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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孟子的快乐这是一本闲书。
如果你碰巧有一点休闲的时间，又想真正认识孟子的思想，那么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儒家又称“孔孟之道”，但是孟子所受到的重视是不成比例的少。
孔子曾经感叹没有人了解自己。
孟子了解孔子并且温故知新，发扬光大，还能自成一家之言。
然而，孟子却又被人误会为“好辩”，让他深觉委屈。
我于二○○八年在山东卫视介绍孟子思想，口语讲述力求浅显易懂，形诸文字则较为情顺可读。
所有的原文都转化为日常语言，但内容则是扣紧孟子思想作了全面而完整的描述。
我个人研究孟子的心得也毫无保留地铺陈于其中。
把一本介绍孟子的书称为“闲书”，是因为我在校读本书时心情颇为悠闲，好像在同老朋友聊天，觉
得熟悉、温暧、亲切、自然。
孟子说出了人类的心声。
谁不希望活出人生的价值？
谁不希望成为君子或大人？
与此同时，如果还能过得快乐，那更是妙不可言了。
孟子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理想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的。
不学习孟子将会蒙受无以弥补的损失。
儒家总是教人正面看待人生。
这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经由“好学、深思、力行”所提炼出来的智慧。
可惜的是，这种智慧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各种曲解。
先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后是宋代学
者一厢情愿地把孟子的“性善”说成“性本善”，使人性原本的活泼生机成为僵化而刻板的死水。
“真诚”才有力量，这是孟子思想的出发点。
力量可以称为“向”，所指的正是“善”。
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因此，当我肯定“人性向善”时，我也同时宣称：要真诚处世，要以个人之力为众人谋求最大福祉。
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也期盼“平治天下”，并且自信地说：“当
今之世，舍我其谁！
”孔孟之道即是追求止于至善的大同境界。
在此一努力过程中，我的人性得以实现，而这正是“乐莫大焉”。
这样的一套学说，自然成为人类的精神标杆，放诸四海而皆准，永远像灯塔般指引我们前进。
本书附有《孟子》原文，以方便读者随时品味几句经典之美。
我称此为闲书，是不愿给自己与读者压力，因为学习孟子原来可以是一件轻松而喜悦的事。
傅佩荣2011年1月10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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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学问大家韩愈说：“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说：“三十岁后，我做人处世全靠孟子。
”　　人生在世，什么是立身的根本？
什么又是快乐的源泉？
傅佩荣教授从几千年前的《孟子》那里找到了答案。
他说：“‘真诚’才有力量，这是孟子思想的出发点。
力量可以称为‘向”，所指的正是‘善’。
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人性向善，孔孟之道即是追求止于至善的大同境界。
在此一努力过程中，我的人性得以实现，而这正是‘乐莫大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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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
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
为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等著名电视栏目主讲人。
傅教授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成就。
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讲座，并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地作传统文化讲座。
著作逾百部，如《向庄子借智慧》、《哲学与人生》、《智者的生活哲学》、《自我的觉醒》、《解
读论语》、《解读庄子》、《解读老子》、《解读孟子》、《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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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最委屈的圣人-被误读的孟子-孟子被称为“亚圣”，因为“至圣”是孔子。
但这种称号并不像奥运会的金牌银牌，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隔着一百多年，在各自的时代都是独一无
二的。
尤其是孟子的书都是亲自修订，文气和内容非常有力量，不像《论语》常让人觉得可惜，话语太简短
了，难免不好理解。
在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里，孟子是饱受委屈的一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人受委屈，莫过于他有能力，也愿意服务社会，却没有机会，甚至被人误解。
我们不会说颜渊受委屈，因为他活了四十岁，还来不及服务社会就过世了；也不会说庄子受委屈，他
有能力，但不愿意服务社会，学了道家之后逍遥去了。
但是孟子很委屈，因为他有能力，也愿意服务社会，却从没有机会，反而饱受误解。
学习孟子，就要对他重新评价。
我以为，孟子所受的委屈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家都知道的，他被人们说成好辩。
这个评价一出，很多人就不管孟子说的是什么，说的对不对，只说他好辩。
在他们眼里，孟子像名家一样专门搞诡辩，只是逞口舌之利，说的道理恐怕都有问题。
这是对孟子非常大的误会啊！
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其中第二科叫言语，有两位上榜，一位叫宰我，第二位叫子贡，而孟子在言语上是远远超过这两位的
。
而且孟子作为一个老师，也是够资格的，因为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孟子不仅熟读掌握了古代的经典《诗经》、《书经》（《尚书》）、《易经》，又收集掌握了孔子的
全部思想，然后还有自己新的创见，自然可以为师了。
其实，他的学识和见解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被人说成好辩之后，他“温故而知新”的心得、表达思想的能力仿佛变得可有可无，实在是冤枉！
 第二，孟子提出仁政思想。
在战国中期提仁政，当然是吃力不讨好。
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国君，一心只想着称霸天下，统一各国，根本听不进所谓仁政。
孟子这么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吗？
