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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语》问世后的近250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本有关《论语》的书籍能够像《于丹心得》这样瞬
间风行天下，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像于丹教授这样因为其作品涉及到了《论语》而一举成名。
面对这样罕见的文化怪现象，直如圣人所言，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愈来愈多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惊人的认同精神；忧的是，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潮
，有太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由于缺乏必要的经典知识储备，正冒着被误导甚至被戕害的危险。
但无论是喜是忧，在当前的国学热和《论语》热中，每一个有素养的学术研究者或文化工作者，都应
肩负起一份社会责任，去思索和反省像《于丹心得》这样的以释读《论语》为名、以体会《论语》为
号而走红的作品，以及像于丹教授这样的因为释读《论语》而成为“学术超女”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以弄清它们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认清它们的消极影响究竟在哪里。
　　第一，是“心得”还是“心魔”？
不知于丹教授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对《论语》的理解太主观、太随意，所以，在许多场合，她都强调自
己所做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个人“心得”。
但是，心得毕竟不同于心魔，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心得”是个专有名词，是以深思熟虑、入情入理为前提的，并不是任何个人想法、任何奇思妙想都
可以称为心得，都可以公诸于众，登诸大雅之堂。
一句话，万不能以心得取代学问的真理性和真精神，更不能说我的心得是什么，事实就是什么。
无论什么人，教授也罢，演说家也罢，当他把自己的作品冠以“《论语》心得”的时候，一定要以对
《论语》的敬重对待、深入研究和全面理解为前提。
不管是对于《论语》，还是其他古代典籍，不能说因为有皓首穷经之憾，我们就可以对其章句望文生
义，随意解释；不能说因为历代的经典注释家每每对经义存有歧见，我们就可以随便篡改字句，引伸
字义；不能说因为历史上有所谓“ 六经注我”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将经典文句断章取义，唯我所用。
　　阅读于丹教授《于丹心得》有关《论语》章句字词的释读，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尽管于丹教授
口头上对像《论语》这样的经典推崇备至，但从她的演讲和著作中对《论语》章句的释读来看，根本
看不出她对经典原著怀有敬重之心，更缺乏深厚的学识和练达的掌握。
于丹教授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的“心得”而不是《论语》的本义，并为此而不惜凭借上好的口才表现和
混乱的逻辑推演，偶尔诵读若干古语、古诗词以哗众取宠，蒙蔽不明就里的广大听众和读者。
我们认为，这绝不应该是当代学者教授的学术之风和教学之风，更不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读书之风和
读经之风。
　　像于丹这样的教授，应该远离“批林批孔”时代的遗风，杜绝各取所需式地引用经典语句；她还
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经典，不必以不能对经典章句随意发明为辱，而一定要以歪曲经典本义为耻。
在中国古代，固然不乏以孔子思想和《论语》字句装点门面的时期和做法，并且类似做法在其他类型
的思想史上都是难免的。
但是，当有人真要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该把理当装饰在“门”的东西放在门上，装饰在“面”的东
西放在面上，而不应该随意堆放，闹出常识性的笑话。
爱思索的人都会有心得，读《论语》有心得也属正常，不过，我们想奉劝于丹教授的是，最好是去掉
心魔，以平常之心认真地研读经典，以求获得正解。
即使真想用《论语》装饰自家门面，也应该在正确理解《论语》原义的基础上去进行。
　　第二，“放郑声”、“远佞人”。
孔子在世时，与得意门生颜回有过一场著名对话。
颜回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主张，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之外，还要着眼于现实，做到“放郑声，远佞
人”，即去除不健康的时尚，让佞人靠边儿站。
