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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一书，乃孔夫子与弟子讲学之语录，着笔始于春秋末期，编辑成书在战国初期。
辑录者有孔子弟子以及再传弟子。
    《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
章。
注重修身学道，并以立人格、知天命为学道之本。
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学说最重要的文
献。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后世尊称为孔子。
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先祖为商后宋国贵族。
孔子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司职吏(管理畜养)，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
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不为时君所用。
归鲁著书讲学，编订整理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文化典籍。
门下弟子三千，七十二贤。
    孔子享寿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边上(今孔林所在地)。
弟子服心丧三年，子贡守墓六年。
孔子儿子名鲤，字伯鱼。
伯鱼生伋，字子思，著《中庸》。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
儒家学问是对古圣先王文化道统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孔子一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推行仁道，希望能恢复建立大同之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后世历朝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王”。
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
后人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赞誉和“德侔天地，道观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推崇
，是对一代圣人一生最好的写照。
    《论语》成书的时期正值礼崩乐坏的东周乱世，社会无序，天子失位，五霸僭越，诸侯兼并，臣弑
其君、家臣弑大夫的情况时有发生，生民涂炭，血流飘杵。
孔子目睹当时社会乱相，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的上古(尧、舜、禹)时代，心向往之。
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先王之道，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敬天爱民、广行仁政的教化工作，实现政治
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乐、社会和谐的礼乐文明。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记载：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
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
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足见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价值。
    此次《论语》细讲，是钟茂森博士研习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又一心得报告。
迄今为止，他已经讲习经典2000多个小时，其中集结成书的有中国文化的三根《弟子规》、《太上感
应篇》、《十善业道经》，十三经之首的《孝经》，四百年来治家经典的《朱子治家格言》，被奉为
修心改命的家训典范《了凡四训》，四书之一的《大学》，女四书之一的《女论语》，传统文化演讲
辑录《找寻中国精神》和《中国精神》，更有广为流传的钟博士母子几十年人生实录《母慈子孝》，
这些研习报告涉及到为人、处事、学业、道业，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所以成书之
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本次《论语》细讲，前后历时三年，累计二百八十二小时，博士“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把历代
古圣先贤对《论语》的记述、开解，撮取精要呈献给今人，把自己心得、感悟报告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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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讲席中，训诂方面的参考，主要依朱熹的《论语集注》；义理的阐发方面，师承台湾儒学深
厚的李炳南老先生，他著有《论语讲要》；另外，明末清初佛门的高僧，净土宗的第九祖蕅益大师，
他对儒家学问也是学养功深，而且是一位明心见性开悟的大德，他留下一部《四书解》，其中注《论
语》的叫《论语点睛》；还有，民国时代著名的教育家江谦先生，曾经对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有
一个《补注》，我们也用来作为依据。
换句话说，文字训诂方面，本书主要依朱子的批注；义理阐发方面，主要依李炳南老先生的《讲要》
、蕅益大师的《点睛》以及江谦先生的《补注》。
当然，在没有说得很详尽之处，本书也兼采众家之长。
    至于读论之法，宋代大儒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
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意在强调读书重在变化气质，虚心涵泳，内化成自己的人格，才有读《论语》的真实受用。