事实上孟子常常直接说出来，国君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孟子明知他们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照样坚持自己的心得——只有仁政能够统一天下，并且长期维持
太平。
因为古今中外的社会是一样的，人们都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善待百姓，与民同乐。
孟子还把这种很高的仁政理想，落实在详细的经济政策上。
《梁惠王篇》里描写一家几口人，怎样种桑树，怎样养猪、养鸡，让我们觉得这个哲学家真辛苦啊，
还要教导一般家庭的农事。
这样一来，老人家到五十岁就有丝织品可穿，到七十岁就有肉吃，老百姓就不会挨饿受冻。
这就是王政、王道的开始。
孟子配合经济政策来讲仁政，从下层的经济谈到上层的仁政，还讲到有恒产才有恒心，都是千古不易
之理。
孟子强调，只有读书人，即使没有恒产照样可以有恒心。
这就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读书人振作了。
当然这不见得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到，有的如果觉得待遇不好，就不想做好人、做好事了，甚至变节了
。
但这不妨碍孟子的理想，因为确实有很多读书人，虽然没有恒产，却能坚持到底，将儒家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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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表达、实现出来。
孟子的第二个委屈，就是他这么好的仁政理想，却被人说成是迂腐、是空谈。
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呢？
孟子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人生问题当然有自己的一贯之道，有非常彻底的理解，那就是他的人性论，
这恰恰备受委屈。
两千多年来，人们常谈到孟子的人性论，后来还把它总结为《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人之初，
性本善”。
可孟子说的是“性善”，绝对不是“性本善”，这一点他一再强调，还用了各种比喻来说明。
什么叫比喻呢？
对于某种不能直接观察和研究的本体，只好通过比喻去想象、了解。
孟子说，人如果有本体，它就像火开始向上烧，水开始向下流，野兽开始奔向旷野。
他接连使用了三个动态的“向”来做比喻，可见讲的不是“本善”，而是“向善”。
人性向善，就需要通过教育、修养来引导人。
如果讲“本善”，教育和修养就无法落实了。
再比如，为什么有人做坏事呢？
因为整个社会形势太坏，风气不好，很多年轻人受到影响，就会有行为偏差。
如果讲人性本善，就成了静态的本质，动弹不得，不会有这些变化。
孟子这一套人性论思想非常精彩，却被很多人误读了千百年。
可见，他的思想确实值得重新认识，完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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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孟子与孔子并不是不同，实可说是更同。
因为孟子把原来儒家的意思加以推绎，加以引申，使儒家的态度更为显然，色彩更为鲜明。
　　——梁漱溟傅先生对于国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简捷清晰的表达。
我很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他在讲课中做到了两个打通：其一，打通各个领域；其二，打通
中西哲学。
　　——周国平这是一个到处都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
当今，台湾大学的傅佩荣教授真的可称为大师。
　　——章美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善的孟子>>

编辑推荐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山东卫视《新杏坛》凤凰卫视《国
学天空》主讲人、国学大师傅佩荣教授正本清源、中西贯通，全解孟子修身处世之道；三十年研究心
得，深入浅出正解经典；现代人安定身心之书、奋发向善之书！
孟子被誉为亚圣，他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构建了完整的体系，并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创见。
其著作《孟子》比《论语》更为丰厚可读，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也是现代人不可缺少的精神营
养。
孟子是战国百家第一辩手，同时却又是中国被误读的圣人，需要重读；“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还
是中国人最好的身心灵，值得领悟。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全解孟子，指导修身处世之道从人性向善、修身养性、教育
思想、仁政理想、人生格局、语言艺术等解读《孟子》。
讲述“好学、深思、力行”的正面人生智慧，向亚圣学立身处世、奋发有为、学言辞与辩术、学自信
和快乐。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廓清谬误，正读原儒孔孟经典贯通中西、解析孟子思想精粹
，廓清很多沿用至今的谬误曲解，如人性本善论，“食色，性也”等，撇开汉武帝之后对孔孟的曲解
，正本清源重读经典。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平实如话，快乐领悟千古智慧傅教授谈古论今、深入浅出的
讲解，平实如话、风趣自然的文风，使一般读者能跨越阅读障碍、汲取人生智慧。
《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文白对照，倡导重读国学原典正文讲解有古文对照，并随书
附赠《孟子》原典全文，典藏首选。
《孟子》是儒家必读经典，以其完善的思想体系、端正的修身处世之道、浩然刚毅的论辩气势，有着
深入人心的影响和无与伦比的魅力。
现代人面对喧嚣巨变的时代生活，非常需要这样的深厚智慧和精神力量，用以安定身心、奋发向上。
电视台《百家讲坛》、山东卫视《新杏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主讲人，国学大师傅佩荣教授
，全新立体解读孟子其人其书。
向亚圣学习修身处世之法。
领悟奋发快乐之道随书附赠《孟子》全文，品味经典之美读《孟子》，原来是件轻松而喜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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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孟子与孔子并不是不同，实可说是更同。
因为孟子把原来儒家的意思加以推绎，加以引申，使儒家的态度更为显然，色彩更为鲜明。
——梁漱溟傅先生对于国学真有心得，而且善于简捷清晰的表达。
我很欣赏傅先生眼界和心胸的开阔，他在讲课中做到了两个打通：其一，打通各个领域，其二，打通
中西哲学。
——周国平这是一个到处都有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
 当今，台湾大学的傅佩荣教授真的可称为大师。
——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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