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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12个方面对儒家思想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介绍，包括儒家释疑、儒家名词解释、儒家
人物、儒家典籍、儒家书院、儒家礼仪、儒家故事、儒家学派、儒家养生、儒家之道、儒家管理思想
的现代应用。
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着封建社会不同时代的特点进行自我调整，甚至可以说了
解儒学就能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说儒:儒学入门300讲》深入浅出的文字、丰富精彩的插图、全面详实的内容，可以使读者充分领略
到儒家思想的精髓，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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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儒家释疑
　什么是儒学
　学儒的目的是什么
　儒家经典有哪些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儒家的圣地是哪里
　儒家礼仪有哪些
　儒家的道德条目有哪些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儒家的“天道与天命”指什么
　儒家是怎样看待生死的
　古人家中为什么要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信仰儒学为什么不用“出家”
　什么是“孝道”，儒家为什么推崇“孝道”？

　忠孝可以两全吗
　儒家为什么要讲“尊卑贵贱”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物质利益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欲望”
　孔子是神吗
　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有哪些著名弟子
　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吗
　儒、道、佛有什么共同点呢
　儒学为什么能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怎么看待“学而优则仕”
　颜回为什么被称为“复圣”
　谁是“宋初三先生”
　谁是“北宋五子”
　
第二章 儒家名词解释
　谶纬
　程朱理学
　道统
　格物致知
　古文经学
　汉学
　和同之辩
　今文经学
　经学
　克己复礼
　良知
　六艺
　陆王心学
　民胞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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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贵君轻
　内省
　内圣外王
　七教
　七情
　仁者爱人
　仁政
　儒
　儒家
　儒将
　儒商
　儒生
　儒学
　三纲
　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慎独
　十三经
　四维
　宋明理学
　天理良心
　天理人欲
　天人合一
　天下大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道
　五常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代新儒学
　孝悌
　性善论
　玄学
　知天命
　知行合一
　致良知
　中和
　中庸
　忠恕
　
第三章 儒家人物
　孔子
　孟子
　荀子
　陆贾
　贾谊
　公孙弘
　董仲舒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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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
　王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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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弼
　韩愈
　欧阳修
　程颢、程颐
　苏轼
　朱熹
　陆九渊
　王守仁
　黄宗羲
　王夫之
　
第四章 儒家典籍
　《周易》
　《尚书》
　《诗经》
　《礼记》
　《左传》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春秋》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孝经》
　《尔雅》
　
第五章 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
　白鹭洲书院
　程颢书院
　春秋书院
　鹅湖书院
　恭城书院
　诂经精舍
　关中书院
　广雅书院
　韩山书院
　康成书院
　屏东书院
　三取书院
　石鼓书院
　嵩阳书院
　问津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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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峰书院
　秀容书院
　阳明书院
　应天书院
　豫章书院
　岳麓书院
　漳南书院
　洙泗书院
　
第六章 儒家礼仪
　吉礼
　宾礼
　军礼
　嘉礼
　凶礼
　
第七章 儒家典故
　夷齐饿死首阳山
　周公制礼作乐
　握发吐哺
　介之推不言禄
　孔子办学
　孔子删定六经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问礼
　孔颜乐处
　韦编三绝
　八佾舞于庭
　孟母三迁
　孟子辟杨墨
　孟子斥许行
　孟子见梁惠王
　儒墨之争
　儒法之争
　儒道之争
　百家争鸣
　封禅大典
　焚书坑儒
　立五经博士
　叔孙通制礼
　辕固生与黄生之争
　贾谊论秦亡
　盐铁会议
　孔壁得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决狱
　谶纬的兴起与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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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渠阁会议
　刘向、刘歆校书
　扬雄仿《论语》
　孔融非孝
　王肃伪造经书
　儒道合流
　清谈之风
　禅让的实践
　南朝设四学
　北魏立四门博士
　周武帝崇儒毁佛
　科举制的确立
　唐高宗颁五经正义
　谏迎佛骨
　柳宗元统合儒释
　性善情恶
　程门立雪
　王安石颁《三经新义》
　断烂朝报
　六经注我
　鹅湖之会
　半部《论语》治天下
　大礼仪之争
　顾炎武手不释卷
　
第八章 儒家学派
　子张之儒
　子思之儒
　颜氏之儒
　孟氏之儒
　漆雕氏之儒
　仲良氏之儒
　孙氏之儒
　乐正氏之儒
　伏氏尚书学派
　春秋公羊胡毋生学派
　春秋公羊严氏学派
　春秋公羊颜氏学派
　泰山学派
　高平学派
　兼山学派
　荆公新学
　廌山学派
　上蔡学派
　横渠学派
　汉上学派
　和靖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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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许学派
　周许学派
　豫章学派
　衡麓学派
　玉山学派
　岳麓学派
　南湖学派
　水心学派
　龙川学派
　艮斋学派
　鹤山学派
　槐堂学派
　存斋晦静息庵学派
　东发学派
　静明宝峰学派
　崇仁学派
　蕺山学派
　东林学派
　穆堂学派
　馀山学派
　孝感学派
　潜研学派
　东原学派
　古微学派
　南皮学派
　三原学派
　养知学派
　
第九章 儒家生命观
　儒家的生命学说
　鸿儒的养生之道
　以“礼”养心
　养心神培正气
　养心原则
　古代儒家摄生警句
　
第十章 儒家思想及其演变
　儒的起源与儒家学派
　遭到重创的秦代儒学
　汉代经学
　宋代理学
　明代心学
　清代朴学
　新儒家
　
第十一章 儒家之道
　儒家修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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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处世之道
　儒家治学之道
　儒家治国安邦之道
　
第十二章 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
　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儒家在管理思想史上的贡献
　儒家管理思想的十大特点
　管理五要：仁、义、礼、智、信
　先修己后安人
　大道行简与企业领导力
　孔子的用人智慧
　孔子的“四毋”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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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儒家释疑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儒学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如什么是儒学？
学儒的目的是什么？
忠孝可以两全吗？
儒家的礼仪有哪些？
儒家为什么要讲“尊卑贵贱”？
儒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弄清这些疑问，是了解儒学、认识儒学、学习儒学的重要前提。
　　什么是儒学　　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的，经孟子、荀子继承发扬，后又由董仲舒、程颢、程颐以及
朱熹等人扩展充实，并在汉代以后被历朝统治者奉为官学的一个思想流派。
　　儒学的内容包括：（1）礼。
 礼的根本含义是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法”的形式，“礼”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如违反
了“礼”的规范，则要受到“刑”的惩罚。
（2）德。
德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教育与感化。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儒家教化方式所能取得的效果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3）人治。
人治，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道德发展，重视人是否有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可以做
出很复杂选择的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
