这几年看见好多世界重量级的书，都有了剑桥出版的丛书“伴侣”（即“导读”，cambridge
companion），给这样意义深远的两部书的读者提供这样一个有趣又有益的伴侣，真是意义深远、功
德无量的事情！
当然，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有趣”，而更是为了“有益”。
有一些书，对人生极其有益，即便有些难度，也值得费些时间、花些气力去读。
但是，世上有“杀不完的猪，读不完的书”，人生苦短，时间太少，该读什么书呢？
作为中国人，该读的书要有《论语》。
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儒家把它作为“四书”之首，也不仅仅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它深深影响了中国文
化，渗透到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而更是因为它还如石衡潭在本书中一再强调的，具有某种。
普世的”价值，换言之，是因为《论语》具有某些对全人类都适用的价值。
中国人首先是人，当然具有全人类共通的人性，富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例如仁爱、和平、公正、
诚信、友善等）。
一般而言，堪称民族文化精华的东西，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中国人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具有上述普世价值的《论语》，就堪称这精华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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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风破，东风，是借代用法，本书意指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态势；破，是写词
的一种手法，即刻意打破原先词牌的节律，对音节韵度略微增减，使其美听，寓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宜兼容并蓄，臻至完善，向世界展现其璀璨之光芒、深邃之内涵、独特之魅力。
    本书以《论语》为主，辅以《圣经》，分十六个篇目、二十五个子题对东西方两大经典作了独特的
对比与透视，相互参照，彼此发明，尤其力挺《论语》之普世价值，并点缀以十六幅《孔子圣迹图》
。
探赜索隐，去伪存真；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既尊重先贤，又不畏权威；既推求原意，又回应时代；既大胆求同，又勇于说异。
新解时有，新意迭出。
令人有豁然开朗之喜，别有洞天之乐。
此书提供了经典阅读之新形式，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它会把你带到儒耶对话之焦点与核心；对于
追求永恒真理的人，它又会是你有趣又有益的向导与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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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衡潭，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从事基督教研究，主要著译有《电影之于人生》（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城邦
——从古希腊到当代》（译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入选《中华读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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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自序　从世界看孔子一　学习篇　“学而时习之”与“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学习的方
法、态度与乐趣  应乎天而时行  根基立在磐石上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二　孝道篇  1.“孝为仁之本”与“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孝——中国人对永生的盼望      儒家为什么注重身体与子嗣    儒
家解决了个体生命永生的问题吗     孝敬的根据在哪里　　真正永生如何实现　2.“大孝尊亲”与“你
要使父母欢喜”    　孝的三个层次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    　孝子约瑟
　3.“事父母几谏”与“不要惹儿女的气”  　  问题的根源——事亲也如事天　  天下有不是的父母吗  
　谏——儒家的补救之道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不要惹儿女的气　　附：麦克阿瑟将军为自己和为
儿子所做的祷告词三　礼义篇  “人而不仁，如礼何”与“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礼的起源与变
化  礼与义  礼与仁  礼与和谐      律法的起源  律法与义  律法与救赎  律法与慈爱  律法与喜乐四　教育篇 
1.抑由进求与三问三答  2.“吾与点也”与“你们说我是谁”五　修养篇  1.“有若无，实若虚”与“存
心谦卑”    多闻与多见    孔子无常师    谦卑是一种态度    人不善我，我亦善之    谦卑与救赎    谦卑是如
何炼成的    不要与恶人作对  2.“吾无隐乎尔”与“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孔子的教学之
道    身教胜于言传    撒种的道理    凭信心不凭眼见    人的爱心六　处世篇  1.“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与“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待人”    仁是忠与恕的合一    恕是将心此心    忠是尽心尽
意    饶恕的源头    白金规则胜过黄金规则吗  2.“以德报怨”与“爱你们的仇敌”    何谓“以直报怨”   
“以直报怨”与“以德报怨”冲突吗    “以牙还牙”与“爱你们的仇敌”    为什么要爱仇敌  3.“乡人
皆好之”与“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乡人皆好之，何如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孔子究竟欣赏何种人　　好好先生吗　　乡愿与假先知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七　交友
篇   1.“无友不如已者”与“铁磨铁，磨出刃来”    “无友不如己者”的解释难题    交友的不同层次    
与友相处的四者境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朋友为患难而生  2.“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谁是我
的弟兄”    君子的兄弟观念    博爱与等差之爱不相容吗    崭新教导八　言语篇  “一言而兴邦”与“生
死在舌头的权下”   语言是有力量的  孔子喜欢什么话  孔子不喜欢什么话  言多必失  行胜于言  时然后
言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什么样的话语好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　话合其时，何等美好　什么样的话语不
好九　贫富篇  1.“曲肱而枕之”与“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    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      不义之财毫无益
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    士口何才能去口足  2.“不患寡而患不均”与
“乃要均平”      从历史与人性看均安    均安的具体途径与方法    对穷人的怜悯与顾惜十　仁爱篇  “仁
