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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癍　　这两句诗是邓拓游罢东林书院之后，发抒心中的感慨，歌颂
东林党对抗奸权，凛然不屈的风骨，慷慨牺牲的精神。
邓拓也像他的先驱——东林党一样，因直言不讳，为民请命遭受迫害以致丧失宝贵的生命。
东林党人和他们追随者的遭遇虽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但从这些悲剧中，透出中国知识分子“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艰苦卓绝的风骨，显示出中华民族所以屹立在人类历史舞台，万古奔流的
因素。
　　历史的发展脱离不了人，没有人就根本没有历史可言，所以说人是历史发展的中心、历史发展的
动力。
虽然，芸芸众生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或大或小不同的贡献，但是在历史发展之中，不容讳言
，某些人群团体，或某些个人往往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把社会上的人们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群，称之为四民。
传统中国称“士”为四民之首，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士”这一阶层，毫无疑问
，居于主导的地位。
由于“士”这一阶层居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担任了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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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风骨，正显示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岿然屹立于世界的
精神支撑；文天祥的殉道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更是对这个民族心性最精彩的诠释。
　　绵延五千年未曾断绝，中国的思想型范与价值标准有以致之，中国人品评人物早就树立了一套模
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坐标；人人是圣人，人人都是王，这更是中国人的一大
信念。
　　本书针对仁、法、礼、忠、孝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加以分析，从而厘清其渊源
流变、贡献及缺憾。
　　全书言简意深、辞微旨远，令人在豁然开朗之余生出无限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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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墨子思想中，“法”是用以指称人类行为规律的字眼。
同苟子一样，墨子从社会后果的立场论辩人类社会中规律的必要性。
他指出，在法律、政府、统治者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标准：“一人则一义，二
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
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
”人类因而处于攻伐混乱的状态。
这种悲惨的情境必须消弭，因此不同的行为标准也必须统一。
在墨子看来，统一的标准必须是合理而超然的规律，因为唯有这种规律才能真正导致持久的和平与稳
定的秩序。
　　在《墨子》书中，“法”的基本意涵是普遍意义的“法”——即普遍意义的律则。
在讨论“法”的含义之时，墨子也举出了和苟子相同的比喻，他认为，人类社会中行动规律的功能，
正如同圆规、方矩、绳墨、摆锤的功能；它们都是规范正确事物的准绳。
然而，与苟子不同的是，在说明有关“法”的具体问题时，墨子主要将其限于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
，与政府权力之行使有关的规律问题。
　　“法”对墨子而言，有时清晰地指称惩恶赏善的法令条文。
《墨子》书中有一段讨论刑法起源和分析刑罚性质的文字可为明证（“唯作五杀之刑，日法”）。
成文法的观念似乎也一度出现在《墨子》书中（“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o但是，就整体
而言，墨子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系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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