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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念孙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至今仍在蓬勃发展的文化
。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个：印度约于公元前1500年遭受雅利安人的入侵，璀璨夺目的印度河谷
文化终于沉落；埃及于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其文化开始希腊化，以后随着罗马
帝国的吞并，埃及文化又汇入罗马文化圈，古埃及文明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等历史遗迹供人凭吊；
作为欧洲文化摇篮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虽然在公元前三四百年繁盛一时，但后来也由于外敌入侵和内
部缘由，先后不幸夭折。
这些世界上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老文化，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衰竭了，颇能引起
人们“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慨叹。
    可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虽然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历经内忧外患，但从未发
生过毁灭性的中断。
在学术上，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在文学上，诗经、楚
辞、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真可谓峰峦叠出，代有高峰。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漫长跋涉中，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涌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创造了多少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留下了多少震古烁今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新的历史时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奋发蹈厉，与时俱进，彰显出历久弥新，更加绚丽多姿、兴旺发
达的丰采。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性灵智慧和才情气概的结晶，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财富
。
学习和继承这份文化遗产，我们祖先几千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宝贵经验，就会像滚滚江河奔腾而来，
灌溉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它不仅能使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还能使我们开阔胸襟、增长才干、获得启示，从而更好地
认识昨天、把握今天、展望明天。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华文化普及丛书”，正是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做的一点努力。
    这套丛书按学科和事类分类，以文学、历史、哲学、伦理、科技、戏曲、民俗、建筑等分册，按照
历史本身发展的顺序，精选各领域里的杰出人物、经典名著、重要事件等，透过现代学术的眼光，用
简洁精当的描述和阐释，向读者系统介绍中华文化精华。
其目的在于：使恢宏壮丽的中华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特别是引起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重视，
帮助青少年理解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和重要地位，从而激发青少年对祖国、对民族的由
衷热爱。
    为了让深奥难懂的古代经典和远离今天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在青少年心目中“活”起来，丛书
在严格尊重史实，力求内容准确的前提下，注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故事，引入入胜地介
绍各领域知识，使读者在了解中国灿烂文化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悦心明智的乐趣。
    或许若干年后，今天这套丛书的青少年读者，也有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发明，步入中国文化
的宏伟殿堂，与圣贤先哲的辉煌业绩相互媲美，相映生辉，为中华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耸立起新的丰碑
！
    我们期待着！
    历史期待着！
    2010年10月25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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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伦理读本》共七章，源与流：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德与法：以德治国的历史传统、善与
恶：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义与利：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理与欲：节用自律的人生态度、公与私：
整体主义的道？
追求、当代中国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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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孔子的“德教”主张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政治伦理学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史料记载，孔子的祖辈原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因宫廷政变逃到鲁国，在陬邑定居。
父亲叔梁纥是个武士，做过相当于县官的大夫。
在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他跟着母亲迁居到了阙里，孤儿寡母过着清贫的生活。
孔子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为了谋生，当过替人家办丧事的吹鼓手，做过管理仓库、饲养牛羊的
办事员。
中年以后在鲁国做官，最高职务是司寇。
下台后周游列国，聚徒讲学，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和伦理学说。
晚年回到鲁国，73岁时，在孤苦凄凉中离开了人世。
    孔子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重用，一生颠沛流离，屡遭困厄和奚落，死了以后却获得不少荣誉和头衔
，被封为“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倍受尊崇。
他的“德教”主张，主要记载在一本语录体的著作《论语》之中。
    孔子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针对当时以刑政治国的现实，他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把道德教化看作为政治国的基本手段。
孔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动乱，道德沦丧，其状况令人担忧。
因此，为政治国，权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提倡教化，以道德感化百姓，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
目的。
他说，如果统治者“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
会像北极星一样，居于一定的方位，群星都环绕在它的周围，跟着它的方向转动，从而实现长治久安
。
    在孔子看来，道德教化之所以这么重要，根源在于人的本性。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有一天，孔子的几个学生向他请教学问。
一个叫曾点的学生问：近来几个月，老师常常教诲弟子，要去掉不好的性情，回到本性上来。
请问老师，人的性情为什么会有好有坏呢？
孔子说，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句话来回答。
一句是“性相近也”，意思是，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是我提出“有教无类”的主要依据。
另一句是“习相远也”，说得是，因为受不同环境习俗的影响，每个人的习性各不相同。
有的人沾染了恶习，就会有坏的性情出现。
这是我立志行教，勤于学问的理由所在。
    这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反映了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他对“德教”的重视。
