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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
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
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
如此。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
，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
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
久的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
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
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
，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
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
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
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
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
，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
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
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
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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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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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开《论语》，一个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已然浮近，翻读《论语》，一个有血有肉的
思想先哲展现眼前。
他颠沛流离，却锲而不舍，乐观向上；他怀揣理想，崇尚礼教，推行仁义主张。
《论语》中是孔子乐观、豁达的普世情怀，学习《论语》，在他的智慧中感悟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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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志，河南南阳人，就职于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硕十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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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文】　　20·1尧曰：“咨①！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②，敢用玄③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简④在帝心。
朕⑤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　　谨权⑥量⑦，审法度⑧，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兴灭国，继绝世，举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
敏则有功，公则说。
　　【注释】　　①咨：即“啧”，感叹词，表示赞誉。
　　②履：这是商汤的名字。
　　③玄：黑色。
　　④简：知道。
　　⑤朕：我。
从秦始皇起，专用作帝王自称。
　　⑥权：秤锤，指量轻重的标准。
　　⑦量：斗斛，指量容积的标准。
　　⑧法度：指量长度的标准。
　　【经典原意】　　尧说：“啧啧！
你这位舜！
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
你要忠诚地遵守中正之道！
假如天下百姓都陷于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了。
”舜也这样告诫过禹。
　　（商汤）说：“我履谨用黑色的公牛做牺牲来祭祀，明明白白地向伟大的天帝祷告：有罪的人我
不敢擅自赦免，天帝的臣仆有罪我也不敢庇护，这些都记在天帝您的心里。
我本人若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
”　　周朝大封诸侯，善人因此都富贵起来。
（周武王）说：“我虽然有至亲，不如有仁德之人。
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身上。
”　　检验并审定度量衡，重修官制，全国的政令就会畅通无阻。
恢复已灭亡的国家，接续已断绝的家族，提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会真心归服。
　　当政者要重视四件事：人民、粮食、丧礼、祭祀。
　　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讲求诚信就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勤敏'就能取得成绩，公平就会使百姓
心悦诚服。
　　【文化常识】　　禅让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推选部落首领的制度。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
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认为他可以胜任，就命舜摄位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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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死后，便由舜继任为首领。
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首领。
经过治水考验，禹在舜死后便成为首领。
禹继位后也先后用同样的方式选拔了皋陶、伯益作继承人。
这种经过民主方式推选首领的方法，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传统。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了王位，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遂废。
　　分封制　　中国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的制度。
周灭商和东征以后，曾分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为藩屏。
诸侯的君位世袭，在其国内拥有统治权，但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
战国时，各国仍多分封侯君，但侯君已多不掌握封地的政权和军权，而且封地褊小，多不世袭。
秦始皇统一全国，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汉初又兼采之。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封国的官吏全由中央任免，诸侯只征收租税，封国名存实亡。
　　宗法制　　中国古代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
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
朝的事情。
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
），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
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
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
夺。
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
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
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
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
和大宗相对应的是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
诸侯就是小宗。
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
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
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
　　【原文】　　20·2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　　子张曰：“何谓五美？
”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　　子张曰：“何谓四恶？
”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
司。
”　　【经典原意】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
”　　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
”　　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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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君子给百姓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产生怨恨；有欲望而不
贪婪；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
”子张说：“怎样叫给百姓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呢？
”　　孔子说：“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自己却无所耗费！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又有谁会怨恨呢？
自己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还贪求什么呢？
君子不论人数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庄重而不傲慢吗？
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使人见了就产生敬畏之心，这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　　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政呢？
”　　孔子说：“事先不进行教化，一旦犯法便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便苛求立即成功叫做'暴'
；开始松懈，而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做'有司'。
”　　【原文】　　20·3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
也。
”　　【经典原意】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知道礼仪，就不能立身处世；
不懂得分辨别人的言语，就不能真正了解他。
”　　【当代阐释】　　塑造独立人格才能成为人才　　这一章，孔子再次向君子提出三点要求，即
“知命”、“知礼”、“知言”，这是君子立身处世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论语》一书最后一章谈君子人格的内容，表明此书之侧重点，就在于塑造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
　　孔子所说的命，按照我们的理解，既指宇宙的自然规律，也指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规律，最
后，还包括个人由于所处环境和时代趋势而造成的命运、归宿，所以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没有自知之明，你怎么可以把握住自己呢？
关于“礼”的问题，以礼待人，尊敬他人。
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
一个人不懂得礼，怎么可能在这世界上立身呢？
更不用说做一番事业和成就来了。
至于“言”的问题，“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识别一个人的言语，多少还是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如果你不能识别一个人的言语，那么，你就很可
能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人，也很可能被他所蛊惑，所蒙骗。
这就是孔子再次强调“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的道理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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