为什么要这样呢，孔子的依据是，“郑声淫，佞人殆”，以郑卫之地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时尚失之于过
度放纵，而以佞人为代表的思想作风太危险。
那么，为什么说佞人的表现是危险的呢？
因为佞人是辩给便辟之人，巧舌如簧，言之无物，对于和谐社会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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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佞”字的本义是有口才，本不涉及善恶。
在孔子时代，“佞”字与 “仁”宇有相通之处，有时人们也会混用，认为仁入应该具备上好的口才。
然而，为避免有人以佞代仁，泥沙俱下，孔子特别强调了佞人与仁人的区别，告诫弟子们要“仁而不
佞”，因为“不知其仁，焉用佞”？
仁是实质，佞只是表达仁的方式。
一旦言语的内容与形式相分离，一味追求口才捷利，纯粹以口才胜人，就背离了仁，就出现了善恶。
当然，孔子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口才，弟子子贡有口才，孔子认为他在邦国外交中可以尽情施展其
这方面的才能。
但是，孔子更主张“辞，达而已矣”，出言吐语，能够让人通达易晓即可。
有口才的目的是通达地表述实际意义，而不是片面地以巧言胜人、以美辞绕人，更不是要以曲解他人
之义而为自己的主张服务。
于丹教授表述的《论语》“心得”的方式，是以其滔滔不绝的辞藻堆砌和危言耸听，直让闻听者应接
不暇，根本没有独立思索、静心回味的余地，而只能沉溺在其高谈阔论之中，旋转在其似是而非的对
《论语》章句的曲解误读之内，滞留在其空洞无物的所谓励志教条之间。
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论语》“心得”，基本符合孔子所定义的佞人之行，使我们不得不“一言以蔽
之”日：“是故恶夫佞者！
”有口才并不是罪过，令人厌恶的是言之无物，甚至言之乖谬。
佞人的问题出在了“佞而不仁”，没有用口才表述仁道，而是表现了诡道。
比如说“幸福”，窃以为幸福就是幸福，未闻尚有于丹教授所说的“清亮的幸福”。
难道世上还有“浊暗的幸福”，或其他不幸福的幸福吗？
再比如说，“宽恕”之“恕”与“忠恕”之“恕”本来不同，就不应该像于丹教授一样，以一番巧言
使之混同。
凡此种种，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远离“佞人” 。
我们想提醒于丹教授的是，即使你瞧不起以学者的身份踏实钻研学问，也不必以教授的大名糟蹋学问
。
　　第三，释读经典与社会责任。
“佞人”之“殆”，最危险的莫过于无视士人的社会责任。
尽管目前有所谓“国学热”，但在这个国学之“热” 的背后，却是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国学之“冷”。
由于这半个世纪的远离传统文化、不尚诵读经典，致使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没有机会专门
接触传统文化的大约50岁以下的人们，对于传统经典近乎一无所知，遑论比较全面和可靠的理解。
在当前全社会都认识到传统文化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想自己补上
这一课，也希望子女们不要再有当年的遗憾。
同时，还有更多出身社会的年轻人也迫切要求以传统文化充实自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为，广大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授业解惑者，还是钻研学问者，都应该从端
正社会风气、关心青少年成长的角度出发，把这样的社会需求看作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以认真的态
度，踏实的学风，正确的知识，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呈现给渴望的人们。
而绝不能以“心得”为由，把个人肤浅的理解甚至有意的曲解广为散布，从而把一份应负的社会责任
抛在脑后。
　　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心得》扩大了《论语》影响、提升了《论语》的知名度，可我们依稀
记得，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也是使孔子家喻户晓，成为尽人皆知的“孔老二”了吗？
也有人说，于丹教授的《于丹心得》使高高在上的传统经学研究走出了纯学术的象牙塔，可我们感觉
到，象牙就是象牙，不必要等同于朽木；还有入说，于丹教授凭借《于丹心得》所获得的名与利，令
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汗颜无语，可我们恪守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顺便说一句，孔子在此所说的“义”，并不是于丹教授所理解的“道义”，而是“适宜、妥当”。
也就是说，以曲解和误读《论语》所获得的名与利，是不适宜的，不妥当的。
在此，我们并不想做思想保守的卫道士，只是想强调一份读书人的责任心。
