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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2》

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论语》为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对《论语》解读注释之书，浩如烟海，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本书作者以权威版本为底本，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博采众家之长，力求融会贯通
，解证更加精当独到，使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一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本书是《悦读论语
》的第二卷？？熟知?之说，着重讲述了忠恕之道，介绍了祭祀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述说了中国早期
的贤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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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2》

作者简介

陈平，笔名狼心苍苍，1967年出生，1989年参加工作。做过工人，做过技术员，跑过销售，开过公司
，经营过饭店。一直想做个有钱人，一直没钱，一直醉心于中国古文化，已出版《儒家堕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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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2》

章节摘录

3.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是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一种舞蹈，
每行八人，称一佾，共八行，称为八佾。诸侯可以享用六佾舞，大夫可以享用四佾舞。    季氏是鲁国
的大夫，根据级别，他只能享用四佾的舞蹈。    季氏在自己的家里公然享用天子的舞蹈属于僭越的行
为，是礼崩乐坏的一种现象。僭越从心理上讲是非常好理解的，就像一个孩子趁父母不在家叼一下父
亲的烟斗、玩弄一下父亲的剃须刀一样。又如主人不在家，坐在主人喜欢坐的椅子里摆一摆主人的派
头、模仿一下主人的仆人，也是一样的心态。    但是，如果主人在家的时候，仆人也堂而皇之地享受
着主人的待遇，就说明这个家庭出了问题。    鲁国国君失权，季氏用实际行动享受了一下国君的生活
（因为周公的关系，鲁国是所有诸侯国之中唯一可以享用天子礼仪的国家，所以季氏用八佾舞僭用的
是国君而不是天子的礼仪），享用八佾舞蹈事件在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孔子为什么反感季氏享
用国君的礼仪？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第一，季氏享用八佾舞并不是偷偷摸摸的事情，这说明鲁国国
君失去的不但是权力，还有国人的拥戴，没有一个君王在国人拥戴的情况下能失去政权，即便失去也
是暂时的。    第二，国君失去国人的拥戴说明了一件事情，鲁国的现任国君或者某位前任国君，为政
时没有尽到一个国君应尽的职责，导致了民心背离。    晋国的赵简子曾经和史墨探讨过这件事情。那
是鲁昭公在与三家大夫争权的斗争中失败，被驱逐出鲁国，死在了国外的时候。按照礼乐制度，一个
国家的君主如果被臣下驱逐出来，其他的诸侯国有义务帮助他平乱复国。    赵简子问史墨：季氏赶走
了国君，国内的人顺服他，诸侯们跟他的关系也都很好，国君死在了外面，竟然也没有人向他问罪，
这是为啥？    史墨说：任何事物都有主有次，就像天有日月星辰、身体有左右、人有配偶一样。王有
三公协助自己，诸侯有卿大夫来帮助自己。上天降生下季氏，就是为了做鲁国国君的臣子的，季氏家
族作为国君的佐臣已经有好几代了，这几代人做事一直勤勤恳恳。相反，鲁国的国君则连续几代过着
放纵安逸的生活。老百姓忘记国君、心中只有季氏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从鲁国国君失政开始，到现
在已经是第四代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皆然，古代三王的后代现在也都是平民。所以，
作为君主来说，应该谨慎地对待器物与名位，不能假借给别人。    史墨说器物与名位随便假借给别人
不是指将君主的礼仪赏赐给别人，而是指行使民政获得民心的机会。    器物与名位在古代不仅仅是一
个人地位的标志，隐藏在这标志后面的是他对臣民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国君长时间不能尽到
自己的职责，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权力。在国君失去权力的过程中，器物与名位在名义上还属于他，
实际已经掌握在实权者的手里了，这就是所谓的将名位与器物假借给别人。如果握有它的人以此来积
德行善，收复民心，时间久了就会发生政权的更迭。    在将器物与名位假借给别人这件事情上，儒家
的理解与此不同。程颐认为礼乐崩坏从周成王将天子的礼仪赐给周公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僵化地理
解器物与名位的结果，不知道名位和器物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一种为民服务的机会。如果你
不能为人民带来好处，不能获得人民的拥戴，就算是把这些代表等级的仪仗藏到保险柜里不给人看，
还是一样会被人取代。    第三，礼乐文化是赞同政权随着民心转移的。“君主无常位”，谁能得到民
心，谁就是君。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对季氏八佾舞于庭这样反感呢？    从礼乐文化的角度来看，最
好的政权更迭方式不是武力获取，而是禅让，所谓禅让并不一定是上代君主直接将位置让给下代君主
，而是根据民心的趋向交接权力。    当时季氏虽然掌握了鲁国的政权，也获得了民众一定的支持，但
是还没有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季氏应该继续行善政、累德行，而不应该贪享不
属于自己的礼仪，这种行为是非常浅薄的。    第四，礼仪虽然只是一些表面的程式，却代表着一种秩
序，如果一个国家的礼仪乱了，则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秩序乱了。    鲁国国君失政、陪臣篡权并不是一
种偶然的现象，如果季氏能一直兢兢业业，怎么会被家臣篡了权呢？就是因为季氏的后人把心思放到
了八佾舞于庭这种事上了。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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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2》

编辑推荐

全新的《论语》解读，不一样的《论语》心得。    陈平编著的《悦读论语（第2卷熟知禘之说）》是《
悦读论语》的第四卷——政以孝为先，领略孝在古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体会敬、信、节用等诸理念
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感悟礼在古今文化中的差别以及君子与小人的理念在古今文化中的不同。以历
史为参照，以谁给帮标本，读《论语》中的故事，体味孝、敬、信、节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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