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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博采众家之长，摒弃艰深晦涩的文字表达，语言通俗质朴，宛如亲见各位文学名师之貌，恍似在
抑扬顿挫之解读中，一品文学饕餮盛宴。
    全书以讲座形式出现，博采众家之长。
摒弃艰深晦涩的文字表达，易于理解。
语言通俗质朴，宛如亲见各位文化名师之貌，恍似在其抑扬顿挫之解读中，一品文化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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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
可知之之谓神。
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　　这是孟子与他的学生评论人物时一段著名的话。
孟子将人格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
首先，他将“美”与“善”、“信”分别对待。
“善”、“信”只是以道德本性去做人，而美则不然，它是在自我觉悟情况下的升华，在人格修养中
使人性中固有的善变成自己的东西，升华成人性的闪光。
在它之上，还有大、圣、神几个层次，所谓“大”也就是崇高之美；“圣”是使人景仰的人格圣境；
“神”则表现了对伟大人物人格力量的顶礼膜拜，如后人对尧、舜、禹、周公一类人物的赞叹。
　　如何将这种存于内心的良知激发出来呢？
孔子比较重视外部的教化，主张通过六艺之教在内的教育来提升人性，并且对这种教化方案作了各种
设定。
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
但孟子则强调人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完善，他说：“凡有四者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
，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道德的提高与完善，在孟子看来，主要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而且这种过
程由于摈弃了繁琐的学习环节，更易进行操作。
孟子为此而提出了养气之说，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养气论影响甚大。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孟子与他的学生公孙丑有一段对话：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则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
”　　孟子在回答学生公孙丑问题时，坦言自己擅长知言与养浩然之气，认为这是自己最擅长的两项
。
这两项通过与弟子对话中而坦陈的所长，表现出孟子的真诚，也对于后世的文艺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作用。
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也就是个体的精神修养，它通过读书明理以及人生实践而获得，不过孟子强调的
是内省的修养，它以气为载体，至大至刚，达到与天地并流的境界，是义与道的承载，如果气没有义
与道的精神蕴涵则会气馁，孟子认为这是心灵修养的根本途径，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养成需要自然的
修养过程，而不能拔苗助长。
中国古代的文气论，受孟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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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篇品读三千年（第2辑）》由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心
华先生主编，集结了我国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有关专家学者的文化经典讲座，这些主讲人无一例外
均为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资深学者。
　　第二辑精选了中国历代文化名家名篇——从孟子到韩非子；从《吕氏春秋》到《资治通鉴》；从
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名篇品读三千年（第2辑）》对中国的古典文化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和鉴赏
，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浩瀚深远、瑰丽奇美，使希望得到文化熏陶的人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提高自身
文化修养，增加文化内涵，同时令古典文化精品走向我们每一个人，让这些极富底蕴的绮丽篇章在心
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篇品读三千年（第二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