　　学儒的目的是什么　　古时人们学儒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像孔子、孟子一样的人，能够 “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拥有“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浩然正气。
　　现在，人们学习儒学，更多的是学习古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为人处
事。
　　儒家经典有哪些　　儒家的经典主要有“六艺”“四书”及《孝经》。
“六艺”也称“六经”，有《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六部经典。
“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其中，《大学》《中庸》是选自《礼记》的两篇文章，因其对儒家教义阐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故与
《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
《孝经》传闻也是孔子所作，虽在六艺之外，但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
孔子曾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可见《孝经》之重要。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在继承、总结和概括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儒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o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o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总体而言儒家思想基本上涵盖了“内圣”“外王”两个方面。
　　儒家的思想中，仁是核心，义是基础。
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经典的“五常”为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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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为忠、孝、节、义。
另外，诚、恕、廉、耻、勇、温、良、恭、俭、让、中庸、宽、严、刚、柔、敏、惠等，也都是儒家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的圣地是哪里　　儒家的圣地是山东省曲阜市的尼山，孔子就诞生在尼山的一个小山洞里，
因此这个山洞也叫“夫子洞”。
现在那里有孔庙、孔府和孔林。
　　到曲阜朝圣，是儒家千百年来的传统，也是信奉儒家的人的心愿。
历史上有许多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都曾到曲阜朝圣。
清代乾隆皇帝九次到曲阜朝圣，是历代帝王到曲阜朝圣次数最多的一位。
　　儒家礼仪有哪些　　儒家的礼仪很多，很复杂，主要有五大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
吉礼包括封禅及郊祭、社祭、庙祭等祭祀；凶礼主要指丧礼；宾礼指外交礼仪；军礼指征伐、劳军、
田猎等礼仪；嘉礼包括朝会、诸侯朝觐、册封以及冠礼、婚礼、乡射等礼仪。
　　儒家的道德条目有哪些　　儒家有着强烈的道德关怀，非常重视和推崇道德，所以，在儒家看来
，理想的人格是道德完善的人格，理想的社会是道德的社会，美好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
　　儒家对道德有独特的理解， “德”就是“得”，是“得天道”“得天理”的意思。
得之于“道”，所以“德”才被称为“道德”。
儒家的道德有一个神圣的价值源头，那就是天道天理。
天道天理就是昊天上帝的意志，天意本于“仁”，所以儒家的道德也本于“仁”。
　　儒家的道德条目有：仁、义、礼、智、信、忠、孝、恕、悌、慈、温、良、恭、俭、让、诚、勇
、宽、敏、惠等。
其中，“仁”是最重要的道德条目，其他道德条目都统于“仁”，都是“仁”德的具体表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什么　　儒家非常重视人格问题，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是儒家道德教化的目
标。
在儒家看来，人的品格是有等差之分的，是有贵贱之别的。
人的贵贱等级划分主要是以道德人格为标准，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德高者贵，德不及者贱。
按照道德品格的高低，儒家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恶人、小人、常人、君子、贤人、
圣人。
常人以下为小人、恶人；常人以上为君子，为圣贤。
　　圣贤人格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普通人难以达到。
君子人格是理想型的现实人格，是常人可以成就的美好人格。
使常人进德为君子，这是儒家教化的主要目标。
君子积善崇德，好学上进，虔信上帝，笃信力行，自觉接受圣人教化，修身向道，是现实社会中的人
格典范。
　　儒家的最高人格是圣人，贤人次之。
成圣成贤，是儒家修身的最高目标。
圣贤也称“大人”。
所谓“大人”，就是大德之人、至善之人。
大人与天地合德，与万物为一体，视天下犹一家，无人我之异，无物我之别。
涵融万物，吞吐宇宙。
圣人则是仁智合一，参通天人，无方无体，达到神化的境界，周万物而知，知无不尽，德无不全。
　　儒家的“天道与天命”指什么　　儒家认为天道就是指昊天上帝的意志，天命是昊天上帝的安排
与命令。
昊天上帝是宇宙万物与人间世界的创造者，昊天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化生万物，创造世界和安排
宇宙秩序的。
万物都是承天意而生，循天命而序的。
所以，天道与天命就是天地万物的化生之道和养长之道，是宇宙世界的创造之道和有序运行之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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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万世不变千古不易的根本法则。
　　天意本“仁”，昊天上帝以仁爱之心化生万物，以仁爱之心创造世界，以仁爱之心安排宇宙秩序
。
“仁”就是贯通宇宙万物与人间世界的常理常道。
　　人是昊天上帝的杰作，也是昊天上帝特别眷顾的对象。
人禀天性而生，人性就天性，人生来就具有上天赋予的神圣的善的本性。
这就是良知，是“明德”，即光明的德性。
天道、天命落实于人间世界就是“人道”，即人间世界及人类社会赖以形成和维系的根本之道。
身心性命之道、纲常人伦之道、治世为政之道都统称“人道”。
　　天意本“仁”，天道天命对于人心来说，就是良知；就人际关系而言就是“五伦”；至于政事则
是指仁政、德治和美好的制度。
　　儒家是怎样看待生死的　　对于人而言，人生中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生死的焦虑也是我们生
命中最大的焦虑。
　　在儒家看来，首先，生死只是气的聚散。
太虚之气，阴阳交感，聚而有形有象，生人生物。
人死，则形溃气散，返归太虚。
肉身虽亡，而灵魂不灭；聚亦吾体，散亦吾体。
生死，只是生命存在的形态不同，存在的空间不同。
死并不意味着生命彻底地寂灭和消亡。
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死而不灭，死而不亡。
形散而气不损，神不灭，灵魂不死。
生死，聚散而已，变易而已。
生，则自天而降；死，则归天而去。
生，自幽至明；死，自明返幽。
生死往来，聚散屈伸，都是上帝的造化，皆得吾体，皆成吾性，有什么好畏惧的？
所以，儒家于生死，说“幽明”，说“屈伸”，说“聚散”，而不说“生灭”，不说“有无”。
　　其次，君子之死与小人、恶人之死是有区别的，其死后的归宿与命运是不同的。
君子之死，称为“息”；小人、恶人之死称为“休”。
息与休是有很大区别的。
息，只是喘口气，暂时歇息，等待天命，重新参与宇宙大化。
君子遵天道，循天理，为善积德，实现了生命人格的完善，所以能够“与天合德”“与鬼神合其吉凶
”，死后清气上扬，升伸为神，就能沐上帝天恩，得以再造，获得永生。
而小人、恶人，背天道、害天理、丧人伦，与禽兽为伍，死后浊气上扬，下沉屈附而为鬼，上帝绝其
天恩，不予再造。
小人、恶人死后变鬼，不能重新参与宇宙大化，不能获得永生。
　　最后，人道与神鬼之道是相通的，明界之道与幽界之道是相通的，都统于天道。
人道是天道在人间世界的映射，神鬼之道是天道在幽界的映射。
幽明相通，生死不二。
身前有什么样的道德与修为，死后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与归宿。
君子成神，小人变鬼。
成神就能沐上帝再造之恩获得永生，重新参与宇宙大化。
变鬼就成为弃魂，上帝行天罚，不予再造。
所以，要想死后获得上帝再造，获得永生，就必须于身前修身修德，完善自己的生命人格。
只有“与天合德”，才能“与鬼神合吉凶”。
善其生者，善其死；善其始者，善其终。
　　彻悟生死之道，究明生死，就能知生知死，不为生死所动，坦然面对死亡，视生死为本分事，摆
脱畏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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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归天，方能死于安乐，死于宁息，获得永生。
　　古人家中为什么要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古时候，每家每户都会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因为那时的社会是儒家社会，所有人都信仰天地祖先神灵，都要接受圣人的教化。
家庭，是儒家社会基本的构成单元，也是儒家的基本组织形态，儒家信仰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
。
　　所以，有条件的大家庭就修建家庙、家祠；小家庭就以正房中的“堂屋”作为祭拜活动的场所。
在家庙、家祠或堂屋中立“天地君亲师”牌位，并按照儒家礼制规范进行祭祀、告拜等活动。
这是儒家信仰的一大特色。
　　儒家认为，天地为“生之本”，亲为“类之本”，君师为“治教之本”。
天为父，地为母，天地于我们有化生之恩和养长之德。
“亲”就是血亲先祖，祖先于我们有生身之恩。
君师，就是圣王，君师是上帝为天下生民所立的圣王，代上帝治教天下。
所以儒家敬天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这就是儒家“礼三本”的教义。
故此，作为儒家组织基本构成单元的家庭，必须在家庙、家祠或堂屋中立“天地君亲师”牌位。
　　其实，传统“天地君亲师” 牌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并不完全符合儒家“礼三本”的
根本教义和精神，所体现的也并不全是常理常道。
儒家认为，君师并非指“国君”和“业师”，而是专指“圣王”。
普通帝王与业师均不能列入祀典，成为儒家神灵，惟有圣王才能列入祀典成为儒家神灵。
所以，“君师”二字不能分开。
