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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最初接触儒教思想，依稀记得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
向我传授的是我的父亲，但他并不是强迫我一定要把它背过的。
他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举例告诉我，"这就是《论语》的。
"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论语》的道理一点一滴渗入了我的人生。
《论语》对于我而言，已经成为了笃定的、真实的、亲近的并且温暖的一种存在。
所谓的经典真是非常有趣，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简单，可是正如清代画家郑板桥诗中所描述
的那样"画到生时是熟时"，反复阅读经典，每次都会有新鲜的发现。
并且每次都会一点一点逐渐接近真理。
我自身是教育者，时常是一边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一边接受到新鲜的感悟，在我们苦难、悲伤的时候
，总是给我们以力量，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永远温暖着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经典。
阅读经典，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中，时常都是在加深"理解"的。
各位读者读了此书，加深了对《论语》的理解，五年、十年之后，再次翻阅本书时，说不定仍然也会
有新发现的。
"儒教和道教"的和谐古典文学的遗传基因，对于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也是完全得到了继承。
比如说没有受到充分教育，甚至不认字的农村妇女也知道孔子的教诲。
换句话说，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是极为普通的市民百姓所一直追崇的。
儒教所重视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每个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和社会全体"和而不
同"的状态。
我认为，在当今竞争激烈、对弱者苛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逐渐缺失的今天，这种想法难道不正是非
常必要的吗？
的确，孔子的教诲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股热潮，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是，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仅仅是都染成儒教一色却并非好事。
比如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各自寻求探索不同的道路，这也是在寻求着同一
个目的地——"和谐"。
真正的健康文化是多元的，对他者是宽容的、不断创造着新的东西。
如果仅有儒教而没有道教的存在，那我们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构造不就成为不完全的了吗？
我之所以在电视上讲完《论语》之后，又主动提出"下面要讲《庄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儒教、道教各自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占有稳固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和谐的状态，除此并无其他解释。
道不远人《心得》是将我在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的讲述内容辑书成册的。
由于这个栏目，作为学者的我，也能做到将自身感悟的内容告知了众多的视听者。
我在可以向大众讲演的电视舞台上，留意到了"道不远人"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中庸》里记载的孔子的话，意思是"真正正确的道就在身边，是在普通生活中可以实践的"
。
因为《论语》不是故事，所以不太适于广为传播。
那么，我着眼的目标就是通过讲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大家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解到凡人也可以生
活在经典之中，以期让大家从心中自然地觉醒。
21世纪是一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心灵容易出现迷惘。
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也就都开始思考追求人生真理，"如何才能安逸地生活呢？
""如何能没有苦恼地生活？
""怎样能发现找到自己的理想？
"对于这一切，大家所想的都是"马上""尽快""尽量简单"地了解到答案。
正因为如此，与其仅仅拘泥于缜密的解释，不如尽量用简洁的话语来论述《论语》的真髓，我想，正
因为我完全是这样地讲述了《论语》，所以才有很多入肯听我讲述的。
我认为《论语加算盘》构筑了今天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很好学习《论语》、充分运用《论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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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此次《心得》在日本得以翻译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此，对担任本书的翻译、监修工作的孔健先生、为本书检查日语的未来工房的竹石健先生以及讲谈
社学艺局翻译组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衷心期盼，经典今后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也习有了经典而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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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语力》为于丹教授日本扶桑行之学术感悟记录，以及孔健作为孔子第75代直系当主，孔氏思
脉与于丹《论语》心得的激烈交锋。
《论语力》不仅有于丹教授在日本演讲的《论语》心得，还有孔健的孔子思想的深刻阐述，同时孔健
还从不同角度向我们讲述了儒学做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以及孔子对孔学思想、《论语
》思想走向世界的营销学成绩。
　　于丹和孔健带领我们解读经典，在谈笑中见趣味，领人生智慧，品生活细微，解心灵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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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作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于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多个
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2006年10月以来，于丹教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解读《论语》和《庄子》，社会反
