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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聂公潜心研究孔子学说和中华传统文化，硕果迭出。
前不久出版的两部巨著《孔子经典言论全编》和《孔子言论经外集》，已引起省内外学界瞩目，第三
部巨制《孔子学说新论》又将隆重推出。
承其信任，嘱为作序；唯学力浅薄，未敢仓促受命。
拜读文稿之后，受其人格魅力和进取精神所感动，感想一如涌泉。
正当海内外孔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猷轩公凭着富厚的学养、灼热的余情、执著的精神，十数年如一
日地投身孔学研究。
在前两部书中，分别将载于儒学“十三经”乃至散见于先秦两汉二十五部诸子百家名著中的孔子言论
，按其内容分类整理，予以注释、翻译和评述，使读者对孔子学说能够获取全面的认识，也为孔学研
究者、教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第三部专著，近九十万言，分量更重。
在前两部基础上，把孔子学说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通过与中外古今经典文化的联系、比较、鉴别
，作了进一步的综合分析。
阐发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将其精髓与中华传统文化之主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突显孔学在中华文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
国人细读此书，必将增强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悠久的中华文明，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从而激发建
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乃至一切新事业的热情；国际友人细读此书，则必将愈益增进对
中华文明的向往和尊崇，从而有助于中华民族扩大国际交往，互尊互信，共同推进人类的文明进步。
我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的资料价值将会日益显豁，对人们的影响将会日益深刻，所产生的社
会效益将会日益明显，作者的奉献将会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体认。
就管见所及，其内容至少呈现以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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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孔子学说进行一次粗略的全面梳理，借以探索其
历史的本来面貌。
其中某些不同于前贤的论述，只是为了给继续深入讨论提供新的研究线索，故而仅供参考。
     全书共分办篇。
前四篇尝试把比较零散的孔子言论，汇集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重点突出其朴素唯物
论和辩证认识论。
研究孔子学说，必然会涉及孔子思想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学渊源、孔子的社会历史地位、
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未来等等问题。
而后四篇正是论述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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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猷轩，原名聂太辅，祖籍湖北随州，1931年10月生于安徽宣城，自幼就读于乡村私塾，受到传统文
化熏陶，后考入师范学校。
入伍之后，先后在安徽芜湖行署、宣城行署有关部门和区、县任职。
出身贫寒，一生爱好学习，坚持业余读书。
即使是在主持县级党政要务的繁忙工作期问以及深受“反右”、“文革”严重冲击的过程中，都能不
问断地读书学习，且兴趣广泛，涉猎于史学、文学、哲学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常有诗词、文章见于报刊。
离休后潜心于古典哲学研究，已陆续出版《孔子经典言论全编》、《孔子言论经外集》等，共180多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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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规范的起始点和归宿点，而这种道德规范正是便于人们的统一认识、准确把握
和诚心遵行，共同追求高尚的道德目的。
而且“仁”不是一般的道德标准，应该视之为道德终极标准。
所谓道德终极标准就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言行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一切道德言行相互冲突的道
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同时，
道德终极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人们所认识、所把握并被当作唯一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
因此，作为“道德目的”的“仁”，既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又是衡量道德主体自身优劣
的终极标准。
孔子所讲的“仁”，是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能意识到的人的美好品质和能力的高度概括。
所谓人的美好品质和能力，就是既有利于个体生存发展又有利于群体生存发展的品质和能力。
孔子把这些归纳于“仁”的范畴，更是看重仁的社会实践的良性（善）效应。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最理想的关系。
这种关系充分体现出了关注人、尊重人、热爱人的博大仁爱精神，是真正属于“人”的社会存在关系
。
而且，孔子把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以最明白无误的方式直接指向社会生活，具有极平易、极简单的可
行性，不需要艰难的思考，也不需要和尚般的苦行，人人可做，时时可行。
既是心地善良者的衷心愿望，又是社会大众的殷切期盼。
因此，孔子所讲的“仁”，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存在，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社会关系；那些恶的不属
于仁的社会关系，孑L子认为是犬马。
孔子还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
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
”（《礼记·儒行》）这八种社会表现，无一不是人性善的本质外现。
孔子讲的“仁”，为社会道德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研究社会道德问题有两个基本的视角，一个是共时态的角度，一个是历时态的角度。
共时态是研究人的现实存在，历时态是研究人的发展、提升。
与现实存在相比，发展、提升更强调主体的自为性、能动性和自觉性。
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始终是未完成的，始终处于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之中。
与一般物质发展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人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的提升表现为三个层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人的提升表现为热爱自然、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的提升
