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还原孔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还原孔子>>

13位ISBN编号：9787805508108

10位ISBN编号：7805508100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刘烈 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刘烈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还原孔子>>

前言

“还原孔子”是一有点火气的说法，似乎是孔子失去了原貌而我们的工作是恢复他的原貌。
又似乎是说，汉代封为“素王”的孔子不是孔子的原貌。
我们还真有这种想法，甘冒对先哲的不敬，至少是对他们心目中的孔子不敢赞同。
原因是他们的孔子形象受到了政治太大的影响而无法自拔，这是他们的历史的限制，本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自己也有历史的限制。
我们的限制也只有等我们的后人来指出，自己恐怕不仅不能指出，连疑点都生不出来。
从同样的角度来看，换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还原孔子”的实质只是想找出“历史中的孔子”，而
非“神化了的孔子”。
既然孔子被神化了，那么历史中孔子的面目已不清楚，于是只好进行还原，逼不得已，这是历史加在
中国子孙身上的责任。
我们原本是对孔子的哲学感兴趣，随即觉得认识历史中的孔子别无选择，就勉为其难地进入了先秦史
，不成熟的许多地方还望专家们多多指教为幸。
“还原孔子”的工作很多，因为孔子的哲学是他之前两千五百年他个人的中国文化的综合，但既然是
哲学，对于当时的文化整体是有一整套理论的，我们所做的是通过孔子时代的历史，向另一个方向，
即历史的孔子开了个头，因此篇幅和目标都不允许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较全面的讨论和探索。
其实，“还原”（reconstruction，reconstitution）在哲学上讲起来是弄清楚哲学思想源流的一个很合理
的、必要的努力：它应该是哲学的方法论中不可少的，只是还未得到哲学应有的尊敬。
对中国文化来说，从还原孔子开始是当务之急；从长远来说，对哲学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将还原孔子的工作分几个部分：1.历史中的孔子和周公：2.孔子的学说和实践；3.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眼中的孔子；4.春秋的问题：神化孔子。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四个目标的范围是很大的。
尤其是第二个目标“孔子的学说和实践”中，包含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范围
。
不是短短几章能说明的，因此也只是说开了个头。
举例说明，孔子的经济学观“不患寡而患不均”，需要一整套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来阐述，是值得
讨论的大问题，但迄今未见儒家有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对它有重要的著作发表。
我们非经济学家，只能存而不论。
我们只能在恢复孔子学说的原貌上下点功夫，因此着重于对周公、春秋的研究，也对孔子真身提出一
点和传统不同的看法来，务使孔子复成为历史中的孔子，并对他的学说中“仁”、“孝”、“礼”等
问题作初步的讨论。
孔子是一个尊重先民精神、传统的学者。
中国的先民和他们建立的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通过孔子传递给了我们，使
我们能够从那些文化遗产中继承他们的精神和贡献，来创造新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契机，也是世
界文化的契机。
《还原孔子》成书一年多，遇到一些人事上的出版阻力，感谢孙东川、孙月英、孙岚、金晓辉、金照
、孙以煜的热情帮助，陈有昇先生的审稿，马丹梅女士的打印，锺少华教授慨赠《论语》明刻本插图
和帮助，陈啟伟教授夫人、邵秦教授、宋镇豪教授的批评和帮助，贾娟女士的特别是做索引的帮助，
这本书才得以见天日。
以上诸位的鼓励和帮助使我能继续写《还原孔子》，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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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还原孔子》是将自汉至清的被神化了的孔子重新还原为历史中的孔子。
对于孔子的心理发展、追求、哲学、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
作者大胆地提出《春秋》一书并非孔子所写。
为了要进一步了解孔子的理想人物周公和理想化的西周，作者勾划了周公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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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烈(加拿大籍)，1933年生于上海，1957年出国，曾获菲律宾伯格满学院哲学学士，巴黎大学历史、
社会学博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哲学博士。
曾执教于巴黎大学、国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曾加入魁北克心理
分析协会，为巴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会员，心理分析师。
退休前后一直从事哲学、心理分析的研究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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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孔子对自己心理的划代仁儒述而不作孝孔子不说、少说的东西道德的绝对和泛道德河图、洛书和
凤乌、麒麟孔子的二三事孔子的人学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孔子与女人礼，人的关系和感情的必
要形式《春秋》从史料看周公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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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语》无疑是孔子所“述”的比较完整的内容。
《论语》的来源较多，来源之间互有补阙。
如曾子、子张、子贡、子路、颜回等门徒与孔子答问、对孔子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各个方面的态
度：富、贵、贫、贱、忠、孝、仁、义、礼、乐、信、智、知、贤、愚、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等
等。
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所说的是“述”，不是他个人发明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流转在民间，为百
姓实践的、先民传下来的中国文化！
从文本上，我们从《论语》、《诗经》、《左传》、《史记》、苟、孟甚至庄子、韩非子等有关孔子
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孔子“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语》和《诗经》。
我们也切勿忘记，与孔子相去甚远的屈原的《楚辞》中有关当时战国时代的人文表现中，也不乏当时
人民承继先民的许多文化，这些都是孔子“述”的内容。
《论语》、《诗经》等讲的不只是孔子，而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孔子自己是承认的，不是
他“作”的，是他“述”的。
他“述”的也可能只是比较全的、我们认识的主流的一部分。