响强烈，据演讲稿整理而成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两书累计销售量超过600万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健，作家，孔子学研究者，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
1958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
1985年赴日本留学，获新闻学博士。
现任：中国巨龙新闻集团总编辑、中国画报日文版总编辑、NPO法人日中经贸促进协会理事长、日中
文化体育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国画报协会副会长、日本软银金融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下第一家》、《孔子的人生之道》、《孔子的处世之道》、《孔子的管理之道》
等、日、韩文著作有：《新论语学》、《新孔子演义》、《儒教和日本人》、《日本人永远不懂中国
人》等70余本，并首次将《论语》用中英日韩语编译出版。
作者以中日两种语言写作和演讲，被媒体誉为“中国文化演讲大师”、“孔学传播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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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孔健的“道”和“知仁”题词第一部分：序和图（8162）序一：于丹《论语》扶桑行序二：中国出现
“于丹现象”的背景序三：于丹为《论语力》出版所做的序言序四：福田于丹会见录第二部分：于丹
《论语》扶桑行 （24297）1、在成长中感悟（于丹）2、于丹《论语》扶桑行 （佐佐木正光）3、 于丹
的日本讲座4、我眼里的于丹及“于丹现象”（孔健）5、于丹译解《论语》经典回顾 第三部分：孔子
第75代当主——孔健（25966）1、 我就是孔子第75代直系当主 （爷爷续了一辈子孔家家谱、在日奋斗
、每天把论语带在身边）2、 孔族渊源（孔族渊源、世界上最古老的孔子家族、孔子后裔的辈分、孔
家的特殊教育）3、 孔子其人（孔子的身世、孔子一生做的两件事、仁者爱人、以政为德）第四部分
：孔健说孔子的思想 （孔子及其《论语》的永恒主题）（17748）1、 大同理想2、 成人之美3、 宽能
得众4、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5、 博学以文第五部分：儒学：中国最伟大的文化软实力 （51089）1、 
孔子——大众传播学的鼻祖2、 孔子的传播经验（闻斯行诸、因材施教，说服力 诚实诚信，循循善诱
）3、 孔子的传播业绩（弟子三千，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整理文化典籍，）4、 好事多磨，志者多
难。
（流亡列国，富民教民思想，“正名”思想，君子固穷的意志力，积极的入世思想，）5、 道不同，
不相为谋（不做乡愿，过勿悼改，语言魅力）第六部分：孔子一日一言精选。
（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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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儒与道，中国哲学这两大源头，在我最初接触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孩提的蒙昧状态，并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意识要去读，要去记忆。
先来说儒家。
我最早接触《论语》里面的一些道理，大概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有
要求我死记硬背，却经常带我去叔叔、阿姨家参加聚会，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就悄悄地跟我
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孔子说过一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么些人里头，肯定有能
当你老师的人，你去看看，你觉得他们谁对人特别有礼貌，谁特别博学，谁做事做得特别麻利，你去
看看谁能当你的老师？
小孩子嘛，我就这样跑来跑去看，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行为是好的，也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不好的，就会
跑回来问爸爸，说你看，有一个叔叔他随地吐痰了，有一个阿姨她高门大嗓地抢别人话了，这个人肯
定不是老师吧。
然后我爸爸会告诉我说，这也是老师啊，因为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
你看到比你好的人，你要跟他一样好，这是老师；但是见到不好的人，你要反省自己，你会不会跟他
一样不好，所以这也是一种老师。
我对《论语》的介入一直都是这样只言片语化进生活的。
《论语》对我来讲是笃定的、真实的、亲切的、温暖的。
司马牛曾问过老师：什么叫君子？
孔子说：“不忧不惧”，司马牛觉得很困惑，做到不忧不惧就能算是君子了吗？
然后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一个人反省自己，叩问心灵，上不愧苍天祖先，下不愧百姓儿女，那么他的心何来的忧，何来的惧
？
一个人叩问内心可以做到不忧不惧，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吗？
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是君子吗？
君子坦荡荡，小时候不知道，大了以后才有所感悟。
君子坦荡荡，什么是坦荡荡，并不是心中任何事情都不进人，而是万事进人之后皆能化解。
读经典很有意思，开始会觉得简单，但是读来读去，便应了郑板桥的那句话：“画到生时是熟时。
”感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从内心敬仰圣贤。
因为他们不用华采的词语，来让大众觉得一定要去膜拜，一定要去远离。
他们不因自己的伟大而让万众折服，觉得不可企及。
他们以自己一种朴素的人格，让大众觉得，这些朴素的真理恒久不变。
道在人心，道不远人，你总归是能凭着生命的成长去接近的。
《论语》里提到“仁”的地方总共109处，这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
学生问老师什么是“仁”，老师的回答就两个字：爱人。
真正的仁爱之心无非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后来被孟子推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也是孔子说的，他一生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而我对这句话有了真正刻骨的理解是在2006年的“感动中国”的评选中。
2006年年末在许多评选材料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位农村阿姨，从嫁到这个村子，就义务
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
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在这些老人家中奔走。
她自己的四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从小就觉得村里的孤寡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
时候，他们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
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
当时我给她写的推介词是：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