者爱人”与“爱人如己”  仁者爱人  为仁由己  “不知其仁也”——孔子不轻许仁  仁者何为    爱从何
来  九种品德十一　智慧篇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与“智慧的开端”      知者亦乐山，仁者亦乐水
知及之，仁守之孔子是集仁知于一身的典范智慧的开端十二　志向篇  “任重而道远”与“向着标竿
直跑”  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向着标竿直跑十三　人性
篇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与“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孔子主张“人之初，性
本善”吗  君子为何要有三戒  孟子的人性观是向善论而非本善论  世界之初和人之初都是好的   人光靠
自己，无法做到真正的自我省察十四　君子篇    　“君子一小人”与“义人一罪人”  君子与小人的两
种含义  君子与仁义  君子的其他素养与品质    谁来判定君子与小人  相对的义  绝对的义  义人不自以为
义十五　诚信篇  “民无信不立”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政治的三个方面  信的三种含义  信心不
凭眼见  信心的来源十六　天遒篇  1.“与命与仁”与“降卑为人”      孔子罕言天命与仁吗    “天”就
是孔子心目中的神    降卑为人    2.“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弘”
字作何解，“道”有何特征    人真的能弘道吗    道非纯理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解决方案
附录一　释“慎独”附录二　关于儒学的对话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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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学习篇学习的方法、态度与乐趣《论语》这一段主要讲学习，讲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态度、学习
的乐趣。
首句讲个人学习的方法与乐趣。
这里的“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为“随时”或者“时时”，也就是经常的意思，即朱熹《论语集注
》中所说的“既学而又时时习之”；一为“时机”或者“时刻”，指“合适的时机与时刻”，亦即何
晏《论语集解》中王肃所说的“学者以时诵习之”。
这有点像现代心理学所说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学习者要在恰当的时间温习、复习所学的内容，才会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此学习，怎么会没有乐趣呢？
此处的“习”也有两种意思：一为“温习”，一为“练习”、“实践”。
“习”的原始字义是鸟翅飞，鸟不断地用翅膀练习飞，最后才能在天空自由地翱翔。
《论语集注》：“习，鸟数飞也。
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
”钱穆先生说：“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
”学习者要经常复习，做到“温故而新”，如钱穆所说的：“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
，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同时，又要把所学习到的放到生活中去练习、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其实际作用，也能够对其体会
更深，也就是所谓“知行合一”。
孔子自己也是这样学习的，这从一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来。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时，发现别人唱得好，就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自己也跟着学唱。
对待唱歌尚且如此认真，其他事情可想而知了。
《礼记》也讲学有时：“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
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
”第二句是讲与同学好友共同学习的乐趣。
有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互相切磋，共同学习，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普遍的待客之道、友谊之乐。
古代交通工具落后，来往不易，远方来人，更加珍贵。
《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孟子?万章下》中说：“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
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第三句讲学习态度。
孔子强调学习是为己，不是为人，即是要通过学习让自己的修养、品格、知识等得到全面提升，至于
出名不出名，别人知道不知道自己，那是次要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平和心境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这是最难做到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为学、为人的长久乐趣。
现在的时尚恰恰相反，很多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生怕别人低看了自己，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来
让自己出名，哪怕是臭名远扬，想要让人高看；哪怕是表面的暂时的，就失去了君子的姿态。
“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在《论语》还有好几种表达：“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学而》1：16）“不患不己知，求为可知也。
”（《里仁》4：14）“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宪问》14：30）“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卫灵公》15：19）其它儒家经典也有相应的说法：“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
者能之。
”（《中庸》）“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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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知我吾无欣欣，不知我吾无悒悒。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孟子?尽心上》）庄子“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一语的意思也相同，只是孔子
说得平淡，庄子出语惊人。
后世也有相近的表达：“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
”（《世说新语?自新》）“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
”（唐范质《戒儿侄八百字》）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卷九）中就公
开与《论语》唱反调：“人莫我知，君子所耻。
”这种说话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求人知是人之常情，而人莫知，终究是一种遗憾。
那么孔子这种不患人不知的从容淡定从何而来，是不是一种矫情、一种掩饰呢？
我认为这并非孔子言不由衷，可能很多人忽略了孔子淡然应对的底气来源还在于对天的信心：“不怨
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14：35）不管人知与不知，我所行所想的一切在天那里都是一目了然的，也永远为天所
