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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家治同志相识相知二十多年。
他退休后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用三年多的时间精读《论语》，在报刊上发表五十三篇文章，真是功
夫不负有心人，我为他高兴。
今《的人生智慧》结集出版，家治同志邀我作序，故欣然命笔以示祝贺。
    《论语》一书记载着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是一部典籍文献。
宋朝以来，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两千多年经久不衰。
今天，学习《论语》的人很多，出版的相关书籍也不少。
家治同志的《(论语)的人生智慧》有自己的特点。
概括起来，第一，学习遵循原著，钻进去，挖掘孔子思想内容。
他从孔子“学而时习之”、“学而知之”、“困而学知”中感悟到《论语》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学”
而不是“信”，孔子思想是人生实践之学，而不是宗教教义，学是孔子哲学、教育思想的重要范畴。
他从孔子“好古敏以求之”、‘‘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中
感悟到孔子自觉向古人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孔子的学习内容是丰富而充实的。
他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中感悟到孔子一生
一以贯之、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人生应少年立志而学，青年力争学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一生坚
持不懈地学习。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家治同志在“孔子论天命”、“《论语》中的辩证思想”、“孔子论中庸”等
文章中详细作了阐述，指出孔子天命观的矛盾性和多样性，着力把握积极的一面，正确认识孔子的认
识论和辩证思想，弘扬孔子“和而不流”、“和为贵”的思想。
关于孔子的伦理思想。
家治在“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修己之道”等多篇文章中感悟出自己的体会，孔子立“君子”之象
，以尽“仁德”之意，孔子学说核心是仁者爱人，这就是“一以贯之”之道，孔子是仁学实践者的楷
模。
第二，思考联系实际，跳出来，思考问题。
他从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中感悟出学而不思，虽温故而不能知新
；思而不学，不温故难以知新，孔子以思与学并重，学是基础，思是升华，日积月累才有认识的飞跃
和思维的创新。
他从孔子“再思”、“三思”、“九思”中深刻理解思为“心之官”、思为“理义”。
只有“博学”、“默思”，反复琢磨，才有积极的思想成果。
关于孔子的政治思想，他写了多篇文章，一次比一次深入，他感悟到“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
核心，主张君主集权制，又反对个人独裁和大臣专政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特色，建立统一和谐社会是孔
子的理想，但他“热心救世”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关于孔子的经济思想，家治同志在“孔子的富裕观”、“孔子一贯主张厚施而薄敛于民”等文章中，
阐述了孔子主张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先富后教的爱民富民思想。
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他感悟到孔子从人性论出发，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以培养君子为目标，坚持
举贤才的思想；以礼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创造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
方法。
第三，创新取得思想成果。
他结合个人阅历，潜心研究，用心感悟，力求新意，有独到的见解。
家治同志注意从多层次、多角度挖掘《论语》资源，通过“孔子评弟子个性差异”等五篇文章，从弟
子身上看孔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成果，表现孔子“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的精神。
从“孔子评点古人”、“孔子品评时人”两篇文章。
看孔子的史学思想，用事实证明孔子崇敬什么人，赞赏什么人；反对什么人，厌恶什么人，揭示孔子
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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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同志注重把握时代特点，古为今用，立意创新。
“孔子的生态观”、“孔子的和谐思想”、“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孔子的价值观”、“孔
子的美学思想”、“孔子的人学思想”都是推陈出新的好文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借鉴意义。
家治同志在写作方法上也注重创新，他在“孔子人生箴言”一文中，运用孔子一条三十八个字的语录
，写出了四千字的文章，展示了孔子一生对人格理想的追求。
在“弟子心目中的孔子”、“《论语》中的孔子光照千秋”等文章中，用弟子耳闻目睹的材料和大量
孔子的文化遗存，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一个本色的孔子、真实的孔子。
历史证明，孔子不愧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学习、思考、创新”是家治同志学习《论语》的做法和体会，我们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学习
型社会，振兴吉林也需要在实践中学习、思考、创新。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国学情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又关系当代的改革开放，也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
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仁爱包容的气质，自强不息的精神，勤劳勇敢的性
格，爱国主义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凝聚之力、繁衍之泉，是中国之魂。
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各民族进步文化，形成中华民族具有时代特征的先
进文化，任重道远。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国学，多读一些书。
积极思考一些问题，有能力成文成书，以利探讨交流。
    是为序。
    王儒林    201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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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的人生智慧》对孔子思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作者赵家治注意从多层次、多角度挖掘
《论语》丰富的人文资源，注重把握时代特点，古为今用，立意和写法都有所创新，用丰富的材料向
我们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一个本色的孔子、真实的孔子。
