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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哲学的人喜欢定标签，像唯心论、唯物论、理性论、经验论，是西方所常用的，而理学、道学、
心学、实学，则是我们自己的发明。
定了标签之后，就可以品评一番，因为任何立场皆有所见，亦有所弊。
其结果，好像除了受品评的当事人之外，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立场有什么优点缺点，应该如何撷长补短
。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以儒家为例，光是熟习经典，入乎其内，大概就需十年八年，等到融会贯通，可以出乎其外，就不是
时问的问题，或许要看造化了。
因此，笔者近年来探讨儒家思想，总是避免两件事：一是借用西方的概念及术语，二是凌空比较儒家
与其他学派。
就“借用”而言，我相信越是了解西方哲学的人会越谨慎，因为即使借用得尚称妥当，读者也未必能
够分辨及受益。
就“比较”而言，则易流于空泛，说些儒道互补或相互援引之类的话。
当然，我们一方面不应盲目崇拜儒家，好像孔子与孟子已经发现了宇宙与人生的一切真理；另一方面
则须时时参考自己的经验，发挥理性的反省作用。
然而，这两方面之间有一个重大的环节，必须先加辨明，那就是经典。
由经典自然衍生“诠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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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是一部格言录，其中记载四百九十九段文字，多为孔子所言或与弟子、时人相互问答的
话。
这些文字不可等量齐观，而至少应该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孔子个人的人生体悟，最富理趣，值得细加玩味。
第二层是孔子与一流弟子的对话，智慧之光闪现，生动活泼，最具启发性。
第三层是孔子与平凡弟子及时人的对话，较为落实，对于我们往往切中要害。
第四层则是某些弟子的个人心得，未必有什么卓越见解。
　　区分之后，需要统合。
关键思想是“人”。
孔子对“人”有何看法？
这个问题原是奥秘，亦是古今圣哲各显才华的所在。
环绕着“人”，由生到死，由潜能到实现，由求知到行动，由抉择到价值，由命运到苦乐，这一切如
何说得透彻明白？
　　每次展读《论语》，皆有一些心得，久之亦想公诸同好。
我想表达的是孔子的整体思想，但扣紧的则是具体的章句。
章句若有疑难，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诉诸理性的讨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的智慧>>

作者简介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
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
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
出版作品逾百种，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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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由《论语》出发序二 聆听最愉快的声音第一辑 立志学习与人生成长学什么 如何学 为何学学习能
塑造性格困而后学大公无私化解顽固尊重传统束修问题容忍异端孔子不说的事后生可畏关心少年师徒
如父子名正言顺少说为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过犹不及有所必为与有所不为迁怒与贰过第二辑 《论语
》对生活的启示孔子哭了不为酒困起居作息遵守礼节莫要财大气粗别客气，我的朋友朋友的志趣交友
之道以文会友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爱憎分明爱人与爱动物第三辑 人性
到底是什么你心安吗认识人的本性人性的弱点做君子要特别警惕的颜回的心克己复礼上行下效“仁”
的涵义孔子的中心思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正途人贵在能主宰自己仁者必有勇何谓“中庸
”当仁不让博施济众第四辑 建设和谐的家庭与社会健康与孝顺这也是孝道不要贪恋安逸尊敬未来的自
己难养的问题孔子想移民吗孔子也好名吗待贾而沽官大学问大吗可与不可谁搞乱了世界谁是乡愿求全
责备以直报怨尽美与尽善面对隐者隐者的困境第五辑 提升心灵超越自我快乐在心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面对疾病的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祭祀要真诚鬼神与生死何时牺牲生命君子有三畏耳朵怎么了何以顺
天命出污泥而不染重视生活情调上天有什么启示永怀孔子附录：儒家与现代人生（专访傅佩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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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辑立志学习与人生成长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人有理性，可以求知。
只须好学，终有所得。
但是，学什么？
如何学？
为何学？
这些问题关系重大。
《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即《论语·学而》，下略称篇名。
）我们不妨先辨明孔子对“学”的看法。
首先，学什么？
一言以蔽之，学习“传统”。
传统包含两方面：一是典籍，二是技能。
典籍是文字记录，凝聚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如五经《诗》《书》《礼》《乐》《易》。
《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社会规范，《乐》是艺术修养，《易》是哲学。
如果不学《诗》，就无法与人谈话沟通，像文盲一样陷于本能生命的狭隘世界。
