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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
生卒年不详。
大约生活在孔子后一百多年，他自己曾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
”（《孟子·尽心下》）据一些学者推测，他大约活了84岁。
　　孟子一生对孔子非常崇拜。
“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是他与自己的学生公孙丑谈话时表达的心愿，用今
天的话说就是：至于我的愿望，就是向孔子学习。
还是在这次谈话中，他借孔子学生有若的话表达了对孔子的崇高赞美：“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意思是说：高出自己的同类，超越自己的群体，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啊。
　　孟子崇敬孔子，因而下工夫钻研孔子，下决心继承孔子，尽最大的力量传播并发扬光大孔子的学
说。
　　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
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意思是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但我私下向孔子的众多传人学习。
　　学成之后，孟子以“仁政”、“王天下”游说诸侯。
但孟子的游说活动与孔子相似，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大约70岁以后，他不再出游。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韩愈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意思是说，孔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
确实如此，孟子继承并光大了孔子的学说。
他对儒学的贡献也得到后人的认可。
南宋时期，官方将《孟子》列于《论语》之后，与《大学》、《中庸》组成“四书”，作为学子的必
修课本。
孟子因此也上升为“亚圣”的地位。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学说。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但“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
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孟子·滕文公下》）。
他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以“距杨墨”、“息邪说”自任，与当时各学派展开论战。
他把当时一切不合儒家思想的观点学说斥之为“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并大加鞭
笞和抨击。
孟子在这样的论战中，一方面维护了儒家学说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儒家学说。
　　一是明确提出并证明人性本善的观点。
孔子关涉了人性，但没有谈善恶。
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首次提到“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在《孟子·告子上
》中，通过与告子的论辩基本确立了“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当然，孟子也看到，即使人性本善，如果不能保养善心，人也会变恶。
因此，他极力提倡“养气”以“居仁”、“饱仁”、“胜不仁”。
　　二是明晰“仁”、“义”之界。
《论语》讲“仁”，也讲“义”，但“义”与“仁”的分别不大，许多时候与“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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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中，“仁”、“义”界线分明：“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这里，“仁”是内在情感、意志，“义”是外在行为准则—如何依“仁”而行动的外在规定性
。
因此，孟子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尽心下》）能忍其所不能忍便是“仁”，不当为则不为，当为一定为，就是“义”。
在这里，“仁”与“义”在内与外的修与行中浑然一体。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居处在仁中，行走在义上，士的事业就完备了。
这句话正是孟子哲学“仁”、“义”特征的很好体现。
　　三是将仁学推进到“仁政”。
孔子、孟子都不是坐而论道者，他们都是积极行动者。
如果说孔子是以复古（“克己复礼”）的姿态参与社会变革，那么孟子则是以更现实的姿态参与社会
建设。
孟子不再死守“克己复礼”，而是强调以仁心为政，天下大治。
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居“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居仁由义”的一种表现。
孟子设想的这种从“仁心”到“仁政”的转化，就是他的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理论总纲。
在这一总纲的指导下，他强调保民、爱民和尊贤、贵士。
所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离娄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除了学说，《孟子》一书的文学意义也流之久远。
虽然它的体裁还是语录体，但比之《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篇章气势充沛，表达淋漓尽致，具
有雄辩家的气概；在论辩中，常常于不知不觉中将对手引入自己的圈套中，使其自相矛盾而败下阵来
；特别是遇到难以说理的地方，常以浅近的譬喻解决，化繁为简，举重若轻。
　　由于本丛书的编注方向在文化，不在文学，所以本书对《孟子》一书的文学特征涉及很少，请读
者谅解。
还由于我们的根基不深，能力有限，一定有不少牵强、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最后，要感谢上海市控江中学曲晶老师和朱家角中学王友老师的辛勤劳动，他们分别参与了本书
第一单元和第三单元的编注。
　　黄荣华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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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直想给中学生朋友编一套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读本。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有自己的理由
