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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积淀出了硕大而丰富的文化成果，其核心就是源远流长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思想。
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局限，突破语言、种族与宗教的藩篱，受到有识之士的一致推崇，主要
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几项因素，比如温和的理性主义，肯定人类可以通过教育与学习而施展潜能
；深刻的人道情怀，强调人我互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观的人生理想，相信德行修养是人
人可以达成的目标，并且可以活得快乐而有意义⋯⋯我们要想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和为人
处世的价值依据，就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同时，精神层面却摇摆不定、无所适从甚至停滞不前
，因而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安和焦虑，这是当前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
。
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现代人的精神资源枯竭了，倒不如说是人们汲取精神营养的纽带被阻
塞和隔断了。
事实上，我们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藏。
只不过仅仅开发和利用了少量或表层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打开经典，静心细致地去阅读品味，以孔子思想为立足点，让自己的心胸和头
脑变得明晰而丰盈起来，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毫无抵抗地随顺俗化与物化的浪潮，也不会因为宗教
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孔子——中庸处世的智慧》一书的编写目的，即在于为人们寻找一种文化经典和现实生活的契合，
在碰撞和融合中衍生出直接而又深邃的道理和智慧。
我们以最大的努力，穿越覆盖在《论语》上的附加物，直抵经典的本质。
《论语》自身就是来源于生活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生活实践体验和理性思考的结果。
因此，我们此番努力的意义，就在于使孔子中庸处世思想的回归。
本书在编写方法上，选取了《论语》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章节，以权威的译解和贴近现实生活
的感悟，再加上与之相应的历史和现实事例，使之浑然一体，让每一个解读对象都得到透彻通达的诠
释，并得到适当的延展和发挥；在编写结构上，细致地划分为修养、仁爱、诚信、宽容、律己、睿智
等十个方面，力求精确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从宏观上，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有益于当今世道人心，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具体到每一位读者
，则希望你能够与这种元气淳厚、自然酣畅的古典文化精神贴近并且交融，让自己生活在一种更高的
层次上。
面对孔子，我们常常产生敬畏感，因为他是站在亿万人之上的思想巨人：阅读经典，追慕先贤，是一
种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这既是孔子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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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选取了《论语》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章节，以权威的译解和贴近现实生活的感悟，再
加上与之相应的历史和现实事例，使之浑然一体，让每一个解读对象都得到透彻通达的诠释，并得到
适当的延展和发挥；在编写结构上，细致地划分为修养、仁爱、诚信、宽容、律己、睿智等十个方面
，力求精确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从宏观上，我们希望《孔子中庸处世的智慧》能够有益于当今世道人心，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具体到每一位读者，则希望你能够与这种元气淳厚、自然酣畅的古典文化精神贴近并且交融，让自己
生活在另一种更高的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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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正己修身，和谐中正——提高自已的道德修养  德不孤，必有邻  其余不足观也已  朝闻道，夕
死可矣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多闻
，择其善者而从之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一言
以蔽之，日“思无邪”第二章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  伤人乎  里仁为美  君子
周急不继富  我欲仁，斯仁至矣  不知礼，无以立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唯仁者
能好人，能恶人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第三章  诚于其里，信于其外——人际交往中真实诚恳  乡原，德之贼也  
当仁，不让于师  巧言令色，鲜矣仁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道听而涂说，德之弃
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第四章  和而不
流，中立不倚——用宽容的心面对—切  君子无所争  无求备于一人  不怨天，不尤人  勿欺也，而犯之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射不主皮，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第五章  失诸正鹄，反求其身——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非生而知之者  见义不为
，无勇也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
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
，既往不咎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第六章  宠辱
不惊，居以俟命——小心谨慎地处理世事  君子有三戒  以约失之者鲜矣  侍于君子有三愆  季文子三思
而后行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  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第七章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  观过，斯知仁矣  三日不朝，孔子行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说
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第八章  物极必反，兼听则明——为人处世学会变通  君子不器  
齐一变，至于鲁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中人以下，不
可以语上也  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  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君子
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第九章  
权衡两极，处之恰当——面对问题时秉持中道  过犹不及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第十章  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睿智明达地解决问题  
吾日三省吾身  吾斯之未能信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君子泰而不骄
，小人骄而不泰  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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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做了坏事之后心里会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向各种“神灵”祷告，以求使自己
的罪恶消失于无形。
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劝王孙贾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要做违反道义的坏事，否则，迟早都要遭到报
应。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我们不要让自己在罪恶中越陷越深，以致无法自拔。
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标准，儒家思想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就是道义、礼节等，这是事物发展规律的
表现，一旦严重偏离。
就会遭到规律的惩罚。
比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惮心竭虑，而自以为得计。
即使于蝇营狗苟、纷纷扰扰之际得蝇头微末之利，却丧失了长远根本之利。
更有甚者以邪恶手段攫取财富。
到头来难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贪利损身、求荣反辱的事，古往今来，着实不少
。
有一个人名叫丁戍，客游北京，途中遇一壮士，名叫卢强。
丁戍见他义气慷慨，说话投机，两人便结为兄弟。
原来卢强是个强盗。
不久之后，盗情事发，卢强被关进了监狱。
丁戍到狱中探望，卢强对他说道：“我不幸犯罪，无人相救。
承兄弟平日相爱，有句心腹话要与你说。
”丁戍说：“承蒙不弃。
你有所托．我必当尽心而为”。
卢强便说道：“我有白金千余，藏在某处。
你可去取了，用些手脚营救我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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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子中庸处世的智慧》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最高的道德准则和处世的智慧。
 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
孔子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和把握一个中点或度，也就是量变到
质变度量关节线，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
按宋代学者程颐的解释，就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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