“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排列顺序，应改为“天地亲君师”。
这样，才真正符合儒家“礼三本”的根本思想和精神。
　　信仰儒学为什么不用“出家”　　儒家是积极入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基本
思想。
儒家不仅不主张出世脱离社会，反而极为强调入世磨炼。
在儒家看来，天道不离伦常，修人道就是修天道，明事理就是明天理。
人道事理就是天道天理在人间世界的体现。
良知之道、性命之道、人伦之道、为政之道、齐家之道都与天道相贯通，明人道则知天道，知事理则
明天理。
　　儒家非常重视“家”，“家”对于儒家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儒家认为，家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单元，国是家的放大，家国本为一体，家国不分。
儒家的人伦大道既是齐家之道，也是治世经国之道。
儒家的宗教生活也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家庭同时也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场”。
普通人对“天地君亲师”的告拜与祭祀等活动，都是在家中进行和完成的。
因此，人们不能“出家”，而应该“齐家”。
要努力治家，在家国天下的“日用常行”与“事上磨练”中来修身成德。
　　什么是“孝道”，儒家为什么推崇“孝道”？
　　孝，是儒家的重要德目。
孝道，就是行孝之道，即侍奉父母亲人应尽之道。
重视孝道，推崇孝道，是儒家的基本教义。
　　孝，是德之本，是“民用和睦”的至德要道，是人伦大道，是儒家的重大道德原则。
所以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
”儒家认为，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而有其特殊内涵。
　　其一，以孝事亲，必须做到五个方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
祭则致其严。
”　　其二，以自珍自爱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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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爱惜自己是行孝的开端。
子女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有平安健康，是对父母最大的敬重。
　　其三，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为孝。
要成就自己完善的道德人格，弘扬圣道，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功业，扬名后世，使自己的父母
得以显耀。
“望子成龙”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其四，家国一体，忠孝不二。
孝，不仅是人伦之道，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几乎都倡导“以孝治天下”，孝道也是治世经国的大原则。
孝道施于天下就是忠义之道，有“以孝事君则忠”，又有“孝慈则忠”，求忠义之士必于孝子之门。
　　在儒家看来，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版。
孝道既是人伦之道，也是经国之道；是齐家之道，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
所以儒家重视和推崇孝道。
　　忠孝可以两全吗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
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
有的人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
。
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
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
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认为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
，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
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
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认为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
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的举动。
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家非常清楚，
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
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光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
孔子认为，养狗、喂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
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
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
照礼制祭祀父母。
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
死后祭祀，也难以充分表现出孝的程度。
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
子女孝顺与否，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高代以及依靠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
；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
儒家从孟子开始就已明确，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
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
　　儒家为什么要讲“尊卑贵贱”　　儒家重礼、隆礼、崇礼。
礼是儒家的重要德目，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力量。
礼的根本精神是“和”，即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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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看来，要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首先就要“别异”，即按照人的道德品格的高低、性别的
差异、社会角色与位格等级的高低，来定位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名分。
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礼仪制度和规范，使不同等级和位格中的人都能够各正其位，各安其分，各
循其礼。
这样，等级分明的社会才能达至和谐，形成良性的秩序。
　　另外，阶级社会中的人是有尊卑贵贱之分的。
有德者贵，无德者贱；德高者贵，德不及者贱；智者贵，愚者贱；居上位者尊，居下位者卑；年长者
尊，年轻者卑。
以无德事有德，以愚事智，以不肖事贤，以下位尊上位，以年幼尊年长，这是天理所在。
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是人伦大道，是永恒不变的常理。
人有智愚之分，贤与不贤之异，有长幼之差，有上下职位之别，就必然有“尊卑贵贱”，以及相应的
礼仪制度规范。
如此，社会才能和谐有序。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物质利益　　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建构天下为公，共同富裕，人人
衣食不愁，百姓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的美好社会。
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基本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利益是必须的。
因此，儒家主张励民致富，鼓励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改变自己贫困的状况，并且认为在一个
有道的社会里，贫穷是一种耻辱。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他认为求富代表着一种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
　　儒家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也强调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手段的正当性。
儒家倡导明“义利之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句话是说用不道德的手段，用不正义的行为去追求物质利益，这不是君子所为。
利益，要取之有道，合于大义则取之，不合于大义则不取。
所以，在谋取利益时，绝不能损公肥私，损人利已，更不能伤天害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以财发身，小人以身发财。
小人为了物质利益，不择手段，损人害公，背信弃义，甚至于铤而走险，亡身获利。
君子则散财于民，把物质财富用于社会，用于民族国家的公益事业，用于天下苍生，以实现自己道德
生命的完善。
　　信奉儒学的人应该怎样对待“欲望”　　在儒家看来，人生而有欲望，这是人性本然。
“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
”但同时，人欲也是万恶之源，人若为私欲所蔽，良知就不能呈现，善的本性就不能彰显。
所以，儒家主张以理制欲，用天理来制约人欲，不让人欲无限膨胀，以至于害德伤道。
如果让人欲横流猖獗，主宰人的生命，主宰人类社会，那么，人就会唯利是图，穷奢极欲，犯上作乱
，无所不为。
人的行止就无异于禽兽。
如此，则天理不存，人道尽废。
故此，儒家倡导明“理欲之辩”。
　　人欲是自然之性，纯粹灭而绝之，是不可能的。
但寡欲、节欲是可以的。
人要通过“克已”的修身功夫，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主宰心灵、精神和生命。
否则，人伦尽废，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夫妇无情，兄弟无爱，朋友无信。