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合理性，表现为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人与人的关系亲善
合理；在人性完善的层面，人的提升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精神境界的不断提高。
人的这三个方面的提升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的。
孔子所讲的道德，既立足于当前社会，又昭示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
尤其应该指出，孔子所讲的“仁”，在更多场合已经超出了纯道德概念，赋予了一系列新的涵义，使
之成为非常明确的哲学命题。
第一，孔子把“仁”规定为人的本质。
他所说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仁”已不是一种行为表现，而是道德的本体、百善的总源头。
在孔子看来，作为天地生物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具备人的本质——仁，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人的本质既然不是某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人也就不是生而为人，而是在人生中不断以“仁”充实
自己，才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
这一思想理论，为人的自我完善指出了道路和方向。
具备了“仁”这种本质的人，只会做有益于社会群体的事，不会做有害于社会群体的事，“苟志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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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具备了“仁”这种本质的人，不是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更不是做一个明哲保身
的好好先生，而是已经养成了抑恶扬善的秉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论语·里仁》）喜爱善良之人叫做“仁”，憎恨邪恶之人也叫做“仁”。
这与当时流行的“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国语·晋语》）的观点是一致的。
孔子学说中的“爱人”没有提到“兼爱”，大概就是表明，不可能去爱一切人，更不能去爱那些做坏
事的邪恶之人。
对于做坏事的恶人，不仅不爱，而且要给予狠狠的痛击。
所以孔子说：“我孔丘虽然讲仁德，而有时又凶狠。
”【夫子日“丘能仁且忍⋯⋯”（《淮南子·人间训》）】从维护道德规范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比
西方基督教力主“以怨报德”的观念要开化得多。
春秋时期，也曾有人主张“以怨报德：’，当问及孔子时，孔子却回答说：“何以报德？
”应该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这种“仁”体现了抑恶扬善的群体意志，所以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爱憎分明，是人的本质所规定。
“仁”的高贵之处，就在于它充分表达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憎情感。
对于爱的对象充满亲和性，对于恨的对象充满斗争性。
对于仁所包含的这种爱恨情感，刘述先教授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仁的超越性原则”没有过时，
“今日在美国，外在条件可谓与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然而当代富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其国内反
贫穷，反种族歧视，反暴行，在国外则反侵略，反政治经济之垄断，反剥削，反强权政治，何，以不
是仁心的表现。
”①由此可以看出，仁爱也是抗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古代有“杀身成仁”的仁人，在今天的世界
也有以此为出发点反对野蛮、黑暗、强权的志士。
可以肯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仁学思想一定会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仁”富有纯真的人间深情，是最重要的人文意蕴。
“仁”凝聚着浓浓的亲情，并对人类的善良大众怀有强烈的怜悯同情之心。
亲情孕育仁德，仁德增厚亲情。
“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
”（《礼记·祭义》）“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礼记·祭义》）“爱人”必须首先“爱亲”，“爱人”的感情要从“爱亲”中去培养，由“爱
亲”去扩大。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爱，怎么还能去爱别人？
基于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又认为，一个人如果能以自己的“爱亲”感情为基础，把这种感情推广到远
者、疏者，推广到其他人，那就能做到“爱人”，就能成为“仁者”。
第三，孔子所讲的“仁”，体现了社会上所有人的人格平等。
在人与人之间，不仅每个人有自我肯定、自我尊重的人与自身的内在的同一关系，而且有相互肯定、
相互尊重的人际平等的同一关系。
人实际上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关于上述两个“同一关系”的意识，是最基本的类意识，也是作
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最基本的自我意识。
孔子讲的“仁”，正是对这种类意识、自我意识的概括和展现。
有了这种类意识、自我意识，才有可能自我肯定、自我尊重，并有可能去肯定、尊重他人。
人的这种品性不是孤立的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关系中生成和表现出来的。
“仁”作为表征人的类关系的品性，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动态展开中才能得到表现和确证。
而表现和确证的基本内涵就是“爱人”、“爱人类”，就是平等待人，就是肯定人、尊重人。
每个人既要把自己当做人，也要把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既要自我肯定、自我尊重，也要肯定他
人、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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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己对人的普遍肯定与普遍尊重，表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同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的。
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论语·雍也》）正是对人格平等的准确表达。
所谓“能近取譬”，就是要“推己及人”，一方面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另一方面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当然，在古代阶级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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