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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
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
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本书为国学经典导读——《韩愈文集》。
本书精选韩愈诗、文选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愈的思想观点、文学成就及语言特色，为别具一格的
精粹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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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题解】　　韩愈有五篇以“原”字为题名的论文，称为“五原”。
“五原”的主旨是阐述和发挥儒家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为专制社会的长远统治服务的。
《原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
据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上兵部李侍郎书》说：“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
”学者认为所指即“五原”等篇。
这年韩愈三十八岁，既云“旧文”，这些文章当陆续写作在此年之前。
　　用《原道》作篇名，韩愈不是第一人。
《淮南子》已有《原道训》，《文心雕龙》也有《原道》篇。
但《淮南子》说的是自然之道，《文心雕龙》说的既是儒家之道，也含自然之道。
只有韩愈《原道》说的纯是儒家之道。
　　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将儒家之道称为“先王之教”或“先王之道”，先王就是“古之圣人”，指
的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除去孔子，这些人是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孔子不是统治者，但他把这些统治者美化为一个儒家心目中的完善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孔子的功
劳很大，所以有资格与先王们并列。
韩愈在本文中建立了一个“道统”，就是由禹、汤一代代传下来，传到孔子，孔子又传给孟轲，孟轲
也是“先王之教”、“先王之道”的鼓吹者。
由此可知，韩愈宣扬的儒家之道，指的就是古代专制社会的统治之道。
　　《原道》所阐述的儒家之道，即统治之道，包含两个方面：思想方面与实施方面。
思想方面是基础。
本文第一段讲的就是思想方面的问题，是全篇的纲领。
　　头六句又最是关键，具体地阐明了儒家思想的根本即是民本思想。
这六句很重要，但不大好读。
读通这六句，方能掌握全篇要义。
现每一句采用问答方式，给以分析解释。
　　第一句“博爱之谓仁”。
问：博爱是不是一切皆爱，万物皆爱？
答：此处只指爱人。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也就是以爱人为核心。
人是万物之主。
草木虫鱼禽兽，无不可爱；但均以有否利于人的生存为前提。
　　第二句“行而宜之之谓义”。
问：行与宜的关系如何？
答：此是构成义的两个因素。
《中庸》说“义者宜也”，只提一个宜字，虽然也含有行的意思，但不明确。
韩愈说“行而宜之”，行就是行动、实行、实践，强调行的重要性，意思就明确了，也完备了。
宜的意思较复杂，按字面解释为适宜、合宜，都不错，但容易发生主客观不协调情况。
主观认为宜的，客观不一定宜。
反之亦然。
容易产生以权宜来辩解行动（如变节者）。
因此仅按字面解释还不够，必须解释作行为的标准，即该做的事情。
“行而宜之”就是做该做的事情。
只提该做的事情（宜），而不去做（行），不对；只提做（行），而不问这事情该不该做（宜），也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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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宜，两者不可缺一，合起来方成为义。
义即是完成了所做的该做的事。
　　第三句“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问：这句的“是”指仁还是指义？
答：不单指仁，也不单指义，乃是合仁义而言。
儒家的信念是仁，以仁贯彻于行动是义，故仁义不能分割视之。
问：一般将道看得很神秘，能不能说通俗些？
答：在儒家看来，道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道就是道理，也是道路。
道理是指导人们方向的，道路是指引人们行走的。
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路，这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韩愈此处所说的道。
　　第四句“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问：“足”的意思是充足、充实，当然指仁义的充足、充实，但上第三句已说明由仁义（“是”）而
达到了道，这不是重复吗？
答：达到道还不等于得到道，“充乎己”方才是这个过程的完成。
问：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一句“无待于外”呢？
答：这说明仁义的成为一个人的从思想到行为的指针，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自身浑成一体，而不
是倚仗外力的强制。
问：如此说来，这句所说的德是否就是我们常说的修养？
答：德可说是修养，而且可说是完成了修养过程的修养。
　　第五句“仁与义为定名”。
问：这个“定名”该如何理解？
答：定是固定的、规定的、特定的意思，定名就是固定的、规定的或特定的名称。
问：名就够了，为什么非加定字不可呢？
答：因为这个名包含实的意思在内，实由名而表现，名因实而得定。
有名无实这个名是假的，有实无名这个实是不稳定的。
这里的定名便是固定仁义这个名。
旧注引张无垢说：“道德自仁义中出，故以定名之实，主张仁义在此二字。
”便是这个意思。
　　第六句“道与德为虚位”。
问：上面说道德，都实而不虚，为什么这句又说道德是“虚位”呢？
答：旧注引杨诚斋的话，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说：“道德之实非虚也，而道德之位则虚也。
”只要在这句话的首句前加个“何”字，也成了问句。
虚位可理解为载体或容器，可装上不同的物体。
虚位以待，老子可以去装，儒家也可去装。
而这里所装的是儒家特定的仁义，而不是老子说的那一套道理。
所以韩愈接下来就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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