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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
自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
儒家思想就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宋代大儒朱熹曾经说过：“天不生仲尼，万
古如长夜。
”它形象地说明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孔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我们也要从孔子思想中汲取精华。
孔子发愤为学，博学多能。
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
。
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
籍，删修《春秋》。
《论语》就是记载孔子一生言行，以及孔子与弟子、时人相互问答或弟子间相互问答之语的著作。
这些话当时被随时记下来，孔子死后。
弟子门人把它收集编辑成书，这就是《论语》，它是我们今天认识孔子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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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中的对话既浅显又朴实，但却蕴含无限的人生厦，道破了人生幸福和成功的秘密。
　　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相互的，《论语》的真谛，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不是长篇大论的，而是收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教会我们人生的各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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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感悟论语中的做人智慧感悟5：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原文】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解析】孔子说：“参啊，我讲的道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
”曾子说：“是。
”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便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
”曾子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
”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待人忠恕，这是仁的基本要求，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
而忠恕就是“仁”。
忠，就是中心，把心放在当中，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
就是“仁”；恕，就是“如心”，将心比心，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仲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也是“仁”。
忠是从正面讲的，恕是从反面讲的。
其实《论语·颜渊》里也是讲这点：“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成人之美是忠，不成人之恶是恕；而小人是不忠不恕。
在《论语》中，或强调忠，或蝴恕，都是一个意思。
《论语·卫灵公》有一章：子贡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论语》中，“主忠信”出现了五次，分别在第一、八、九、十二、十五篇中，真不少，第八篇
《泰伯》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讲得十分明确了。
可以说，“仁”贯穿了《论语》。
人类所最需要的是“关爱人”，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仁”，即所谓“孔子智慧”。
　应该说，孔子智慧是一个抽象，即东方文化核心的抽象，正确处理人与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
然界的关系。
更一般地讲，世界的一切，就是“关系”，就是“处理关系”。
我们所努力的，就是尽可能正确地去认识关系、把握关系、处理关系；人类社会也逃不出这个“关系
”。
“关系”和谐，方能存在与发展；“关系”不和谐，必导致灾害，甚至必遭到毁灭。
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
”以贯之。
忠是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
。
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
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子贡还曾问孔子：“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自己不愿意别人强加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这实际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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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
作为这样一个高材生，又抓住了老师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谈体会，按理说该得到赞许，却不
料被老师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来，说：“赐呀，这不是你做到了的。
连子贡都没能做到，又有谁能做到呢？
恐怕就只有颜回了吧。
可惜我们在《论仑语》中还没有看到孔子对颜回这方面的评价。
倒是在《卫灵公》里，当子贡问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时，孔子回答道：“那就是‘恕’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来，就是在孔子自己的心目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要作终身的
努力。
既然如此，不仅子贡没能做到这一点不足为怪，就是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只能说，“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总起来说，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
样。
鲁哀公问宰我用什么木头做土神的牌位好。
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做，周代用栗木做，用栗木做的意思是使老百姓望而生畏，战战兢兢。
”孔子听到后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即“已经做成的事就不必再说它了，已经做了的事就不必再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
。
”孔子不满意宰我关于“使民战栗”的解释，因为它不符合德政爱民的思想。
但周代确实用栗木做土神牌位，所以孔子也不好正面批评宰我，而只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既然已经
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不管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孔子这里所表现的，的确是一种既往不咎的宽恕精神。
所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
生米既已煮成了熟饭，说也无益，劝阻徒劳，追究也于事无补，不如不说的好。
人们常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或者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往不咎，立功授奖。
”孔子特别强调不念旧恶少怨恨，他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旧仇，别人对他们的怨恨因此很少。
”俗话说：“退后一步天地宽”。
过去有人对不起自己，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潇洒一点，不怀恨剃人，和别人之间的仇怨也就因此而没有了。
就算对方是坏人，也终有粥化的一天。
不然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家都处处设防，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所以，对人宽容一点吧，不要老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有人说宽容是一把健康的钥匙，是一个人修养和为人善良的结晶，是生活幸福的一剂良药。
宽容别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一片和煦的春风；不肯宽容别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痛苦。
宽容犹如冬日正午的阳光，常常会令冰冷的心墙渐渐融化。
宽容是一种豁达和挚爱，可以化冲突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
以宽厚之心待人，就会使彼此拥有更多的信任和爱戴。
宽容是一种涵养，它是一种善待生活、善待自己的境界；它能陶冶人的情操，带给你心灵的安宁和恬
静。
有人说宽容是软弱的象征。
其实不然，有软弱之嫌的宽容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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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一种需要操练、需要修行才能达到的境界。
不为他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
气愤和悲伤是追随心胸狭窄的影子。
生气的根源不外是别人做事侵犯、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尊心等，于是勃然作色，怒从心头起。
此种生理反应无非在惩罚自己，而且是为他人的错误，拙然不值！
孔子还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就是。
作领导不宽容，行礼仪不严肃认真，遭遇丧事的时候不悲哀，我用什么来观察这种人呢？
”没有什么值得观察的，当然也就是被否定的对象了。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居上不宽”的问题。
在另外的地方，孔子曾反复从正面说：“宽则得众”。
（《阳货》、《尧曰》）宽容就能得到群众拥护。
孔子把“宽”作为“仁”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
荷裔美国作家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宽容》，他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居于上位的领导人来说，就更应该是一种
必须具备的素质了。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入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是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
刻到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群，那是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
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缺点但确有才干的人，
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宋太宗宽容酒醉的功臣孔守正和
王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说“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
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
这是所有领导者或想做领导者的人必须牢牢记在心上的信条。
有仁德才能够正确对待他人，宽容他人，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去喜爱人，才能够正确地去厌恶人。
”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说：“一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样？
”孔子回答说：“难说。
”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又怎么样呢？
”孔子还是回答说：“也难说。
只有当乡人中的好人喜欢他，乡人中的坏人厌恶他时，我才能肯定他是好人。
”（《子路》）又有一次，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对他加以考察；众人都喜欢他，也一定
要对他加以考察。
”（《卫灵公》）可见，对一个人的好恶一定要有是非标准，既不能只凭个人的私心得失之见，也不
能被舆论所左右，人云亦云。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孔子提出了“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去喜爱人，才能够正确地去厌恶人”
的看法。
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修养以“仁”为核心的内在品格，克服偏私之见，正确对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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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用智慧诠释人生道理，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任何时代，任何
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
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融会有得而见之间，必可得到自证。
　　——国学大师 南怀瑾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的64个人生感悟>>

编辑推荐

《论语的64个人生感悟(珍藏版)》孔子的思想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其思想的精华无疑可以
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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