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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
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
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
，这一传统被迫中断了。
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绝的新机会。
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
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
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
譬如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
，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
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
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
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
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
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
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
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
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
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
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
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
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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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
二年（前550），民国政府取前说，并推定生于公历九月二十八日。
是以历来纪念孔子诞辰，以及近两年开始兴起的官方祭孔，都持此说。
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终年实七十二岁。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经典。
因此《论语》旧注本之多，解释之歧异，它书罕能与之相匹。
今人又有各种现代语体文的注译本不断问世，且加之以各种阐释，愈见纷繁。
为适应《论语》在大学课堂上讲读经典文本的需要，本编采用了集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问之以少量
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编者自己只极少地对个别的注释表示看法，也尽量少用现代语体文解释字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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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日第二十附录(一)史记·孔子世家(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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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的思想是如此深邃和富于洞见，以致要全面、准确地介绍这样一位先知的思想，不但远非一篇
简短的导读做不到，而且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两部著作所能完成的。
事实上，孔子身后的历史有多长，对其思想的理解、研究就会有多长。
因此，本文并不打算系统地介绍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
一方面，相关的介绍文字，乃至专门的论著，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编者认为，无论是概论性的介
绍，还是体系性的论述，都不能替代直接面对经典的阅读与聆听。
概括、提炼、分析、综合，固有其可取处，也是学院学术的必要手段与保证，但对于这样的经典而言
，仅有此却是不够的。
要真正领会其思想活力，需要直接面对经典本身，要从《论语》的字里行间去发现。
　　这里只简要介绍孔子身后所获评价与地位的变迁史，希望从这一特定角度来凸显今天阅读《论语
》的某些重要意义，以及编者所认为的在阅读过程中值得留意的某些方面。
还在孔子生前，就有人说上天将以他为木铎，意思是说让孔子来教化人民（《论语·八佾第三》“仪
封人请见”章），或者称他为“圣者”（《论语·子罕第九》“太宰问于子贡”章）。
尽管孔子自己多次否认这一点，这一极高的评价在他身后却很快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论语·子
张第十九》里记载了弟子们是如何推崇、捍卫自己老师地位的。
战国时期流传着孔子是“素王”的说法，士人们认为孔子之德堪任大位，只因不逢其时而未果，因此
只能以教授门徒的方式来教化天下，其功绩堪与在位之君王相媲美，故称“素王”。
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爵活动，他先后被封为“文宣公”、“文宣王”，并被尊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
对他的尊崇，还自然地延伸到他的后人身上，孔氏后人世代受封，由“褒圣侯”进为“衍圣公”，虽
历经王朝更替而不绝，直至近代革命时止。
毫无疑问，对孔子的尊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其思想学说与人格魅力的真正认可，对孑L子而言
，是当之无愧的。
孟子曾经说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刘勰称孔子“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心雕龙·原道》）。
这是对孔子所作贡献的极为形象而深刻的评价。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他的思想很快就由弟子们传播开去而成为当时的显学，最终成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导思想。
尤其是经过中唐以后迄于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以程朱理学的新貌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
响尤为深著。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孔子先是以“托古改制”的面
貌，被康有为抬出来为他的变法主张寻找合法依据；变法失败后，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的前十年中，
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的评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而最终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面力量受
到批判和攻击。
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失去了作为正统思
想的地位。
在“文革”中，原本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的孔子再次为政治斗争所利用，以一个“复辟”的
“孔老二”的形象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历史上，孔子的思想先后影响到东亚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和越南，被这些国家长期遵奉。
十七世纪初，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在他们向欧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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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是记录孔子与弟子之间、孔子弟子之间以及弟子与再传弟子
之间对话的语录体著作，被列为古代读书人必读的《四书》之首，内容包括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品
德修养、伦理道德和教育原则等。
相传距孔子一千五百多年后，北宋名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许多看似简单的道理，
穿越时空，历久不衰。
　　《论语》的旧注本相当多，现代又有各种注释本问世。
《论语讲读》以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加上少量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来讲读《论语》二十篇。
各篇体例包括正文、注释、问题分析、文化史延伸、文学链接、集评、问题与讨论等，以帮助读者深
入了解其内容涵义。
《论语讲读》附录《史记》中司马迁为孔子所作传《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传》，可藉以了解
孔子生平与其弟子的情况等。
前贤虽已远去，幸好有弟子们记录下来的精彩言论，足供我们细细体会，追寻其思想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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