真正的学以致用，还是要从我做起，从内化自身修养做起，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
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
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古人特别着重于“学问贵在变化气质”，而实现气质的变化，要“先跳进去”然后“再出来”，即
在学习中要把教材当做剧本，自己则成为剧中主角；不仅读诵受持，更主要的是为人演说。
“经典就是生活”，真正学习经典，应当有一种承传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要让人看到经典不
是谈玄说妙，它不仅仅是圣贤人的生活，也可以是我们的生活，让大家看到圣贤文化在闪光，生起对
圣贤经典的信心，所谓“圣与贤，可驯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从我辈学人知行合一、解行相应、演绎经典做起。
    本书成书之时，钟博士谦虚意下，一再强调，“学得太浅，成书恐贻笑方家”。
今依其讲座整理成《细讲论语》出版，由于整理者才疏德浅，其中难免疏漏、不足之处，恳请诸位方
家不吝赐教，完善本书，以慰作者对圣贤经典、后学大众的“兢兢”惶恐之心。
无限感恩，真诚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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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一书，乃孔夫子与弟子讲学之语录，着笔始于春秋末期，编辑成书在战国初期。
辑录者有孔子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学说最重要的文献。
细讲《论语》是钟茂森博士研习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又一心得报告。
本次细讲，前后历时三年，累计二百八十二小时，博士“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把历代古圣先贤对
《论语》的记述、开解，撮取精要呈献给今人，把自己的心得、感悟报告给大家。

　　在本次讲席中，训诂方面的参考，主要依朱熹的《论语集注》,义理阐发方面，主要依李炳南老先
生的《论语讲要》、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以及江谦先生的《补注》。
在没有说得很详尽之处，也兼采众家之长。
宋代大儒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
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又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
”意在强调读书重在变化气质，虚心涵泳，内化成自己的人格，才有读《论语》的真实受用。

　　《细讲论语》整理成书共计十册，本书为第一册《学而·为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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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茂森博士，1973年生于中国广州，1995年毕业于中国广州中山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2岁
）；1995年至1999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理工大学读书期间，先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金融博士学
位（时年26岁）。
先后在美国德州大学及肯萨斯州州立大学商学院任教四年，获美国特批的“杰出教授与科研人才”绿
卡。
2003年迁居澳大利亚，任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后来获得终身教职。

　　钟茂森博士多次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做主题演讲。
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布里斯本、法国巴黎、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和
地区举办的关于教育与和平的会议上，以及世界各地著名大学（如中国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中央党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成功大学，
澳洲昆士兰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等）作主题演讲报告，金融危
机后更是呼吁在商界推行中华伦理道德。

　　钟茂森博士的演讲融汇东西方伦理道德、哲学、心理学、医学、太空物理学与金融学等学科
，2006年6月，钟博士在山西大同做了题为《八荣八耻——明道德知荣辱》的报告；2009年9月应北京
友成文化论坛的邀请，发表了《金融危机的省思和出路——大变局下找寻中国精神》演讲；2009年10
月参加中国上海“首届商亦载道”精神启示论坛会议，发表了《中华商业伦理世纪重建之路——道义
拯救商业危机》主题演讲，广受好评。
另外还有《幸福成功的根基》、《青年应有的美德——孝与戒淫》、《和谐之道，以孝贯通》、《百
善孝为先》、《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为什么要学习因果教育》、《华严科学宇宙观》、《大乘
佛法的现代科学观》、《二十一世纪所需的道风》、《金融危机里的省思与出路》、《道义拯救危机
——中华伦理世纪重建之路》等百余场主题演讲，介绍和推动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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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经概要
微言大义 修齐治平
孔子行谊 先师垂范
名题由来 各见仁智
记录编纂 战国成书
最终版本 郑玄编定
注解数家 兼采众长
修学之法 深思力行
学而第一
书之首篇 入道之门
第一章
学而时习 不亦说乎
有朋远来 志同道合
不知不愠 是谓君子
第二章
孝悌和顺 不好犯上
君子务本 本立道生
彰显性德 孝悌为本
第三章