这样就会导致人心紊乱，社会无序。
只有克制欲望，克除私欲之蔽，成已成德，才能明理入道，社会才能宁静和谐，秩序井然。
　　孔子是神吗　　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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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阙里志》记载：“灵帝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
”这就是说，从东汉灵帝二年起，在国家级的祀典中，孔子已与社稷神同格。
“依社稷”，就是按照社稷神的规格等级来祭祀孔子。
　　被列入祀典，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就意味着孔子已成为儒家的“神灵”。
因为，只有神灵才能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
孔子是儒家的配天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祖先神和社稷神同格。
自东汉以后，孔子就走上神坛，成为儒家神灵，享国家祀典，从未间断。
　　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
所谓“集大成”，就是说孔子“知无不尽，德无不全”。
在儒家的历史上，孔子的创造性贡献是最大的。
正因为如此，孔子被称为“至圣”。
至圣，就是最高的圣人，是无法超越的高峰。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
孔子代天立言，布天恩，施天德，承天命行教化，是尽伦；制礼乐，作《春秋》，垂法万世，是尽制
。
孔子尽伦尽制，既是至圣，也是文王，集圣与王为一体，故称“圣王”。
所以，后世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有哪些著名弟子　　孔子杏坛设教，首开民间私学之风，走民间道路宣传儒家思想。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其弟子当中，在儒家史上影响较大的有12位，即“孔门十二哲”。
他们是：颜回、子贡、子夏、子游、子骞、伯牛、仲弓、子我、子有、子路、元晦、子张。
　　其中，德行科高才有颜回、子骞、伯牛、仲弓；政事科高才有子有、子路；言语科高才有子贡；
文学科高才有子夏、子游。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散游诸候国，四处宣传儒学，有的成为王师卿相，有的隐居不仕。
其中，颜回、子夏、子贡被升为圣人，其中颜回被尊为“复圣”，子夏被尊为“传圣”，子贡被尊为
“行圣”。
　　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吗　　在传统的中国君主制社会，只有帝王才能称“天子”，行祭天大典是帝
王的特权。
这一制度规范是传统君主制政体下的产物。
　　其实，依儒家教义，“乾称父，坤称母”，昊天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化生之源，上天犹人与万物之
父；大地犹人与万物之母。
所以，天下生民都是上天的子女，是上帝所化生的，都是“天子”。
人祭祀天父是理所当然的。
天下生民都可以祭天，都有祭天的权力，都应该祭天。
　　在现代社会，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就应该还“天子”的名号与身份于民，还“天子”的权力于民
。
应由儒家教会组织祭天大典，普通信众与天下生民都有参与祭天的权力。
关于祭天大典的现代礼仪规范的制订，是儒家现代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道、佛有什么共同点呢　　儒、道、佛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有很多共同点。
比方说，它们对人性的认同，对人性的尊重，虽然佛教讲神性但它的神性要归结到人性。
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儒家是直接探讨人性；道教从另一个方面来维护来呵护人性，就是说
它强调“柔”，人性不能太“刚”了；而佛教对人性的呵护是通过对现实的否定来实现的。
总的来讲，儒、释、道三教都表现出对人性的肯定和关怀，只是关怀的出发点不同，路径不同而已。
　　儒学为什么能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　　自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开
始，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千余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
儒家思想不光存在于统治者有意推行的各种政策，更是深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观念之中。
　　儒学符合中国家国同构的国情，强调以家庭而非以个人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这一出发点恰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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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儒学是非常顺应封建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也从侧面说明儒家掌握了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
。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而道教和佛教则导人“出世”。
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主张的“仁”与“礼”就是伦理
与政治的结合，即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伦理思想。
无论儒家主张的是“利民”“富民”，还是“教民”“化民”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
的，都是为了确立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合法性而提出的。
　　所以说，儒家能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不是某一个人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历史、社会的选择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怎么看待“学而优则仕”　　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国家，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
是以此为标准选贤举能的。
即使在未确立科举制度的时期，选拔官员也要考试，汉代考经典，至少要考《周易》、考《论语》或
者考其他。
要通过考试才能当官，但没科举制那样系统的考试。
所以中国的历史上的大官往往同时又是大学问家，个个饱览群书，满腹经纶。
　　颜回为什么被称为“复圣”　　孔子生前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教育学生，他曾经从
这四个方面来议论自己的学生，将各科之中比较突出者加以推举。
在评论时，孔子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排列在德行一科最前面的正是颜回，颜回品格高尚，学识渊博，
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学生。
于是在众多的孔门弟子中，后儒把颜回列为“七十二贤”之首，像尊称孔子为“至圣”那样，尊颜回
为“复圣”。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21），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前481）
，享年40岁（熊赐履《学统》）。
他14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
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崇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
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
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回。
　　谁是“宋初三先生”　　石介、胡瑗和孙复三人，在宋初倡导“守道”“尊王”，都曾在泰山求
学，任教于太学。
他们是范仲淹之后，张载之前的北宋理学代表人物。
而理学则是儒学的一种发展，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儒家学者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
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
　　石介（1005-1045） ，字守道。
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曾居徂徕山（泰安东南）下，时人尊称“徂徕先生”。
石介26岁时，举进士，历任郓（yùn）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等职，后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
、直集贤院。
石介为国子直讲时，正值吕夷简罢相，仁宗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他喜而作《庆历圣
德颂》，歌颂朝廷进贤退佞，不指名地斥责了权臣夏竦。
因惧祸而求出，为濮州通判，未赴而去世。
但夏竦仍借事诬石介诈死，奏开棺验尸。
其事虽因杜衍及众士保奏而免，但累及其妻子，20年后才得昭雪。
　　石介与欧阳修、蔡襄等同年登科，欧阳修对他的诗文都比较推重。
他曾极力提倡古文，尊崇韩愈。
石介曾撰《读》《尊韩》和《与士建中秀才书》等文阐述道统。
他认为道成于孔子，继之者则是孟子、扬雄、王通、韩愈。
对于当代作家，他最推崇的有柳开、孙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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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还曾著《怪说》，激烈指斥杨亿为首的西昆体诗“淫巧侈丽，淫华纂组”，影响很大。
　　关于石介的文章，欧阳修曾评为“博辩雄伟，忧思深远”（《徂徕先生墓志铭》）。
《明禁》《是非辨》《复古制》《辨惑》以及《怪说》《原乱》诸篇，虽不免粗疏，但长于排比，富
有气势。
又如《送祖择之序》一类文章，也写得颇有情致。
诗歌亦有佳作，如《寄叔文》写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欲丝。
”颇有真情实感。
