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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著作
。
《“论语”讲义》从读《论语》前要思考的几个问题、《论语》和孔子、孔子论为政、孔子论教与学
、君子、修身、知命、中庸与和、关于若干问题的讨论、《论语》中的孔子十个专题，展开对《论语
》的思想义理介绍和梳理，既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诠释了《论语》的主要内容，又讨论了儒学是什么、
怎样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怎样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如何读《论语》及《论语
》中若干争议较多的问题。
全书语言流畅，轻松活泼，非常适合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论语”讲义》由钱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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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逊：1933年10月生。
祖籍江苏无锡。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95—1999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

清华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
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国传统道德》(全书副主编，《理论
卷》主编)、《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儒学圣典一》及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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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读《论语》前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儒学是什么
 二、怎样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
 三、怎样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
 四、关于读《论语》及读书方法
第二章 《论语》和孔子
 一、《论语》其书
 二、孔子其人
第三章 孔子论为政
 一、孔子对时势的态度
 二、“政者正也”的治国理念
 三、“为政以德”的治国路线
 四、“庶、富、教”的为政目标
 五、举贤才
 六、以道事君
第四章 孔子论教与学
 一、关于教
 二、关于学
第五章 君子(一)
 一、修己安人、安百姓——君子的追求
 二、疾没世而名不称——对个人价值的理解
 三、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四、三个问题
第六章 君子(二)
 一、文质彬彬——君子的形象
 二、仁
 三、礼
 四、游于艺
第七章 修身
 一、为己、由己、求诸己——修身三原则
 二、好学、自省、改过、力行、克己、守死善道——修身的要求
第八章 知命
 一、西周以下“天”“命”思想的发展
 二、《论语》中关于天命的记述
 三、知命的意义
 四、尽人事知天命
第九章 中庸、和
 一、中庸
 二、和
第十章 关于若干问题的讨论
 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四、关于对管仲的评价
 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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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论语》中的孔子
 一、孔子和弟子
 二、孔子和时人
 三、孔子自处
 四、孔子自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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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出文化的二重性，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
文化的二重性是客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不是随意的。
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哪些属于普遍性的因素，哪些属于时代性的因素，都是依据客观条件决定的，不
依人们认识和好恶而转移。
懂得了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就可以回答：凡具普遍性的因素就是可以和应该继承弘扬的精华，凡属适
应旧时代需要的时代性的因素即是应予批判抛弃的糟粕。
这样，就给区分精华糟粕提供了客观的标准，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放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常把精华和糟粕看成不相联
结的两部分。
问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是精华多还是糟粕多？
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重性来分析，就可以知道，传统文化中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这两个方面，不是
传统文化的两个部分，而是互相联结的两种性质。
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
而表现。
所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简单地挑拣分类，而是要对传统进行分析，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
剥离出其具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救出其内容。
对传统中普遍性内容的继承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还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它作出新的解释
，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相统一的完整的过程。
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推陈出新。
只有经过这样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才能既坚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使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要求，发
展到新的阶段、新的高度。
还有人提出革命传统和古代传统的关系问题，认为我们要继承的是革命传统，而不是古代传统。
把握传统文化的二重性，也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无疑，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其不同的时代性，这是它们特殊性的方面。
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共性、普遍性。
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表现。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贯穿古今，随时代前进而不断取得新的时代内容。
每一时代的具体表现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与其他时代不同的内容；而其核心内容和灵魂则是一
贯的。
当代的革命精神，是几千年来民族精神的发展。
古代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的革命传统，是一个传统的两个发展阶段，而不是两个传统。
割裂古代文化传统与当代民族精神的联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民族精神；而如果否定和抛弃了民
族精神的传统，那就根本不会有当代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
　　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看，同一个时代，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有共同面对的
问题，共同的需要，因而也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这是普遍性、共性；而这些普遍性、共性又通过不同
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和存在。
如普世价值，在当代，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普世的意义；而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和
不同阶级的人那里，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我们揭露和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和其阶级实质，但并不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意义，
一贯坚持为民主自由而奋斗。
简单地肯定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或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都是错误的。
　　在这些问题上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错误认识，都是由于没有把握这个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
个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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