巧言令色 与仁相悖
从仁入手 而见性德
存心为仁 诚中形外
第四章
圣贤之道 改过而已
孝悌忠信 中国精神
忠信传习 成就圣贤
第五章
治国方略 古有五事
五事相因 各有次第
第六章
提纲挈领 圣贤根基
七事具备 方名弟子
养蒙学问 求其放心
文王既没 文仍在兹
第七章
五伦之义 学问之本
圣人之学 在明人伦
躬行实践 圣贤实学
第八章
庄重威仪 学则有固
人道忠信 交友辅仁
过则能改 善莫大焉
立志贤圣 名为自重
格物克己 慎独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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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心正念 真如忠信
自重改过 亲师取友
第九章
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
丧礼慎终 祭诚追远
自行化他 涵养厚德
复其本性 孝为良方
慎终追远 孝道圆满
第十章
无争不求 夫子五德
心存仁爱 感来敬信
自性性德 诚中形外
富强礼乐 合则双美
五德本有 唯其内求
第十一章
为孝之道 不违父志
劝谏细行 不违不怨
孝悌大者 继志述事
第十二章
天理人仪 以和为贵
克念作圣 心不逾矩
礼而有节 和谐之道
严谨守礼 证悟本性
第十三章
信合德义 方可复守
恭行合礼 远离耻辱
仁义有礼 可敬可法
第十四章
志向高远 无求安饱
有修有证 力行近仁
四事具备 孔颜家风
扎根为学 精进不懈
第十五章
贫富两忘 乐学志道
切磋琢磨 精益求精
举一反三悟性现前
学无止境 策进求道
道也无涯 学也无涯
第十六章
小人贵人 君子责已
知人知己 自利利人
重义轻利 善感福应
学之次第 信解行证
为政第二
第一章
为政以德 天下归仰
正己修德 民信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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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向德 安定和谐
第二章
诗之三百 思在无邪
凡诗之言 导归诚正
正念守敬 落实无邪
真妄不二 依妄修真
第三章
礼法并用 标本兼治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倡德循礼 以正民心
政刑为辅 礼德为本
第四章
十五志学 一生不辍
三十而立 学业有根
四十不惑 行权方便
五十知天 承载使命
六十耳顺 返闻自性
七十从心 不勉而中
觉悟本心 由学而至
蕅益深解 圣贤次第
孔子耳顺 观音圆通
从心所欲 安定自在
圣人示现我辈可行
第五章
孟懿问孝 子曰无违
樊迟问孝 夫子详陈
事亲始终 至孝尽礼
克己复礼 孝亲无违
第六章
武伯问孝 子曰忧疾
谨身守德 不行不义
成就圣德 圆满孝道
第七章
子游问孝 子曰敬养
敬爱备至 养亲心志
子孝以礼 父慈有节
孝亲养志 真正有敬
第八章
子夏问孝 子曰色难
婉容悦色 是名为孝
奉亲事师 重在用心
诸子问孝 随类而解
孝道根源 在于心地
第九章
颜回听教 顺受无碍
不违如愚 深潜纯粹
君子慎独 独叹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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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识人三法 视观与察
视为当下 表面作为
观为过去 为人做事
察为心意 所安之向
识人之要 见其存心
自省内察 念念改过
修德有功 性德方显
蒲益点睛 开显圣意
第十一章
温习实践 常有新得
力行真干 学有新得
学贵力行 志作人师
温故知新 不离心性
温故明心 知新为用
第十二章
性德圆满 才艺无穷
雪公行谊 大用无方
君子之儒 不以器限
真实学问 从德而生
下学上达 大用不周
第十三章
行于未言 心悦诚服
圣人之教 契理契机
行必先人 言必后人
第十四章
君子为公 小人为私
君子忠信 小人谄谀
君子觉悟 小人迷惑
君子小人 存心不同
生法无缘 三种慈悲
第十五章
学而不思 不明义理
思而不学 枉费思虑
记问不习 危而不安
学而兼思 闻慧双修
圣人示现 学而知之
第十六章
治学善道 一门深入
异端邪法 与道相悖
圆人说法 无法不圆
第十七章
为学之智 诚意不欺
回归自性 得到真知
无所不知 方名为知
认识自性 转凡成圣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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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从政 谨言慎行
精思熟虑 寡尤寡悔
仁义忠信 禄在其中
谋道忧道 天爵天禄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第十九章
得民心者 自得天下
提拔贤人 容忍小人
敬服正直 自然情理
格物诚意 直枉自明
觉悟放下 正直圆满
第二十章
仁孝世范 潜移默化
格致诚正 明德亲民
一人修德 天下太平
第二十一章
居家孝友 为政之本
孝悌之德 为政之本
第二十二章
人而有信 成就圣学
六信内求 探寻自心
纯善真信 内外和谐
第二十三章
增减枝末 不变根本
礼之根本 五伦十义
礼之大体 三纲五常
礼义常道 因往推来
圣人心法 如镜照物
礼之本体 为仁之道
第二十四章
违礼祭祀 谄而无福
见义不为 重利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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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逆极而顺”，逆到极处，就是完全不向外攀缘了，完全回归自性，就是极点，到了极点，
顺了，顺什么？
顺不动之性，自性本不动摇，这个时候就称为耳顺。
耳顺在《楞严经》里讲是“闻所闻尽”，闻是能闻，能闻的是耳根，所闻的是声音。
能闻的耳跟所闻的声都没了，都放下了，这是尽了，也就是说，他脱离了物质世界的束缚。
耳根是物质，声音也是物质，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六尘都是物质，他脱离了这些束缚。
这里专用耳来讲，所以叫耳门圆照三昧，他得到正定法门。
为了给大家详细地说明这个境界的高下，我们将《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一段
最重要的经文提取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们对照孔子和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就更能明了。
