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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是读不尽的    徐世平    这些年，国学之风渐行于世。
孔子和他的《论语》，则是关注焦点。
    什么是国学，学界有不同说法。
其实，用什么名称，并不重要。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并不因为“称呼”而有任何内涵的改变。
只不过，“五四”的时候，许多东西都被生生割断了。
《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而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儒家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骂过孔子，批过《论语》，却不知道孔子说过什么，《论语》又有什么内涵
，这确实是可悲的。
    孔子和《论语》价值的重新发现，还是近些年的事情。
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新型社会，太需要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了。
这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环节。
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一种历史的深厚积淀，自有顽强的生命力。
任何东西，都是无法割断的。
    孔子和《论语》的重新认识，媒体的作用相当重要。
太多的历史割断，使得大众对孔子和《论语》陡生兴趣。
当然，也有不少人，借国学一举成名。
于丹就是其中之一。
她讲的《论语》，我听过不少集；她的书，也翻过。
总的感觉，有点过于世俗和实用主义。
《论语》读到这个分上，只能说明，她是个聪明人，知道受众需要什么。
用做生意的方式，去卖《论语》，她是第一人。
于丹做的可以肯定的好事，就是让很多人开始知道并去读《论语》了。
但是，什么事情，做得过于功利，便没有什么生命力。
    不过，《论语》绝对不是一本童蒙读物。
按许多专家的观点，《论语》是要学一辈子的。
给人启蒙的读物，那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东西，随便讲讲，也没有什么。
但《论语》不同，它讲的是深奥的学问，是让人有“敬畏感”的东西。
古时候，为什么有人一辈子屡不及第呢？
该背的东西，都背下来了，然而需要参悟的地方，始终没有参透。
这一点，许多人一辈子都是想不明白的。
我相信，也不是于丹等人一时三刻可以说明白的。
    《论语》是什么？
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大量成书佚散。
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之本，即《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
、《古论语》二十一篇。
西汉末年，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即为今本《论
语》。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
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等。
《论语》通行本共二十篇，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间许多言论，比如：“温故而知新”、“见贤思
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诲人不倦”、“后生可畏”、“过犹不及”、“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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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不谋其政”、“和而不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成人之美”、“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我年过四十，才去读了《论语》二十篇。
许多地方，至今似懂非懂。
之艰深，可见一斑。
关于《论语》的书，也读了不少，比如，南怀瑾老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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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典籍。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新民晚报》“论语新读”专栏中发表的部分随笔，博采古今众家之长，兼有个人
心得，篇幅虽短，却处处折射出思想的光芒，读来时时令人掩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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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子超
　　高级编辑。
一九四四年生于北京。
大学本科学历。
多年来在新民晚报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在文新报业集团从事新闻研究工作。
先后撰写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体育评论、杂文、新闻业务文章数十万字。
退休后主要学习先秦史、先秦思想史、诸子百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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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语》是读不尽的(徐世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主忠信”“信则人任焉”“民无信不立
”“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见利思义”“言不及义”“仁者必有勇”
“有勇而无义为乱”“君子道者三”“学而时习之”“不愤不启”“学而不思则罔”“学而优则仕”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学而知之”“有教无类”“子以四教”“
三年学，不至于谷”“人之生也直”“父为子隐”“孰谓微生高直”“直道而行”“直而无礼则绞”