　　胡瑗（993-1059），字翼之。
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
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
宋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
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
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
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两部分，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胡瑗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提出性情
论，倡性善论，尊经，尊王。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因其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
孙复幼年家贫，父亲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攘斥佛老，提倡“尊王”。
但他多次失利于科场，未能任官。
32岁后孙复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将近20年。
孙复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朝沿袭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
时合，不敢复进，乃退”（《徂徕文集o上杜副枢书》）。
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生活得十分穷苦，又得不到权要资助，以致于“衣弗充，食弗给，不足以逃饥
寒之忧”。
但孙复并不在意生活上的得失，安贫乐道，醉心于与弟子讲求儒道。
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为精英。
宋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主张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
孙复受诏入国事监，担任直讲，从此踏入仕途。
宋仁宗对他甚是礼敬，但孙复后因事遭贬。
到至和三年（1056）他重入仕途，后迁至殿中丞。
嘉佑二年（1057）孙复去世。
　　谁是“北宋五子”　　邵雍：北宋哲学家，“北宋五子”之首。
 邵雍重新安排了《周易》的64卦，试图揭示宇宙规律，解释人类命运。
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又被称为“安乐先生”“百源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四年（1011），卒于神
宗十年（1077），享年67岁。
　　他生于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后随父移居共城，晚年隐居在洛阳。
因为邵雍长期隐居，名字不被后人所知。
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他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
　　周敦颐：宋代理学宗祖，湖南道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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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结合《周易》解释《太极》，为“理”生万物的理论提供了依据。
　　北宋乾兴元年（1022）八月，周敦颐之父病逝，后随母到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
他20岁时，舅父为其找到监主薄一职。
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
至和八年（1063），他官居至郎中；治平四年（1067），再赠谏议大夫，并建乡贤祠和启圣祠，与孔
子父母同享祭祀。
晚年周敦颐在濂溪书院讲学，熙宁六年（1073）逝于莲花峰。
　　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尊为“道学宗主”。
他提出了建立基本的宇宙体系论，“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他认为宇宙的本质是运动的，动和静是一直在交替变化的。
他还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宇宙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周敦颐倡导“和”的中和思想，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认为“诚”是最高
道德原理，同时要注重“一”（无杂念）和“无欲”（无感性欲望）的修养。
著有《周子全书》传世。
　　北宋政和六年（1116），周敦颐被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赠谥元，故称“元公”。
南宋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
元延祐六年（1319）封道国公，历朝入祀孔庙。
人们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帝王们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明景泰七年（1456），封其后裔12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
明万历中（1587～1598），周敦颐与韩愈、朱熹等七人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其弟子有程颢、程颐等。
江西九江有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墓区总面积4?3万平方米，曾遭破坏。
墓后有弧形照壁，嵌２米高青石碑三块，分别镌有周敦颐代表作《通书》《爱莲说》《太极图说》。
　　张载：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迁之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
生”。
他是北宋哲学家，理学支脉“关学”的创始人。
张载与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
张载是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令、著作佐郎等职。
宋熙宁二年（1069），他被迁至崇文院校书，后因病辞去官职，回到横渠。
熙宁十年（1077）春，张载被召入京，同知太常礼院。
同年冬他再一次告归，十二月去世，享年58。
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其为“明公”。
张载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浮与沉、升与降、动与静等矛盾的对立
运动。
他还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见闻之知是由所见所闻得来的，德性之知是通过修养
获得的，进入德性之知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张载主张以温和的方式改造社会，实行井田制，实现均等，让富者“不失其富”，贫者“不失其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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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载还提倡“民胞物与”思想，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
合，处于宇宙之中，因为三者都是“气”聚而成之物。
因此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
　　张载著有《崇文集》十卷，《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后世编为《张
载集》。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理学家、
教育家。
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
程颢家中历代为官，自幼深受家学熏陶。
他在政治思想上受父亲程珦影响甚深，以否定王安石新法著称。
程颢在成为进士后，历任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等职。
神宗在位之初，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程颐共同开创“洛
学”，奠定了理学基础。
在教育上，他先后在多地办学，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丰，形成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
程颢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
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萃言》），认为教育最高目的是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
，谨守封建伦常。
他还认为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中心思想。
程颢还提出，读书是为了“讲明义理”，“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
，为此者乃 “学者之大患”。
程颢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 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
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
 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宋嘉祐元年（1056），宋仁宗立二程祠。
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
著名的嵩阳书院也是为了纪念二程所立。
《嵩阳书院志o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程颐著有《周易传》。
　　程颐：河南洛阳人，与胞兄程颢都出生于湖北黄陂县（今湖北武汉）。
程颐24岁时曾在河南开封授徒讲学。
宋熙宁五年（1072）他偕兄于嵩阳讲学。
宋元丰元年（1078）程颐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