看到她的故事时，我明白了什么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她一生并未走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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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但她就是一位活着的圣贤，掀开上面的铭文，每个人都有四个字。
这位农村妇女的碑上的四个字是——“温暖世道”。
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谐，讲究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的是每个人“天下
己任”、全社会“和而不同”。
这有助于建立后工业时代的稳定秩序。
从中国本土来讲，不能过分强调和推崇文化一元论。
任何好的文化，我更愿意用健康这个词来评价。
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
我不希望说由于儒学是我们本土的产物，就认为文化应该是一元的，就要用儒学去拯救当今世界，拯
救所有的文化问题，那样有失偏颇。
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
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
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
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
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
可以说它对世界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但不能说它是世界性的文化基因，毕竟它更重要的是东方
的，是中国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
能飞翔。
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
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
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
子》的原因。
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
这没有错。
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
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
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我认为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
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认为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
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制衡的。
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什么时候？
70岁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
，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
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
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
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
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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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月27日，于丹教授从北京飞到日本东京，走出机场，她便直接到了我国驻日使馆。
下午4时许，结束与崔天凯大使的会见之后，应大使的要求，于丹教授径直走上使馆会议厅的讲台，
开始了此次扶桑之旅的首次演讲。
她因在国内讲解《论语》而出名，来到使馆仿佛是从久远年代走来，却又充满着现代的知性美；虽征
尘未洗，却又依然是那么端庄素雅、笑容可掬，丝毫未见倦容，似乎比在中央电视台还要充满自信，
越发显得充满着魅力。
随着她那充满激情的演讲，使馆工作人贾原本就已激动高涨的热情更加沸腾了。
为了听于丹教授的演讲，崔天凯大使甚至推迟了当晚的活动时间，坐在前排自始至终聚精会神聆听着
于丹教授那富有哲理的演讲。
他曾说过，使馆特别希望通过听到于丹教授的演讲，能够从《论语》中寻找到我外交人员在日本的工
作姿态和心境。
于丹此次访日，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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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语力》中于丹和孔健带领我们解读经典，在谈笑中见趣味，领人生智慧，品生活细微，解心灵困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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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论语力》搞活大中国 今天听了在中国发行一千万部以上《〈论语〉心得》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于丹
教授的演讲。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收集了2500多年前的思想家孔子言论的一本儒教书籍。
 《论语》曾经作为国语特别是汉诗的授课内容，学过它的人很多，但现在却作为一般性的读物广为流
传。
 因为《论语》涉及到的事物，不仅仅是2500年前的事情，它是告诉人们如何将人生如何过得更有意义
。
而且，其中的重要内容，2500年前有用，放到现实社会里具有更加重要的寓意。
 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我们重新看一下忘却的珍贵东西，许多会令我们感到大吃一惊。
 随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中国贫富差距及贪污腐化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把《论语》中精神层面的重要
内涵简单明了地介绍给人民，于丹老师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摘自每日新闻《经营指南针》 为什么于丹会激活孔子？
 2007年10月15日 日本巨龙新闻 小岛正宪： 现在，在中国据说于丹写的《〈论语〉心得》一书发行量
已超过1000万册。
被这一消息所吸引，我也买来了一本日文版《论语力》看了。
从其内容看确是一本陶冶人生修养的好读物，即便是畅销书，那也不是一本能鼓动普通大众热情推动
社会变革的书。
顺便先介绍这本书的目录。
 一 天地人之道 二 心灵之道 三 处事之道 四 君子之道 五 交友之道 六 理想之道 七 人生之道 在日本
，1992年也曾经有中野孝次先生的《清贫的思想》成为畅销书。
当时，这本认真探讨人生准则的书能够走红，就连作者本人也是没有想到的，可是这本书卖得极其火
爆。
一定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沉闷世道中，对疯狂资本主义的专横抱有疑问的多数人渴望出现这样的书。
当时，这本书的确在呼唤社会和人们的良知，为改变金钱万能的社会观念，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作用。