《〈论语〉的人生智慧》读者对象明确、名言选择准确、语义明白易懂、解读深入浅出，作者紧密结
合现实，对&ldquo;做人&rdquo;&ldquo;人生&rdquo;&ldquo;学习&rdquo;&ldquo;从政&rdquo;&ldquo;孝
顺&rdquo;&ldquo;交友&rdquo;等问题，分门别类地选择相关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名言名句，加以解析议
论，阐发奥义，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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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家治，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顾问、吉林省孔子学会名誉会长。
曾任吉林煤炭工业局局长、通化市委书记、吉林市委书记、省委统战部部长、吉林省政协副主席、吉
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代表著作《踏着改革的节拍耕耘》、《肝胆照千秋》、《画乡魂》(合著)。
近年来，在省以上报刊发表“感悟《论语》”53篇，随笔、散文六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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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孔子与儒学“学而时习之”言微旨远多闻阙疑与存而不论孔子一贯主张厚施而薄敛于民关于孔子“一
以贯之”的命题孔子教你招商孔子的富裕观孔子的苦乐观节用而爱人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孔子的德治之
学孔子的修己之道孔子论言与行孔子的人生箴言孔子的仁学孔子的好学思想孔子论中庸孔子论诗孔子
论君子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尊五美屏四恶的启示孔子论孝道孔子的交友之道孔子的立志学孔子论诚信
孔子的礼学孔子论举贤才孔子的知识论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经济思想孔子论天命孔子倡导雅言孔子的
政治思想孔子的生态观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学方法孔门弟子中的德行典范孔门弟子中的言语贤才
孔门弟子中的政事人才孔门弟子中的文学儒生孔子评弟子个性差异孔子评点古人孔子品评时人弟子心
目中的孔子孔子的和谐思想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孔子知晓肃慎文化孔子的价值观孔子的美学思想
孔子的人学思想孔子铜像给美国文化带来什么《论语》中的辩证思想学习《论语》古为今用《论语》
中的孔子光照千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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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而时习之”言微旨远    “学而时习之”是《论语》开篇首句，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揭示了知、行
的关系，反映了孔子认识论的主导思想，言辞精妙，意义深邃。
    “学而知之”是孔子认识论中的主要方面，在《论语》中“学”字出现了64次。
孔子说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
他在《述而》篇中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在认识论上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但这里明确表述了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
，爱好古代文化，是勤奋好学得来的。
孔子在《述而》篇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他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定有为我师的人，选择好的而学习，看到不好的而改正过来。
孔子不仅向书本学，还向别人学，生活中随处都有老师。
《子张》篇记述了卫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
子贡说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未失传，散在人间，贤能的人抓住大节，不贤能的人抓住末节。
没有地方没有文武王之道。
“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我的老师何处不学，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来专门传授呢？
这两段话是孔子随处学习的最好印证。
《阳货》篇记述了不爱学问的六种弊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
好学，其蔽也赋；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里指出，喜好仁德不爱学问，其弊端是愚昧；喜好聪明却不爱学问，其弊端就是放荡；喜好诚信而
不爱好学问，其弊端是被人利用而害了自己；喜好直率而不爱学问，其弊端就会说话尖刻伤人；喜好
勇敢却不爱学问，其弊端是闯祸捣乱；喜好刚强不好学问，其弊端就是轻妄。
孔子列出“仁”、“信”、“直”、“勇”、“刚”六个字，阐述了学和德的关系。
学是基础，是前提，只有学才能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孔子重视“多闻”、“多见”，细加观察。
《为政》篇中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主张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来，谨慎地实行。
《述而》篇记述孔子：“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强调把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心中，努力学习而不厌倦，教导别人不疲倦。
孔子重视闻见，认为知识来源于闻见的感性认识，但不可轻信以为真，还必须细心观察。
《卫灵公》篇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告诉人们，大家厌恶的人，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欢的人，也一定要去考察。
《为政》篇中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瘦哉？
”考察他与谁交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
么。
那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
孔子通过“视”、“观”、“察”三步递进的程序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
    《为政》篇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在他看来，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疑惑，缺乏信心。
强调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从而使学习观察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季氏》篇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
忿思难，见得思义。
”他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思考看明白了没有。