元丰五年（1082），程颐在文彦博赠与自己的庄园建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近20年。
同程颢一样，程颐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责。
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为根本，“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宋史》中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程颐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天理”学说。
这个“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规律，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
。
这个概念也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程颐的主要著作有《周易程式传》，他与程颢的著作在明代被合编为《二程全书》。
　　第二章 儒家名词解释　　儒学中有许多专有名词，如儒、儒家、儒生、儒商、十三经、三纲、四
维、五常、中庸、孝悌、忠恕、内圣外王、仁者爱人、仁政、民贵君轻等。
要想了儒家、儒学，首先就要了解上述这些儒学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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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谶纬　　中国两汉（西汉前202-9，东汉25-220）流行的宗教迷信。
“谶”是巫师方士为朝代兴亡暗示吉凶征兆所作的所谓“神谕”式预言；“纬”是方士儒生附会儒家
经典杜撰的杂书。
谶纬起源于古代“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传说。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鼓吹“天人感应”后，纬书大批出现，如《诗推度灾》《尚书帝命验》《周
易乾凿度》等。
这些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
谶纬互通，纬书中往往夹杂谶语，“谶”有时也依托于经。
西汉后期谶纬得到王朝支持，王莽和东汉光武帝都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或“中兴”的根据
，由此谶纬更为泛滥。
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会后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将谶纬经学杂揉，更使儒学
神学化。
谶纬受到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的批判，在东汉末期渐趋衰微。
到隋文帝、炀帝正式禁毁后，基本绝迹。
现存《易纬》一种，已不完整。
有些纬书只有片断散见于其他书中。
纬书虽然大部分都是迷信，但在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方面保存了某些科学史料。
如纬书《尚书考灵曜》就有地动说，与以往天动地静说不同。
明代孙殼编《古微书》中也保存了部分纬书资料。
　　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
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其由北宋二程兄弟创立，其间经传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再传到南宋朱熹。
程朱理学断言“理”是宇宙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由它主宰及派生万事万物。
其学以“主敬存诚”为主，元明以来影响很大，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与提倡。
与陆九渊、王阳明的“陆王心学”相对立。
　　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
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
，成为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
限性。
　　道统　　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
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
韩愈著《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
，自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正宗，开启的宋代道学的先声。
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
统。
“道统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后来遭到反道学家的猛烈抨击。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o大学》八目--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文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可提供“
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的准确涵义，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格物”意为探究事物原理本质；“致知”意为达到对事物原理本质的知晓与了解。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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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指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一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派相对。
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
　　东汉初年，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
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
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
观点，撰为著述。
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
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
至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
集大成者。
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南北经说，编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学者摒弃今古文的
门户之见，自出新意。
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渐成为宋学。
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
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
相近。
至此，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
然而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且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态度的不同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
　　汉学　　汉学，亦称“朴学”，指东汉诸儒考据训诂之学。
至清代，“汉学”特指推尊汉儒朴学风尚，以训诂、考证治经的乾嘉学派。
与“宋学”相对。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为反对明末空疏不学的风气及王学流弊，主张根据经、史立论，通经致用。
经学家阎若璩、胡渭等继承顾炎武的考据传统，以汉儒训诂方法作校勘、辨伪，多有创获。
乾嘉年间，惠栋、戴震等更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专从文字学入手，以训诂考
据方法治经史乃至诸子，形成吴派及皖派，汉学遂成为清学的主流，而宋学影响则不足以与其抗衡。
　　清代汉学家治学谨严缜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对古籍整理、辨伪辑佚、语言文字的研究，及
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索求证贡献较大。
其缺点是远离清初诸大师通经致用的现实精神，迷信汉儒与古书，往往流于支离繁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目命曰'朴学'。
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
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
等等。
一皆以此种精神治之。
”　　和同之辩　　和同之辩，这是春秋时期关于事物对立因素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论辩。
　　追求和谐，其中包括追求国家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谐，以至整个社会的和
谐。
一般说来，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会理想。
孔子之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讨论过和谐问题。
他们认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协调，比如各种调味品调和起来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断
添加同样的调味品，这样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于君臣关系，所谓“和”，也就是在君主说是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非；当君主说非
的时候，臣子就应该指出其中的是，以补充君主的不足。
儒学继承了这样的主张，孔子认为君子采取的态度是和，小人采取的态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后来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为自己讨论的主题，其中周敦颐认为，和的前提