纪念。
孔子这里所向之倾诉的天是人格化的天，实际上就相当于基督教中所指的神。
明张岱用《易经》中乾卦来解释这三句话也发人深省，“《论语》首章《乾》内卦，三龙皆备。
'时习'，'终日乾乾'，惕龙也。
'朋来'，'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不知不愠''不见是而无闷'，乾龙也。
”（《四书遇》）应乎天而时行下面，我们再来讨论“时”。
孔子对“时”、“时机”有极敏锐的感受、极深刻的领悟。
他不止是在此处谈“时”，还在多处谈“时”。
谈到为政，孔子说：“使民以时”（《学而》1：5），就是说，要在适宜的时节来役使老百姓干活，
不要让他们疲于奔命。
《大戴礼记》中也说：“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论及人生，孔子讲不同年龄阶段有需要应对的不同问题：“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季氏》16：7）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完成不同的任务：“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政》2：4）“子曰：'后生可畏。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罕》9：23）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最晚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出成果，出成绩，如果到了这把
年纪还弄不出一点名堂来，还没有一点名气与影响，那么，要他拥有出类拔萃的建树恐怕是困难了。
世上当然也有大器晚成的，但按照孔子那个年代人的正常寿命，四五十岁的确已过了事业的盛期了。
孔子很善于从各种自然社会现象来认识时机。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子罕》9：9）当凤凰鸟久久没有在山林中出现、八卦图迟迟没有从黄河中浮出的时候，孔子就
知道这辈子他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了。
孔子编纂《春秋》，看到麒麟被人猎获而杀死，就心灰意懒，绝笔不再了。
他从这一事件，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时，难用于世。
就是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孔子也强调要适时要守时。
“不时，不食。
”（《乡党》10：8）。
《论语》中还讲了孔子在旅途中的一个有趣故事来说明“时”的重要性：“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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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乡党》10：27）就是说，有一次孔子出门，看见了山梁上一群野鸡在歇息。
野鸡发现四周色势有异，就一齐飞了起来，盘旋一阵，才又停落聚集在一个地方。
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形，心有所动，大发感慨：“山梁上的那些野鸡知危而去，它们也懂得识时务呀！
懂得识时务呀！
”子路听见了老师的话，也肃然起敬，甚至还对这群野鸡煞有介事地行了一个拱手礼。
那群野鸡惊视几次后，还是扑棱扑棱翅膀，飞走了。
孔子以适时作为评价人的重要标准，如对公孙文子，“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宪问》14：13）别人也拿适时来问难孔子，如阳货劝孔子做官时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
知乎？
”孔子只好回答“诺，吾将仕矣”（《阳货》17：1）。
荀子也记录了孔子给子路谈“时”：“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
者，命也。
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
苟遇其时，何难之有！
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荀子?宥坐》孟子说孔子做什么事都能够把准时机，恰到好处，“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所以，他盛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
“圣之时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集大成的意思。
“孔子之谓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孟子?万章下》）孟子自己也是很讲究“时”的，他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是我们十分
熟悉的，此处就不多讲了。
他还说人类生产生活，也要遵照时序：“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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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终于完成了，我真是百感交集。
此书的肇端还得从2004年末陈明在社科院宗教所组织的《论语》读经班说起。
我还是从我们研究室周伟驰君那里知道有这样一个班，看他兴趣盎然，我也就欣然加入了，谁知一进
去就收不住了，就一直跟随了下来。
这个读经班的成员来自各个研究室，并不限于研究儒教的，还有一些研究生参加。
每次由陈明主讲，随后大家讨论。
由于大家的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就常常能够碰撞出一些思想的火花，甚或有热烈的讨论。
王志远、卢国龙等老师都是常客，晏琼英、赵广明、周伟驰以及我更是铁杆，陈海娟同学还认真地作
过记录。
我常常在《论语》中看到与《圣经》的惊人相通，也就把自己的发现与大家分享。
他们或赞同，或反对，但都觉得我的见解可以一新耳目。
这个班持续了近两年，后来随着陈明的调走也就逐渐消歇了。
一件事情的兴废，与其组织者的恒心与毅力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很怀念在这个班上的时光，也很感谢陈明引发我这样的兴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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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首先是人，当然具有全人类共通的人性，富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例如仁爱、和平、公正、
诚信、友善等等）。
一般而言，堪称民族文化精华的东西，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中国人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具有上述普世价值的《论语》，就堪称这精华的代表之一。
 通观全书，新解时有，新意迭出。
这固然可归因于作者视野之广、用力之深。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作者的心正、意诚——这心正意诚的胸怀，是深信《论语》乃至儒学
的精华具有普世的价值，是祈愿中华民族不但能继承传统的精华，更能在此全球化的时代开拓眼界，
在此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开阔心胸，从民族的文化和人类的宗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吐故纳新，获
取大营养、达致大融合、臻至新境界！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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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风破:之另类解读》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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