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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孔子》经过一个严冬的切之磋之、琢之磨之的艰苦撰作，终究于桃花、茶花、樱花、白兰花
、郁金香花在我眼前绽放的季节里完稿了。
这本书是在拙作《孔子的智慧生活》基础上的提炼、深化、拓展的新作。
掐指算来，这是我个人著作的第十六本书了，也好像在小小的一己之学苑里开出的第十六朵小花。
然而这又再次鞭策我，困知勉行，不断地进行新的生命的雕塑。
　　虽然轻轻地搁下了笔，但写孔子时的那种历史的涛声，依旧伴随着自己的心律在跃动；尊孔—释
孔—贬孔—批孔—倒孔—新的释孔—新的尊孔，孔子那艘历史之舟就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潮起潮落
里迂回曲折地穿行着。
这里有无数的智慧，也有无数的启示，还有无数的疑问，这一切咀之有味，细嚼之更有深味。
一言以蔽之，味中有道，此便是“味道”，而“味道”则可以“悟道”。
　　有人曾这样分析当代大众文化“流行病”的几种色调：一是黄色文化，即是关于性的刺激与放纵
之类的；一是黑色文化，即是关于暴力与凶杀之类的；一是灰色文化，即是消沉与虚无之类的；一是
白色文化，即是封建的与迷信之类的。
虽然这样的概括未必到位，但是至少揭出了种种的病态。
　　确实电视、手机、报纸、杂志、书刊等各种传媒把这些个东西传播着、甚至泛滥着。
然而这些个东西会把好端端的一个人的精、气、神、志一点一滴地消沉、消磨、消耗、消亡，让本该
绽放的润泽的生命鲜花萎靡了、萎缩了、萎蔫了、萎谢了！
人生几十年，难得走一回，却落得个如此这般，岂不可惜了！
　　人生需要正确的向度，有此向度便有目标，有此目标便有动力，有此动力便有行动，有此行动便
有收获，有此收获便会提升生命的境界。
这需要榜样，而孔子就是一位伟大的导师！
孔子从一介布衣通过自己的自立、自奋、自胜、自强，终于达到如此高的辉煌之境，仅这一点就有许
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
确实，孔子不必圣化与神化，就可以让许多现代人从散碎化、平面化、平庸化、低俗化里面走出来，
走向理想的层级与愿境。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些心愿。
　　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的信任，诚邀本人著作，又再度与蒋惠雍主任合作，感谢责任编辑刘小
明先生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劳，这里表示衷心的谢忱！
　　在写作时参考了一些研究者的成果，基本上已经一一注明，在此深表感谢。
笔者也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使将来的研究与著作更上一层楼。
　　姚淦铭　　2010年10月　　江南千年银瑞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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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在作者所写的《孔子的智慧生活》基础上的提炼、深化、拓展的新作。
    尊孔——释孔——贬孔——批孔——倒孔——新的释孔——新的尊孔，孔子这艘历电之舟就在如此
风风雨雨中，潮起潮落里迂回曲折地穿行着。
这里有无数的智慧，也有无数的启示，还有无数的疑问，这一切咀之有味，细嚼之更有深味。
一言以蔽之，味中有道，此便是“味道”，而凭借“味道”则可以“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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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淦铭，教育部直属“211大学”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获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奖。
多次出访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姚淦铭数十年以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有深厚的国学功底。
其于古代文化、哲学、经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书学、饮食文化等领域，均有论著出版。
个人独立著作有15部：《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老子与百姓生活》、《再说老子与百姓生活
》、《老子百姓读本》、《老子讲义》（韩文版）、《孔子的智慧生活》、《王国维文献学研究》、
《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汉字文化思维》、《礼记译注》（台湾）、《趣谈中国摩
崖石刻》、《先秦饮食文化研究》（上）（下）、《孝经智慧》、《大学智慧》。
另与他人合作论著十多部。
姚淦铭个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
其论著多次获各级奖励。
 
    姚淦铭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知名主讲人之一，先后作了《国学大师王国维》、《老子
与百姓生活》等系列讲演。
姚淦铭又是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的知名主讲人之一，作系列讲座《孔子》，并获“最具亲和
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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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在纷纷扰扰中逝去，21世纪也已经走过了10年，而“孔子热”还在升温，孔子继续大步地
走向世界各地。
我们不妨看看数字中的孔子世界，用数字来显示“孔子热”的一些情况。
　　2004年10月，中国和乌兹别克两国教育部长签署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协议，“孔子学院”第一
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同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授课。
此后，孔子学院的发展步人到一个快车道。
孔子学院(课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正式挂牌成立，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
　　有说“国家汉办”的办公室，临街的会客室内窗明几净，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所有开
设有孔子学院的地方都用白色的星星标了出来。
放眼望去，星星点点，遍布四周，渐成蔓延之势。
　　至2009年12月，我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2010年1月4日《文汇报》报道，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10年增长6倍，2008年世界各国到中国留学的
人数达20万。
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4年送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
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有超过51500名学生在学中文。
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耐尔大学、牛津大学等40多所全球顶尖
名校纷纷设立分部。
(陈祖芬文，《光明日报》2010年2月26日)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孔子学院”的命名也很可以思考
一番。
据说2004年初，作为主管汉语文化推广的国家机构，“国家汉办”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一件
事——给筹建中的国家级海外汉语学习机构起名。
当初起的名字很多，如“汉语中心”、“汉语学院”、“孔子学院”、“孔子中文学院”等，最后选
定了“孔子学院”。
　　笔者由此也想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的皇帝，能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样的文化
学院吗？
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吗？
比如伟大的秦始皇？
伟大的汉武帝？
伟大的唐太宗？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如果设想一下，一旦这些不可一世的皇帝面对着“孔子学院”的命名，这些曾经至高无上的皇帝会有
何等感想呢？
　　这时再看司马迁的名言，我们会赞叹这位大史学家的深邃。
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其实，司马迁的话也可以移用到其他国家，比如前几年有关材料说，德国的歌德学院目前在全
世界已有一百几十个分部；英国的文化协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协会以及日本的文化基金会等也在世
界各地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歌德、塞万提斯，这种文化名人，不就和孔子一样光焰万丈吗？
　　笔者也想起了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一再强调的理念：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文化才是人类
文明的血液、精髓和核心，经济、政治只是文明的表面现象。
——这种理念很深刻！
虽然或许经济、政治恐怕也不能说成“只是文明的表面现象”，它们也会累积为文化，成为“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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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血液、精髓和核心”；但是若倒过来解读就顺理成章了，比如那些只属于泡沫式的“文明的表面
现象”的经济、政治，也许一时间热热闹闹，再浓再多，转眼便灭，决不会成为“文明的血液、精髓
和核心”的。
历史告诉人们的例子还少吗？
汤因比此言也值得深参之。
　　那么21世纪中孔子的命运会怎样呢？
汤因比在《21世纪的展望》里又说：孔子的哲理，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
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的立场。
　　汤因比又强调：在人类多元文化走向求同存异、全球合作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大潮的时代，中国
儒家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和融合器。
如果它不能取代西方科技文化，成为人类的主导思想，那么，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这位历史学家的话发人深省。
　　再说1988年，75名诺贝尔奖得主和组织者在巴黎集会，研讨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
其中有位物理学家发言：“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预测就是预测，现实就是现实，未来的现实是否符合这样的预测，还是
等待以后的现实来检验吧，还是跟着历史边走边瞧吧。
　　然而，当我们一旦走进了孔子的世界里后，也许会了解到孔子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他所主张的原来是这样一种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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