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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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于本分，即君主要安于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于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
姓要安于百姓的地位，按时如数地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担负劳役，而不该有非分之想。
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和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和即和谐之意，它被认为是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和极高的道德境界。
中国传统和谐理论产生得较早，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和”的概念。
　　儒学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前代的思想，对和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把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
则。
《论语o子路》中记载了孔子的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他认为有道德的君子与人相处时，应力求做到和睦、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
《中庸》中子路向孔子提问，孔子回答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则矫；中立而不倚，强则矫。
”这里，孔子把和与流加以区别，所谓“和而不流”，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坚持原则，不为流俗
所移。
《论语o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虽是有子的话，但实际是孔子的思想。
孔子所遵守与坚持的原则，就是一切事物必须符合礼的规范。
按照礼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和谐相处，便达到了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同时，孔子也把和看作是一种美好的和谐状况。
《孔子家语o正论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善哉！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
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
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孔子还引用《诗经》中的“不竞不絿（qiú），不刚不柔。
布政优优，百禄是遒”之句，认为不斗争不急躁、不刚强不柔，实施政策平和，所有的福祉就会汇集
过来，如果能达到这种状况，就是“和之至”了，亦即达到了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
当然，孔子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寄希望于统治者在政治上做到宽猛相济，以求获得社会关系的和谐。
　　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亦称“经今文学”“今文学”，是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
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作记录，多无先秦古文旧本，而由战国
以来的儒生口口相传，至汉代乃一一写成定本。
如《尚书》出于伏生，《仪礼》出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胡母生。
汉武帝时采董仲舒、公孙弘建议，表彰儒家经籍，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皆为今文经籍。
又因当时政治之需，着重经文大义的发挥，是以公羊氏的《春秋》学尤盛。
西汉中叶以后，今文经学渐衰。
东汉初，为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经博士，未几废去。
此后由于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学说，经学流派乃趋向混同。
清代中叶，西方强权入侵，国势日益衰弱，乃有学者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公羊学，干预时政，
主张变法，今文经学因而又大盛。
今文经学对于西汉封建统治的巩固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清后期则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与谱法主张的重要
理论根据。
清代的常州学派为今文经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庄存与、刘逢禄。
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受清今文经学派影响较深。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清代今文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自有相当的价值和功绩，未可一概抹
杀。
就普通的影响说，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
不实际的结果说，在消极方面，使孔子与先秦诸子平列；在积极方面，使中国学术，于考证学、理学
之外，另辟一新境地。
”　　经学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其义理的一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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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子夏和荀子等。
秦代焚书坑儒，至汉代恢复经籍。
汉武帝推尊儒家，置五经博士，开始以“通经”作为选取人才的标准，“治经”、“尊经”成为一时
风尚，使经学大盛，自此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
但因经书文字、来源不同，又有今文家与古文家之别。
今文家多被立为学官，如《诗经》分齐、鲁、韩三家，《礼记》分大、小戴庆氏诸家，《春秋》分公
羊、穀梁等家，皆由口授，称“今文经学”。
西汉末，古文经兴，《毛诗》《左传》皆为古文，至东汉马融、贾逵等，为其作注释，重在训诂博辨
，称“古文经学”。
至唐代，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综合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学”和“北学”的特点，成为义疏之派
。
宋代经学则重义理，称为“理学”，又称“道学”“宋学”。
其中又分“程朱”与“陆九渊”两派。
明王守仁上承陆学，后人合称“陆王心学”。
至清，程朱与陆王两派俱无新义，经学家多宗汉学，又称为“朴学”，研究成果在汉、宋两代之上，
对历代经学进行整理，贡献卓著。
周予同曾说过：“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
国的文字学、伦理学以成。
”　　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
出自《论语o颜渊》：“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
　　至于礼，孔子推崇周礼，以西周之礼作为行为规范。
孔子认为，一方面，礼是社会生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礼还是一种政治规范。
孔子想通过“克己”而“复礼”，最终达到“归仁”。
从而实现“有道之世”，建立“小康”“大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良知　　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最先由孟子提出。
他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天赋予人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以后明王守仁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并把“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的方法，以达
到证明封建伦理是永恒合理的这一论点的目的。
《孟子o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明王守仁《传习录》：“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又有《答人问良知二首》诗之一：“良知却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
”　　六艺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出自《周礼o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　　何谓“礼”？
　　“礼”指礼仪，礼貌。
不学礼无以立，《管子o牧民》中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
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o孔子世家》）。
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
官。
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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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
　　何谓“乐”？
　　“乐”指音乐、诗歌、舞蹈等。
有“礼”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伴奏，古代朝廷
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
历史记载孔子主要有三位老师，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
