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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详细解读《论语》的书，设定的读者范围很宽，是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
为了照顾到不同层次的读者文化水平，全书的讲解尽量详细。
本书对《论语》每一章的内容都有相应的注释、译文和讲解，力求对《论语》中的每个标点、每个字
、每句话、每个重要概念，以及每个章节内容的解读都细致到位。
在当前，讲解《论语》的书已经不胜枚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多此一举”？
这得交代一下。
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算起，现代人解读《论语》的书笔者读了很多，但都不能完全满意，可
谓“过尽千帆皆不是”。
吃不到可口的，只好自己下厨房。
检核一本书的质量如何，首先得看其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否端正，该走的工作程序是否走到了。
就当代人讲解《论语》的著作而言，至少得看他是否参考过陈树德的《论语集释》。
我提供一个很好的检测点，《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
”很多人将这里的“椁”理解为棺外的大棺，《论语集释》引宦懋庸《论语稽》予以反驳，论述了“
卖车买椁之说有八不可解”，令人不能不信服。
于是就可以判定，凡是将这里的“椁”讲成大棺的人，都没有参考过《论语集释》。
如果连《论语集释》也不肯读，自然也就没有讲解《论语》的资格，所讲出来的有些东西也让人不敢
轻易相信。
前人对《论语》的研究下了大工夫，做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例如《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前人论证“温故知新”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温故”与“知新”是并列关系，意为不但要熟
知旧知识，还要懂得新知识。
现代人浮躁，连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样易得的书都不肯读，所以也就不知道前人的珍贵结论，仍
然众口一词地将“温故而知新”讲成了“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会、新发现”。
本书不敢如此轻率，至少是在反复斟酌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才敢发表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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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是儒学经典著作之一，时贤析注《论语》，误读歧解之处甚多。
山西大学文学院白平先生憾于真义湮没，疾于歧解纷扬，故撰《详解》一书，列“注译”以通其文句
，详“讲解”以析其奥义，冀能还原孔学之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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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近年来“大战百家讲坛主讲人”，在博客中连续发表针对于丹、阎崇年、易中天、钱文忠、王立群等
人的“挑刺”文章，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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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俏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抽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
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事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
曰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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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人绘画时，先用其他色彩画出图案，最后才用白色勾勒定型。
由于有白色的映衬和修整，可以将其他色彩突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白色是素色，但是在绘画中所起的定型和修整作用却是很关键的，没有了它，其他的色彩就会黯然失
色。
自从有人类以来，社会上就有大家认可的正当行为，以及大家所反对的不正当行为。
对于正当行为的不断分类归纳，逐渐就划分出了美德的范畴。
“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种混沌的“德治”社会，从上到下都以德自律，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不正
当行为是靠德的风气来制约的。
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私利驱动下的竞争使得淳朴的社会风气开始恶化，唯利是图导致种种严重
破坏道德的行为，因而迫使人们关注起对道德的建设和维护。
什么是礼？
礼就是道德的化身，它将人们的种种道德诉求具体地规定为礼义、礼制、礼仪等表现形式，要求人们
遵照执行。
在“天下为公”的社会，大部分人都在自觉地用道德约束自己。
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大部分人都在被迫地遵守道德。
德是内容，礼是形式；内容重要，形式次要；内容产生在先，形式产生在后。
有好的内容而没有好的体现形式，内容就会黯然失色。
古代的统治者很懂得礼这种形式的重要性，《礼记·礼运》对于礼的产生背景和原因，对于礼的功用
，都作了较好的说明。
子夏从孔子“绘事后素”的回答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礼产生在德之后，礼与德的关系犹如白色与众
色的关系，礼能够使德更好地发挥作用。
将礼与德的关系比喻为绘画中的白色与众色的关系，并且与《诗》的文句挂起钩来，这一奇思妙想很
有创意，使孔子大受启发，所以他给了子夏以高度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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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详解》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解读《论语》扛鼎之作还原孔学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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