如果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与人合宜往来，而显得粗俗野蛮。
《易经》助人知命，《书经》让人鉴往知来，《乐经》则发挥调适和谐的功能，使生活洋溢审美情操
。
技能是实际生活的需要。
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古人生活中，祭祀、朝会、婚、丧、冠等礼，占了相当比重。
礼的安排与操作，需要长期细心学习，否则极易失传。
《乐》是指乐器演奏，像弹琴、鼓瑟、击磬都是孔子所娴熟的，礼乐配合，不难想象许多仪节的秩序
与美感。
射是射箭，既可强身又可卫国，暇时不妨用于竞赛，所谓“君子无所争，也必射乎”（《八佾》）。
御是驾车，等于使用交通工具。
书是书写，传意达情有赖于此。
数是计算方法。
这些技能可以使人在社会上谋职安身，学了有益无害。
其次，如何学？
我们先把前面所说的综合为一句话：“学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印证练习，不是
会觉得开心吗？
”这正是《学而》篇首句的翻译。
“随机体验”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学思并重”。
“思”代表主体自觉的统合。
所学的知识难免芜杂矛盾，因此必须把握重点，求其“一以贯之”。
唯其有“思”，故可“温故而知新”（《为政》）。
所谓“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正是此意。
孔子不但因材施教，并且倡导启发式教学，甚至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对我
们实为莫大鼓励。
最后，为何学？
这个问题指向儒家的定位。
答案是“修身”。
学习是为了行动，行动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则出现道德上的善恶问题。
修身需先“认识自己”，知道心中有个活泼的力量（孟子称之为良知），总在对自己的行为作判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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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语，表现为“安或不安”，“忍或不忍”的状态。
同时，需要认识社会上既存的规范，以求行动之内外相洽，内得于己外利于人。
学问或知识可以增减，修身或品德则是一生的大事。
安立此一重点，孔子的“学”自然回归到成就完美人格或实现理想人生的途径上，展现博雅宏大的气
象。
学习能塑造性格性格包括性向与风格。
性向是天生的，不易改变，大概与我们所说的血型、八字、星座有关。
风格是后天的努力所形成的，其决定关键在于教育。
因此，我国先哲认为教育可以变化气质，西方贤者则认为教育可以培养风格，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主动掌握的是自我教育，由此塑造自己的性格。
孔子即是典型的例子。
《论语》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这三句描述值得玩味，因为其中每一句都显示了“对立之统一”，在两极之间找到平
衡点。
认识孔子的性格，可以由此入手。
首先，“温而厉”应该是对学生的态度。
在知识的传承上虽有先后之别，但是大家都是虔诚的学习者，共同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真理，所以老师
的态度以温和为贵，使学生如沐春风，乐于受教，继志述事。
那么，何以又需要“厉”呢？
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可以作为参考。
若无严格要求，学生容易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不仅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连往后的立身处世都可能漫
不经心，得过且过了。
其次，“威而不猛”大概是孔子在社交公开场合的表现。
“威”是由庄重所透显的威仪，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是也。
沉稳内歙，不苟言笑，举手投足合乎礼的要求，使人望而生敬畏之心。
行动如此，说话亦然；孔子所下的判断，凛凛然有正气，闻者足戒，如：“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
行小慧，难矣哉！
”（《卫灵公》）但是，相对于此，孔子从无凶猛之状，好像要令人害怕似的。
子贡形容他“温、良、恭、俭、让”（《学而》），以致各国领袖都愿意向他请教为政之道。
受过教育的人最后展现的成果，就是高雅的风格。
——怀特海至于“恭而安”，则是孔子的闲居自处情形。
“恭”是客气、谨慎、矜持的意思。
如果一心求恭，可能显得退缩、懦弱、迁就。
修养固然必须顾虑人我关系的和谐，因此谦退、恭敬是应该的，但是一味如此，也可能丧失自己的原
则，内心缺乏定见，无法自得其乐。
孔子的“安”来自不假外求的精神与超越俗世评价的智慧。
以上三句话显示了“执两用中”的功夫与境界。
人的性格修养必须先界定积极明确的目标，如“温、威、恭”，努力以赴；同时要避免走向极端，如
“不厉、猛、不安”，以免利害并陈，两相抵销。
以孔子来说，这三方面的特质又是分别针对他与学生的关系、他与社会大众的来往以及他自处时的态
度。
合而观之，正是他生活内涵的三个焦点，塑造性格也应该有此考虑。
困而后学环境艰难时，总要想些办法与出路，长久下来，练就各种本事与能耐，等到有了表现的机会
，自然放出异彩，让人欣赏赞叹。
根据统计，本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贫困的背景，这似乎印证了孟子所谓“天将降
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在幼年时必须替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做过不少杂役，也深知民生疾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的智慧>>

苦。
直到十五岁立志向学，人生视野豁然开朗，知识、才能、品德与时俱进，乃成就一位彬彬君子。
就知识而言，他几乎无所不学，《诗》《书》《礼》《乐》《易》五经皆通。
就才能而言，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不娴熟。