听的时候，思考听清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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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的颜色，考虑是否温和。
容貌态度，考虑是否谨恭。
说的言语，考虑是否忠诚老实。
对待工作，考虑是否严肃认真。
遇到问题，考虑怎样向人请教。
要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患。
看见可得的，考虑是否得利忘义。
孔子主张学思结合，得到理性认识，形成君子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人都能学思结合，修成君子之德，
天下人际关系就会和谐。
    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实践，强调“习”与“行”。
“学而时习之”不同于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这里的“习”字在古文中不仅有复习之意，还有实
习、训练之意。
《里仁》篇讲了很多行的重要。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道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指出，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就怎
么干。
强调行的重要性，干出真知灼见，似乎为我们改革开放中大胆试、大胆闯，提供了思想源泉。
孔子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强调，古人言语不轻出口，就怕自己行动赶不上；君子言语要谨慎，工作要勤劳敏捷。
孔子还把“行”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
《宪问》篇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他认为，说的多，做的就少，君子应以为耻。
《公冶长》篇记述了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对于宰予
么不值得责备呀。
孔子悟出个道理：“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吾今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他说，最初我听到别人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今天，听到别人的话，却要考察他的行为。
孔子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意思是说，子产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
养人民有恩惠，他劳使人民合于道理。
可见孔子善于观察人，用行为检验人，用行为评价人。
孔子评价子产体现了“观其行”。
《述而》篇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他评价自己说，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
在实践中做一君子，那我还没有成功。
    “学而时习之”，反映了：孔子认识事物从学习到实习的过程，即经历了学知一闻见—观察—思考
—习与行的过程。
这是孔子认识论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孔子学说是人生实践之学，这是历经两千多年经久不衰的
重要原因之一。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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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0月，我面临退休。
“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白居易的诗句启示我可以做时间的主人，得闲求索，常学深
思，练笔益智，强心健体。
我选择从《论语》入手，持之以恒地补习传统文化课。
开卷有益，学起来总是有些收获。
我先是记在笔记上，后来在《吉林日报》、《协商新报》、《新长征》杂志上总计发表了五十三篇文
章。
有的同志索要文章，有的催我出书。
今结集出版《的人生智慧》，作为一个学习小结，一种交流心得。
    我喜欢《论语》，崇敬孔子，但确实是个初学者。
我在学习中以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论语》为主要材料，参阅相关资料，精
读细品，用心感悟。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挖掘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古为今用。
采取专题专论的方法，系统学习孔子思想，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努力弘扬传统文化，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对于自学者来说，古文阅读、分析、理解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方面我参阅《左传》、《易经》、
《史记》等典籍，借助辞书，学懂弄通原文；一方面学习古今名人名著，吸取他们解读《论语》的思
想精华，反复琢磨原著，实现认识的升华和飞跃。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仁者“爱人”。
感悟《论语》之道，核心就是仁。
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仁爱、仁义、仁德、仁政，也可以说是忠、恕二字。
仁贯穿《论语》全书，贯彻孔子思想各个方面，孔子既是仁学的倡导者，又是实践者，不愧为中国历
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本书出版得到多方面重视和关心。
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同志、吉林省省长王儒林同志在百忙之中先后为本书作序，我深受感动，在
此表示特别感谢。
    吉林省出版局、吉林文史出版社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编辑人员付出艰辛的努力；著名纸雕艺术家
“小李飞刀”李才存同志为本书精心制作插图，在此一并感谢。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将进一步学习《论语》中的人生智慧，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
    本书如有不妥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赵家治    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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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语》一书记载着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是一部典籍文献。
宋朝以来，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两千多年经久不衰。
    《〈论语〉的人生智慧》是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赵家治同志在65岁时，用三年多时间精读《论语》
的心得感悟，由53篇结集而成。
从全书看，作者一方面参阅《左传》《易经》《史记》等典籍，一方面吸取古今名人名家解读《论语
》的思想精华，思维绵密，语言简洁，分析中肯，确是一部学习《论语》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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