既然人在本性上没有贵贱、智愚、良莠之分，道德主要是人们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那么，教育便是
掌握道德的主要途径，道德则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只有重视教育，勤于学问，才能使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本性上来。
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他认为，人们需要接收多方面的知识和教育，包括历史文献、个人实践、接人待物等，但最为重要的
是道德。
他说，我教弟子做人、做学问，要教的重点是道德，即“文、行、忠、信”，其次才是知识。
其实，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知识面很广，懂音乐，会射箭，能驭车，诗书礼乐，无一不精。
但是他认为，一个人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是一些艺而已，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情，只能
作为休息时的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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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德却与此不同，它关涉一个国家的治乱和兴亡。
所以，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强调要“以德教民”
，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
    为什么说道德教化是治国的根本呢？
孑L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了他对道德社会功能及其特点的看法。
孔子认为，道德教化同刑罚制裁相比，后者处于次要的位置。
他在《论语·为政》中讲述道德的社会作用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说，依靠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来处罚百姓，可以使人在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循规蹈矩，但是不能
使人有羞耻之心和善恶荣辱观念，所以，只要有可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人们就会去钻法律的空子，做
出种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情来。
相反，用道德来教化民众，用礼节规范民众的行为，就能使人有羞耻之心和善恶荣辱观念，成为一个
有道德的人，进而自觉地按照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说明了德治对于法治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也是道德调节不同于法律调节的功能与特点。
由此孔子认为，依靠法律来判案、断案，这没有多大的难处，难的是使天下无案可判、可断，使人们
无官司可打。
他甚至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取消法律，完全消灭诉讼之类的事情。
    孔子在强调道德教化作用的同时，还对怎样处理教化与刑政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一方面反对“暴”与“虐”，不赞成借用杀戮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同时也不完全反对刑罚，而是主
张以赏为主，“宽猛相济”。
孔子认为，道德虽然是治国的根本，但政策的宽严也应该有个限度。
如果政策过于宽大，有些人就会轻慢，就会出现一些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少数轻慢者要用严厉的政策，政策严厉免不了要杀人，但这没有关系，杀了坏人，保护了好人，
民众不仅不会埋怨，反而会拥护你。
严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必须适当施行宽大。
宽和严结合起来，相互照应，相互补充，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
孔子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
他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遇到老百姓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情，总是按照“先教而后诛”的原则来处理。
据说，有一天，孔子受理一桩父子诉讼案件。
父亲说，儿子不孝顺。
儿子说，父亲不慈爱。
二人在法庭上争了起来，各具其实，各说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孔子听了二人的陈述以后没有说话，叫差役把这对父子关进大牢。
过了3个月，父亲请求撤诉，孔子便对他们进行教育，二人承认错误后放了回去。
当时有人不理解孔子这样做的理由，便问他其中的道理。
孔子说，怎么能不教而诛呢？
不事先教育百姓，随便杀掉他们，这是国家无道的表现。
可见，孔子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但并没有否定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德治
比法治更为根本。
在进行道德教化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再用刑罚加以制裁，这样做效果比较好，有利于造成一种没有犯
罪行为的良好社会局面。
    P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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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
然而，要在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里，深入浅出地予以介绍，确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我接受写作任务的时候，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一是考虑中国文化发展和科学分类的特点
，传统伦理道德在内容上与哲学、政治等结合在一起，相互交叉、渗透，如何突出重点，写出特色，
存在一定难度；二是面对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如何去粗取精，对中国伦理道德作出简洁精当的阐释
，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心中无数，感到有些压力。
后与学界同行讨论交流，大体确定了本书的重点，才开始熟悉有关资料，着手拟定写作提纲。
当真正进入角色的时候，发现操作中的困难远比预想的要多，但已无退路，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试图走一条不同于传统伦理思想史的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伦理道德遗产实在是太多了。
面面俱到，实不可能；好中选优，又唯恐挂一漏万。
从哪里人手，需要有新的思路。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和消化，我发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存有一些最为基本的理念，如德法、善
恶、义利、理欲、公私等，这些理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
向，引申出与之相关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由此切入，也许是一条生路。
于是，书稿的主体构架便初步确定为，以上述基本理念为若干专题，从问题入手，展开中国伦理道德
的论述。
同时，为了避免给人以零散的感觉，在书稿的开篇和结尾各加一章，从纵的方向对中国伦理道德发展
的基本线索和最新成果作一简要介绍，从而形成了现在的“二纵五横”整体架构。
这样安排，写作的难度显然大了许多，可是离预期的目标可能更接近一些，也能够比较好地体现出中
国伦理道德的特点。
作为一种尝试，应该说是值得的。
    中国伦理道德是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加上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是重分不重合，伦理思想史上
的一个概念、范畴和命题，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所以，尽管想做得更好一些，努力写出道德的真实，写出历史的情节，让晦涩的理论生动起来，但实
际效果如何，仍不得而知。
不过，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书中笔法虽尽量通俗，立意却是学术的准确性，其中也包含一些学习
过程中的研究和思考。
我想，如果读者能够从中有所受益的话，那将是对我一年来辛劳的最大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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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伦理道德遗产实在是太多了。
从问题入手，展开中国伦理道德的论述。
同时，    李抗美编著的《中国伦理读本》为了避免给人以零散的感觉，在书稿的开篇和结尾各加一章
，从纵的方向对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最新成果作一简要介绍，从而形成了现在的“二纵五
横”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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