他所删的、不说的、存疑的、景仰的、离周封建甚远的也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一切的写作紧缩在《孔子世家》之中还是比较公允的。
太史公的孔子绝不是汉朝儒家和以后儒家的孔子；那时候的孔子已经被神化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司马迁也无可奈何地受到了他自己时代的君主极权的影响。
汉朝的君主极权又受到了秦始皇的极大影响，那时君主的极权要比孔子所认识到的、历史中的、自己
经历的都是远远超过了的。
因为汉帝国的幅员已经极大地超出了周帝国的幅员，而权力则大量地集中，减缩了宗室的权力，这些
都不是周帝国所能做到的。
周帝国形成的春秋时代正是因为权力不集中，秦、汉都是竭力避免的；秦汉应用的中央控制是多方面
的，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司马迁对于孔子的王道比对汉朝的王道要同情得多，因为后者的专制方式是前者远远不及的。
因此，在这方面，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述”基本上是对事实的同情，不是原则上的分歧。
只有在战国时代，比春秋更重要的王权的式微的时代才会有像孟子那么的说起“民为重，君为轻，社
稷次之‘’的话。
直到明清递代的时代才会有像顾炎武那样在亡国之痛中作为反省封建的资料。
周封建开始的时代一去就是两千年。
这并不是说历代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学对于封建君王做不出什么反应来，如程颐就对皇帝说过“
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奉承，随欲所得⋯⋯中常之主，
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服。
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
但这些话在传统中、在宋朝、在任何朝代，一些儒或不儒的官就是说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权势使然
，不是儒家或任何家说不出来的。
孔子生时，对春秋君主谈霸道尚且是一个得不到的理想，遑论王道？
孔子肯定对王道的实践有一种设想，正因为离现实太远，也只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
做譬喻，它就成了一种空想，是不用以任何论证来实现的，更谈不到有什么实践。
孔子在三桓之下还未成任何气候就卷了铺盖，他的王道思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也不会得到任何时间
的考验。
所以，单从孔子的理论上我们只知道，他对于理想中的周公及其政治的向往，不可能更进一步做出任
何判断来。
至于后代的儒家，以为孔子所述的王道就是汉朝儒家所传下来的王道，也是在那种时代中不得已的既
成事实、无事实可说的、标榜孔子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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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孔子原来的王道，除了君主集权之外，并无其他的相同之处。
后代的儒家，接受了孔子对个人的要求，而将其植于、利用于统治之中，这已非孔子的原意了。
孔子的“述”因为时代的限制，后代的儒家之“述”孔更为时代限制，这些“述”就不是孔子前两千
五百年中国先民所遗下的文化的综合了。
孔子的“述”的综合，有意无意地只集中于周封建肯定的、篡改的、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面，是不
完全的。
后代的儒家所取孔子的“述”而用诸封建政治实践，比孔子的片面性的“述”更为片面，此外便只能
在个人情操上下功夫、做文章，以见其为孑L子正统，以适应当朝政治压力，或谋个人之私。
孔子主义者看到孔子的“述”，一般以为它是全面的，而在孔子“述”的后面还有许多“不述”、“
免述”、“少述”的东西，因为和其“述”不能并存，或以为是不重要的。
用今日的话来说，孔子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包容了一切不能说的，以为只要追求
理想就是追求最重要的；其次是一个人的身体力行，有此二者足矣。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慕道、传道，在他个人身上实现道，而要到道不行，无事可做时才去修诗书的。
因为孔子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明道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有时会大打折扣。
例如对于王道的真实性的歪曲。
这也就说明两千年中，他的忠实追随者面临同样问题时，采取了孔子的态度，但心中的迷惘是很大的
，无法解决的，也跳不出孔子主义。
似乎是，要放弃孔子主义才能将这一纠缠弄清楚。
但谁又能摆脱孔子主义呢？
当悲剧来临的时候，许多孔子主义者只能以一死来回答。
悲壮是悲壮的，但真理呢？
——恐怕还要从历史人手。
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句，孔子对道的态度决定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正好在他的“道”的追求中，
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一环的损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也就是我们以为孔子不是《春秋》作者的有力证据之一。
首先，孔子对于历史只消从他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态度上就可看出，他主张亲情胜于真理
。
那么区区历史真理就更不用说了，是可以牺牲的，至少是可以忍而不言的。
孟子所说的“诗亡而春秋作”，《诗》根本未亡。
《春秋》也就未作，即汉朝人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不像是孔子作的，特别是《孟子》中的“春秋
作而乱臣贼子惧”完全是一句空话，是一句汉儒拿来吓汉朝对皇权不满的臣子的。
如果我们给“乱臣贼子”的定义是“谋私反上”。
《春秋》中几乎绝大部分的诸侯、卿、大夫、陪臣都是“乱臣贼子”，孔子曾为乱臣三桓服务，犹恐
不得其心：佛胖召之而欲往，奔走于陈、蔡、卫、鲁、齐之间，还说什么“乱臣贼子”？
还搞什么“微言大义”？
孔子要是有司马迁一半对历史的尊重，后代孔门弟子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述”就要好好地“述”，不能“述吾之所述，不述吾之不欲述”。
这也许是寻“道”的人的主要问题。
老子说的“为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为”，恐怕应改为“损而又损，至于非道”，尤其是孔子的
王道，“为王道日损，损而又损，至于无王”，正好和无政府主义连上。
恐怕一切在求孔子式的王道的人的普遍经验是对王道的彻底否定，但在两千年中不容许这么做呀！
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未闻孝悌而犯上者”，《论语》中有子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句话的分量如
何的重！
有子不愧为孔子所识，为孔子再传领门。
当一切王道为那些王糟蹋时，还有“孝”来顶住，而“孝”也是无“慈”的愚孝，中国人的命运于是
只能系在不论什么昏王、儿童王、皇后王身上了，甚至系于挟王以令天下的太监、误国的奸臣身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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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建立了封建，孔子是将封建主义理论化的第一人，“始作俑者”，孔子的“述”的价值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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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还原孔子》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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