“直哉史鱼”“以直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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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阳货篇载：“子路日：‘君子尚勇乎？
’子日：‘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一子路问：君子崇尚、注重勇敢这一品德吗？
孔子回答：君子最看重的是道义（以道义为最高）；假如君子只有勇敢而不讲道义，就难免添乱乃至
作乱，假如小人只有勇敢而不讲道义，就很容易成为盗贼、土匪。
此章与卫灵公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同源共流，都说明道义是君子一
切言行的本质，或说是最高原则，只不过一具体一笼统而已。
全书谈“义”处还有不少，一般均解作道义，大体恰当。
鉴于孔子再三述说的“义”不仅是重要的道德概念，而且是重要的政治概念和思想（哲学）概念，所
以有必要再深究一番。
据《中庸》载，孔子自己说过：“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这是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其中的两句，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而首先是爱自
己的亲属；所谓义，就是人们相处适宜得当，而首先是尊敬贤德之人。
不仅如此，“义者，宜也”还需进一步说明。
宜，合宜，也就是合适、应该之义。
所以，“义”就是事之宜，说应该说的，做应该做的，说的做的都很合适，符合标准。
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是如此。
什么标准？
在孔子看来，这个标准是上天规定和赋予的，“天生德于予”（述而篇），人人不可违反的。
故朱熹注：“义者，天理之所宜。
”那么，从实践者的角度也可以说，“义”就是天职、天赋的使命。
事实上，孔子心目中也有一个具体的“偶像”，常以他为标准，那就是周公。
孔子是“义”的先觉者、阐述者、传授者，所以后世儒家也就以孔子的言论为标准了。
孟子对“义”有更具体的解释：“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孟子·告子上》）“义”，是人之路，人人要走的正路。
正路不走，非要走邪路，当然会让有识之士感到可悲。
抽象地说，“义”就是本然的应该。
孟子所说与孔子语意是完全相通的。
实际上，仁心外化为言语、行为，就是“义”。
“义”是“仁”的动态状态，“仁”是“义”的内在基础，二者一内一外，一静一动，是不可分的。
因此，孟子及后世儒家常将仁义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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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００三年初秋，虚龄六十，思考“耳顺”，于是重读《论语》。
不久，写了几篇简短随笔，刊登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
有关编辑头脑敏锐，眼光深远，于二００四年四月为本人特设“论语新读”专栏。
这一创举，在全国报界独树一帜，为“论语热”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
未料想，两周一篇的专栏竟然开了五年，拙文累积达一百二十余篇。
二００八年年底的某天，忽然想暂时停笔，原因难以说清，不说也罢。
今年六月，应编辑之邀，专栏重开，再续笔缘。
不过，新近的十篇短文未能收入本书。
    专栏写作没有计划，多是兴之所至，亦有外界某种刺激所引发。
考虑到晚报版面要求，短文少则千八百字，多则一千二三百字。
文章体例、写法不尽一致，总体变化是由随笔而“解经”。
写作时博采古今众家之长，亦时有一己之见，力求通达孔子本意。
同时就读书所得，为读者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部分篇章联系现实，有所批评，点到为止。
始终以后学身份和态度，谨慎落笔，然而登报面世，必有传播效能，为此常怀惴惴不安之心情。
    据说专栏受到部分读者喜爱，多有剪报粘贴者。
几年间，不乏同事、朋友、读者或口头或来信称许和商讨。
称许，实愧不敢当；商讨，则诚以接纳。
网上亦有议论，只恨本人落伍，未学电脑，否则互动之收获与乐趣必不少也。
然又时常听到埋怨，说文章“深奥”，不易看懂。
深与浅，乃相对而言，专家学者肯定以为拙文尚浅，初次接触《论语》者肯定觉得太深。
本人在此诚恳说明，重读《论语》根本是为己而学，撰文发表意在与部分对《论语》有体会者交流，
主观上未曾考虑广泛普及，是以造成顾此失彼。
    专栏汇集成书，是应读者的强烈要求、同事的热情鼓励、挚友的不断催促，本人实在是有些汗颜的
。
全书分为四编，仅为浏览时稍觉便利，并无其他意义。
文章排列未全按发表顺序，亦无关痛痒。
文字基本未作改动，部分文章后加有“附言”，略作说明或补充。
《论语》二十篇五百章，思想博大深厚，非学识平平的百余篇千字文所能讲清。
何况，多数章节尚未解读，许多问题没有涉及。
为读者计，故特撰两万字长文，概括叙述本人心目中的孔子之道。
    拙作出书，首先衷心感谢《新民晚报》副刊部领导和编辑严建平、祝鸣华、全岳春三位。
他们的头脑、眼光和魄力，令本人十分钦佩。
其次感谢为本书写序的徐世平。
世平贤弟与本人相交近三十年，尽管才华胜出愚兄几筹，却仍对愚兄怀尊重之情，这让人心中异常温
暖。
世平贤弟是上海新闻界一方领导，若非他的努力，本书出版怕是还要费些周折。
这里，还要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
他们慧眼识“珠”，将一堆散乱、暗淡、不规则的小珠子串成相当显眼且不算太难看的珠链，大大提
升了它们的价值。
    最后，应该表明，《论语》还是要读，尤其是心中默念，身体力行。
《论语》是读不尽的！
具体道来，此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孔子思想之精华万古不朽，将来之中国人乃至外国人士还会继续
读下去；其二，任何人都会常读常新，再读之心得必然超过初读，五十岁之体悟肯定深过三十岁，六
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虽不至亦不远矣；其三，不同的人会有某些不同的理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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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不同的重构、发挥，古今皆然，今后亦如此。
    二０一０年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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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lt;论语&gt;》：太史公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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