师襄， 春秋时期鲁国著名乐官， 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
《史记》里说他是“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
　　何谓“射”？
　　“射”指射箭技术。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
　　何谓“御”？
　　“御”指驾驭马车的技术。
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就是说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
；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何谓“书”？
　　“书”顾名思义，指汉字的造字方法。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何谓“数”？
　　“数”指算法。
数艺九科包括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
“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
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
如宋朝时期著名大数学家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
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
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
”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亦可称“心
学”。
 陆王心学强调以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由自己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使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
凸显出来。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与朱
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二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
独立的学术脉络。
　　民胞物与　　民胞物与北宋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张载倡导一种普遍之爱的思想，力求把仁推
广于普天下的万物人类，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博爱主义”。
他在《西铭》一文中具体阐述了民胞物与：“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也就是说，从天人一气、万物同性出发，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世界都是
一家。
在这一家庭结构中，天地是我们的父母，君主是父母的宗子（嫡长子），大臣则是辅助宗子的管家。
我们既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也就理当顺从于父母君臣对我们生活和命运的一切安排。
等级是天然的、先天的，所以人应该承认、遵守这种等级，应该遵守伦理道德，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命运的安排，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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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既有调适人的心境、扩展人的胸怀、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
之意，也有提倡逆来顺受、不作非分之想、维护等级秩序的稳定意义。
这一思想成为北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调适人伦道德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
直到近代社会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从西方引入新的否定等级差别的平等博爱观，民胞物与说才被
“天下大同”观取而代之。
　　民贵君轻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理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
，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
　　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是民本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及“修己以安百姓”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
者克制私欲、广施恩泽，让人民安居乐业。
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经孟子继承而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中国的政治理想中，除法家外，都认定民是国家的根本，但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实际政治中，却
一直是君主专制，这样就形成了矛盾：政治的理念是以民为本；而现实的政治，却是以君为本。
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其对立程度即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
　　内省　　“内省”是儒家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和求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它作为一种干预、影响及完善人的方式，在理论基础、方式和应用上都与西方心理学内省存在着本质
的差别。
儒家的内省作为一种本土心理文化资源，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有三方面启示：有助于心理学对人类心
理本质的认识完善；有助于令心理学把握到人类心理的本真面貌；有助于心理学帮助人类实现对意义
和价值的追求。
　　孔子所提出的内省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
孟子首先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认为当自已的行为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首先要自我反省。
他教育学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凡是自已的行为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应该自我反
省。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敏。
”荀子也提倡“日三省乎己”，主张培养“自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他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善在身也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zāi）然必以自恶也。
”这句话就是说看到善良的举动，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拿它来对照自己；看到不好的举动，一定要心怀
恐惧地拿它来反省自己。
如果善良的品行出现在自己身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爱自己；不良的品行出现自己身上，一定要像深
受其害似的痛恨自己。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o天下篇》。
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因为自宋以来，儒道释三教逐渐合流，理学出现，而后开
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
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括之。
　　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即要自觉地做圣贤功夫（做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
性人格。
具体而言就是指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所谓“外王”者，“外”在于达于天下，即要行王者之道。
即是说个人通过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来达到高尚、理想的境界，且把这种高尚的心性修养推广到自身
以外的社会领域，以此来治国安民。
具体而言就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儒家学说的根本目标和最高境界，也是古代许许多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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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爱国的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
　　孟子发挥了“内圣”之道，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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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作为中华固有价值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而是一种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
儒家思想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儒学就是中国，儒者就是中国人。
相信阅读《说儒：儒学入门300讲》之后，可以令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深一层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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