孔子是圣人，观世音菩萨也是圣人，两位圣人都做心得报告，这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楞严经》的这段经文。
“尔时观世音菩萨。
即从座起。
顶礼佛足。
而白佛言。
世尊。
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
于时有佛出现于世。
名观世音。
我于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闻思修。
入三摩地。
初于闻中。
人流亡所。
所入既寂。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如是渐增。
闻所闻尽。
尽闻不住。
觉所觉空。
空觉极圆。
空所空灭。
生灭既灭。
寂灭现前。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
十方圆明。
获二殊胜。
一者。
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
与佛如来同一慈力。
二者。
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为我们报告他的成圣的过程，正如孔子给我们做的报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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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一开头，“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观世音菩萨在楞严法会上，轮
到他来报告，他从座位上起来，表示尊敬，先向释迦牟尼佛顶礼，礼佛足。
足是脚，是人最低的地方，他用头顶去礼佛足，头是最高的，去礼最低的脚，这是表示极其谦卑恭敬
。
要知道，学圣学贤，得大法，必须要有谦卑恭敬的心，才能人道。
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表演出来，他向佛报告，“白佛言”，说“世尊”，世尊是称释迦牟尼佛，三界世
间最尊贵的，为什么？
因为他能断尽世间一切烦恼，所以称他世尊。
观世音菩萨报告说，“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回忆过去无数恒河沙劫这么长的时间，《楞严经》是大乘经，这个劫是大劫，一个大劫，
我们算过，大概是十二点七亿年，无数恒河沙劫，一条恒河有多少沙？
不计其数，还要无数条恒河的沙，想想这个数量，还要这个数量的劫数，更是不可思议的时间，太漫
长、太久远的过去。
菩萨回忆当时有一位佛，出现于世，叫观世音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一样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
定是他的真传弟子。
孔子在《论语》里，给我们回忆的是他一生七十年，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
矩，只有七十年时间，得到这样的境界，很不简单，再往上，那需要寿命。
观世音菩萨，他修了无量劫，当然这个境界要远高于孔子，所以修行要有寿命。
我们这个世间苦，其中一个苦就是寿命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想要修学，后头没有时间了，半途而废
。
所以佛劝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命，这个寿命不止无数恒河沙劫，我们决
定成就，好处在这。
观世音菩萨报告说，过去跟观世音古佛学习的时候，“我于彼佛发菩提心”，我在佛的处所，向佛学
法，发起了菩提心。
菩提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觉悟。
发菩提心，就是他立志了，立志什么？
立志觉悟，正如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一样。
学者觉也，孔子十五岁就发要觉悟的心，观世音菩萨当时也发菩提心，证明这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要迈出这一步，后面才有成就。
夫子的学生颜回，《论语》里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夫子赞叹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
颜回穷到吃饭的碗都没有，用竹子编的篓去盛饭，叫箪食；喝水的杯子也没有，用瓢，瓢饮；居住在
陋巷里。
别人在他的这种境遇，不知道忧虑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夫子看到颜回是“不改其乐”，他乐得这样的
环境，不愿意改变，真叫安贫乐道，心是安宁的，常处在喜悦中。
正因为有这种喜悦，修学的人才能够不断地精进，不断地发奋去学习。
学而后教人，教人是传道。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动力就是“不亦说乎”。
古诗说，“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读书人可能是在山野里，住一个小茅屋，我们想想那个境界，每天读书，快乐喜悦，甚至外面的草长
到了窗前，都忘了去除，整个人沉浸在读书之乐中。
这种意境我们有没有体验过？
这是世间那种所谓的快乐不能同日而语的，这种喜悦不是世间的五欲享受，五欲是财色名食睡，欲望
得到了满足，那不是真正的喜悦，这是外部的刺激而已。
学圣学贤，都必须经历信、解、行、证四个层次。
首先我们要相信，相信圣道才能去学，如果不信，就是把自己自绝于圣人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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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首先要对圣人有信心，对自己能成为圣人也要自信，才有学的动力，这是信。
信之后要解，解是学习圣贤的经典要理解，理解是第一步。
如果不能理解怎么去运用？
怎么去实践？
只理解也不行，理解只是文字上的，更重要的是要去行，力行，把圣贤的道理用到自己的言行生活中
。
然后就能证，证是证明，证明圣人所说的确实没错。
我们就得到了圣人的体验，所以能够“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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