就品德而言，则日新又新，自强不息，使弟子们心悦诚服。
问题来了。
有人以为孔子是“天纵之圣”，靠着天赋过人而卓尔不群，无所不能。
孔子是诚实的，一方面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他努力向古代圣贤学习，逐渐温故知新、融会贯通，才得到眼前的成绩。
另一方面，他毫不避讳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子罕》）正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困，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孔子必须脚踏实地从基层民众的
生活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凡奋斗的，必经历成长。
”这句现代人的格言，实有普遍的例证可以支持。
到了“三十而立”之后，能否得君行道呢？
求人不如求己，孔子从不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
他说：“吾不试，故艺。
”（《子罕》）意思是：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
学习技艺的目的是谋得一官半职，可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人群；现在所谋未遂，所以只好继续培养
各种专长，等待时机成熟。
孔子的榜样对我们现代人深具启发性。
少年得志，固然令人羡慕，但是正因为得志，也就不再虚心认真去学习新的技术与能力，久而久之，
成为官僚层级系统中的一员，无法展现新颖的生命力。
反之，不去担心别人对自己疏忽及误解，却只反省自己有无真才实学，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
不能也”（《宪问》）。
即使后来功成名就，孔子也不忘记少年时代的艰苦奋斗，并且丝毫不觉得难堪，这又表现了不忘本的
精神。
我们也许无法选择命运，却可以选择自己对命运的态度，积极改善自我的条件，最后水到渠成。
孔子的例子，正是青少年可以效法的。
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是高尚的人生境界，具体的修养过程却十分平易。
以孔子为例，他特别回避四种诱惑，值得我们参考。
《论语》记载：“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很可能就自以
为是、执迷不悟，最后则是有我无人的结局，大家不欢而散。
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
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们喜欢发挥想象力，猜测真正的情况。
但是，猜测成为习惯之后，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甚至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英国哲学家培根强调求真精神，主张打破“市场假象”，因为市场谣言纷纷，只能造成人心惶惶。
其次，一旦想象形成，就会认定“必然”如此，把它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
一块钱的铜板虽小，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
缺少光明，自然无法注意新的迹象，只能困陷于主观的狭隘世界里。
孔子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因为“时机”改变，人的观念与行为也须随之调整。
然而，这又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因时制宜。
最明显的例子是：“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宪问》）若是念念在“必”，则无法考虑“时”。
接着，“固”就是不知变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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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坚持仁义，但是在实践上则以“通权达变”为原则。
譬如，二十四孝令人感动，但未必人人皆可效法。
重要的是孝心，表现方式则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判断。
孔子鼓励大家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著，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
朗。
最后一步是“我”。
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互相尊重的态度。
凡是牵涉到别人的言行，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
儒家固然肯定道德修行，但是从未忽略理性与智慧。
孔子自己的处世态度就深具弹性——“无可无不可”，然而这又与见风转舵的乡愿大不相同。
何以故？
因为任何信念在付诸行动时，都要考虑相关条件的改变，而不是“执一废百”的方式可以奏效的。
除非闭门造车，否则一旦与人交往，就须选择合宜的途径，以求互相尊重、集思广益、大公无私。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意、必、固、我”的人将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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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的智慧:傅佩荣心得》：《论语》学习的速成版本。
CCTV百家讲坛主讲专家傅佩荣教授解读《论语》更精彩！
傅佩荣说：“身为华人，一生之中仔细读一遍《论语》，才不愧身为汉语言及此一语言文化的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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