　　学棣马氏千里，孜孜研读《论语》有年，著成《的管理智慧》等大作，力图以《论语》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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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良有以也。
千里释读《论语》虽有异于余，但他之两项原则略胜于丹教授的“心得”旨趣。
一项原则为，先去尽力弄懂（《论语》之所云，再言说自己之心得；再项原则为，《论语》所讲乃《
论语》思想，《论语》思想对企业管理之启发则为现代人眼中的《论语》思想之现代意义，二者绝不
混同。
有鉴于此，余与千里颇能交流，以期使《论语》之学术研究与现代精神相融通也。
千里之新作《当遭遇于丹》，直指于丹教授释读《论语》之舛误、荒谬之处，论证详博，说理透彻。
余读之，多有共鸣，故遵嘱作此小序，庶几尽书生之责耳。
　　2007年3月6日 于山西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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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论语〉遭遇于丹》从揭露硬伤、纠正错解人手，全面批驳了《于丹心得》一书对《论语》
思想的歪曲和所宣扬的“新阿Q精神”。
　　《当《论语》遭遇于丹》旨在让广大读者清晰认识《于丹心得》一书的谬误，进而准确理解《论
语》章句、孔学思想，对树立独立思考、不唯权威的治学精神和批判精神，大有裨益。
　　《当《论语》遭遇于丹》既可供学术研究者参考，亦可作为《论语》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揭批于丹谬误，还原经典真相！
《当《论语》遭遇于丹》作者马千里在深圳开了一家企业管理咨询机构，曾出版过《论语的管理智慧
》一书。
　　《当《论语》遭遇于丹》完全按《于丹〈论语〉心得》的结构来写。
全书从揭露硬伤、纠正错解入手，全面批驳了《于丹心得》一书对《论语》思想的歪曲和所宣扬的“
新阿Q精神”。
《当《论语》遭遇于丹》旨在让广大读者清晰认识《于丹心得》一书的谬误，进而准确理解《论语》
章句、孔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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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篇 非孔子的“天地人之道”第一章“予欲无言”是说孔子行的是“无言之教”吗？
第二章“民信之矣”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吗？
第三章不得不说的“颜回之乐”第四章莫名其妙的“拿得起，放得下”第五章“能近取譬”就是“从
身边小事做起”?第二篇 小妮子的“心灵之道”第一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孔学含义。
第二章“患得患失”所说的是何“得”伺“失”?第三章子路“无所取材”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吗？
第四章“君子”不应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五章什么是真正的勇敢?第六章说说“泰”和“骄”第七
章“可与言”和“不可与言”所指伺“言”?第三篇 侏儒式的“处世之道”第一章“以直报怨”岂能
麻木般的“坦然”?第二章“事君数”章不能证明“豪猪的哲学”第三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底
是什么?第四章把孔学的“义”翻译成“道义”准确吗?第五章于丹最缺乏“慎言其余，-则寡尤”的精
神第六章“敬”和“安”被矮化，故意还是无意？
第四篇 半截子的“君子之道”第一章宽和不争的“隐君子”第二章“穷并幸福着”的“君子儒”第三
章“无恒产者”的自我安慰和麻醉(上)第四章“无恒产者”的自我安慰和旆醉(下)第五章坐井读《论
语》，经典成怪论第六章矮化《论语》后，于丹仍难自圆其说第五篇 不须友的“交友之道”第一章益
者何益?损者何损?第二章“于丹式快乐”的三步曲：“修身、自欺、穷乐呵”第三章“侍君之论”成
“闹聊技巧”纯属妇人之见第四章强拉硬扯说“三戒”第六篇 隐士式的“理想之道”第一章于丹焉知
曾点之志哉!第二章下岗职工的“甜枣核”第三章挑破理想之道的“虚晃一枪”第七篇 苦行僧的“人
生之道”第一章“志于学”：做好“舍弃”和“历练”的准备第二章“三十而立”：内心修炼的于丹
心法第三章“四十不惑”：放弃外在追求第四章“五十而知天命”：听天由命第五章孔子最终成为“
于丹教”宗主附录好圆滑的老头子《于丹(论语)心得》引文释义硬伤大观《论语》原文及部分诠释后
记感谢于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论语遭遇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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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