但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大多数的人们还是忘掉了此事，依旧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狂奔。
 于丹女士的这本书，对当今中国拜金主义肆虐抱有疑惑的多数的明智派大概都买来看了吧。
在大家的不经意中，也会类似日本《清贫的思想》同样的遭遇，这种现象也将昙花一现而告终，这本
书和明智派一同被卷入拜金主义的大潮中。
 日本政法大学教授王敏先生在她的书中说，这种孔子热现象在学术界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他叙述说，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了“孔子研究院”，在这里学习世界史、哲学、美学、文学
、科学史等西方知识的同时，也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儒教的经典“四书五经”等，这是为解决当今诸多
的新问题，出现了除了从外国寻求答案之外也应探讨从中国传统古典中寻求启示的想法，并主张与孔
子研究相结合。
（《中国人的爱国心》王敏著PHP新书） 8月20日的日经新闻上登载了一篇报道说中国政府要让“孔
子学院”普及到世界各地。
与前面说的于丹的著书引起一股《论语》热相比较，这次孔子是从当政者那里请了出来。
据新闻报道说，所谓孔子学院就是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这是教育部200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
项目，到07年年末建成200所，2010年达到500所，目标是数年内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一亿人。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日本的网络上批评说“孔子学院仅是汉语学习基地，而与孔子无关，这就
是憾事”。
 日本的孔子学院在立命馆、爱知、樱美林、北陆、札幌、早稻田、岗山商科等大学开设，实际以语言
学习为中心，《论语》的授课几乎没有，更谈不上文化的普及。
顺便提一下，爱知大学的孔子学院，是面向普通社会人士开设的语言学习班，授课费从2万到3.5万日
元，上课18次。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语力>>

授课的老师除几名日本人之外，还有从中国派来的孔子学院的几名和南开大学的1名老师。
最少的授课人数是10人，到现在为止大致每年都开办。
还有每年一次的赴南开大学的休学旅行，据说很有人气。
 现在的中国，像这样由政府和民间同时抬出了孔子，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是赋予了新的寓意吧。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精神完全丧失，以资本主义或者叫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名下，拜金主义现象比
比皆是，造成的结果是民众的不安定感增加，连生存环境也难以保障。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政府要复活孔子和儒教、保持社会稳定、恢复向心力，同时人民大众借孔子祈求
安定生活也许是想当然的了。
 去年12月末，我走访了山东省曲阜的孔子之乡，寒风凛冽中参观了孔子庙，探访当年孔子率弟子的出
巡之道。
因为要揣测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什么情形下不得不抬出孔子、并赋予新的寓意，所以我想要亲身感受孔
子的教诲。
 曲阜有保存完好的孔庙和历代王朝学习孔子的学堂，孔子及其子孙的墓中也保存完好，这块面积广袤
的地方被命名为孔林。
而且，在市区的中心地带，建有许多优秀建筑的、恢宏的孔子研究院。
进到里面一看，展品等布置得虎头蛇尾，第三层还有部分未完工，一楼好像正在举办跟孔子好无关联
的法国人像摄影家的作品展。
因为我原本想象的是正在这里举行格调高雅的论语研讨会，看到此番情形令我大失所望。
整个曲阜完全变成了游览的地方，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曾是儒教的故乡、知识的学府所在地。
 今后，中国政府方面将如何开展孔子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还不是太明确。
但是，历史上孔子和儒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日本也是当政者利用它来教育感化人民的一种手段。
虽然我不认为于丹女士的做法也类似政府开办孔子学院的意图，但这个时期偶然出现两种流派也是事
实。
所谓历史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些这样的偶然重合而跌宕起伏，并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寻求传统的中国人 去年在中国发行量超过一千万册的畅销书《〈论语〉心得》的作者，北京师范大
学的于丹教授来访日本，以在中国的论语热为话题接受了采访。
 于教授所从事的专业虽然是影像传媒，但前年她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通俗易懂地介绍了论语之后，就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论语热潮。
关于这个背景，于教授分析认为抱有失落感的中国人，要从论语中探求答案。
 “因为大开放物质文明基本满足之时，家庭分崩离析等现象，中国人失去了稳定感”，“中国因为文
化大革命造成了文化的断层，造成了现在寻求传统文化的状况”。
 去年2月，在电视节目中还做了庄子的解读博得了好评。
以“仁”诠释道德的孔子和解释无为自然的庄子，乍一看两者的思想相去甚远。
但是于教授说“生活有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两种”，即左手孔子、右手庄子，从孔子那里学习社会和
人生处世的方法，从庄子那里学习个人层面极乐度一生的东西。
 —— 摘自日本《读卖新闻》 于丹掀起中国《论语》热 中国掀起了《论语》热。
据说现在的中国卖得最火的就是《论语》方面的书籍。
 这次在北京的书店里，我看到了《论语》、《菜根谭》、《庄子》的书都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以下是孔健先生在《论语力》前言的一段话。
 2007年8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召开了从全世界华人在中征集读《论语》谈感想文章的的活动，
出席这次活动的我致词说“我们的先祖孔子应该开怀大笑，笑迎论语春天的到来”，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论语》正在盛行。
 这火爆情势的点火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于丹女士。
他06年10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颇受欢迎的“百家讲坛”节目中作了有关《论语》的讲座，从此开始走
红。
据说当时全中国约有一半的人（7亿）收看了这个节目。
把这次讲座整理成书《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出版），包括盗版在内，至今已经销售了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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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本以上。
此前古典书籍看也不看的中国年轻人们，现在大都开始翻阅“四书五经”。
这本书的确是掀起了不曾有过的被称为“于丹现象”的《论语》热。
 不仅在中国国内，这本书在台湾和韩国也依次成为畅销书，此次以《论语力》作书名，也终于在日本
翻译出版了。
 ——摘自日本自民党《论语》研究会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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