　　中华古代文化浩如烟海，书市上古代文化方面的图书也不计其数，但专门面向现代中学生的普通
读本却很难找到，更不要说那种切合中学生阅读心理，精心选材、精心作注、精心释义的系列丛书了
。

　　而从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角度看，当今中国语文教育，最缺失的一块又恰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敬重、理解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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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人性本善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不学而能者
仁义礼智之实
圣人与我同类
仁不可胜用
君子所性
果有以异于人乎
人皆可以为尧舜
存心养性
万物皆备于我
齐戒沐浴可以祀上帝
非以人性为仁义
人无有不善
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耆炙亦有外与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专心致志
求其放心而已矣
自暴自弃
第二单元　浩然之气
持其志，无暴其气
养吾浩然之气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此之谓大丈夫
反求诸己
君子必自反
不成章不达
亦在乎熟之
家之本在身
亲其亲、长其长
事亲若曾子
诚者天之道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君子欲其自得之
由仁义行
三过其门而不入
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
友其德
友天下之善士
养心莫善于寡欲
第三单元　舍生取义
不逾阶而相揖
士之不托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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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生而取义
无以小害大
心之官则思
修其天爵
饱乎仁义
在位故也
仁胜不仁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耻之于人大矣
穷则独善其身
沛然莫之能御也
正己而物正
君子有三乐
舜与跖之分
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
孰大于是
尚志
大哉居乎
君子不可虚拘
君子之所以教者
君子引而不发
未闻以道殉乎人者
进锐退速
士憎兹多口
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君子不谓性也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善言善道
非为生者
第四单元　以仁义说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何必曰利
以仁义说王
养生丧死无憾
爱惜民力
仁者无敌
与民同乐
国人杀之
以德服人
得道多助
不得罪于巨室
师文王
善养老者
恭者不侮人
以善养人
周公思兼三王
仁人之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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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子好善
以佚道使民
民日迁善
善教得民心
民可使富
君子之爱
爱及其所不爱
仁也者，人也
第五单元　民贵君轻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此之谓寇雠
大夫可以去
有所不召之臣
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
好善而忘势
民贵君轻
诸侯之宝三
吾何畏彼哉
燕可伐与
奚为后我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善战者服上刑
大罪也
正君而国定
君子平其政
仁则荣
第六单元　援之以道
援之以道
有不虞之誉
于答是也何有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惟义所在
是亦羿有罪焉
故者以利为本
未有盛于孔子也
何取于水
其中，非尔力也
予私淑诸人也
死伤勇
恶知其非有
胸中正，则眸子瞭
人乐有贤父兄
无为其所不为
为弃井也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教亦多术矣
无耻之耻，无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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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义战
尽信《书》不如无《书》
逃杨必归于儒
劳心者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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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万章又问：“接受又是什么道理呢？
” 孟子回答说：“国君对于外来的人，原本就该接济。
” 万章又问：“接济他就接受；赏赐他就不接受，又是什么道理呢？
” 孟子回答说：“是不敢接受的缘故。
” 万章又问：“大胆请教老师：不敢接受又是为什么呢？
” 孟子回答说：“守门、打更的人都有一定的职务而从上级接受给养。
没有一定的职务却接受上级的赏赐，被认为是不恭敬的。
” 万章又问：“国君送给他东西就接受，不知道是否可以经常这样呢？
” 孟子回答说：“鲁缪公对于子思，就是屡次问候，屡次送给他肉食，子思不高兴。
在最后一次，子思把缪公的使者赶出大门，自己朝北面磕头作揖后拒绝接受。
他说：‘现在才知道国君把我当成犬马一样地畜养。
’从此缪公便不派人送给子思东西了。
喜好贤德的人，却不能重用他，又不能奉养他，可以说是喜好贤德的人吗？
” 万章又问：“大胆请问老师：国君要奉养君子，怎样才能说得上奉养呢？
” 孟子回答说：“用国君的名义送给他东西，君子磕头作揖表示接受。
以后管理仓库的官员不断送来粮食，掌管国君膳食的官员不断送来肉食，就不再以国君的名义送了。
子思认为，为了一块肉使自己屡次磕头行礼，这不是奉养君子的做法。
尧对待舜，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侍奉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而且百官、牛羊、粮仓无不具备
，在田野里奉养舜，后来任用他并提拔到高位上，因此，这是王公贵族尊敬贤德之人的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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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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