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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释》

内容概要

《论语》是一本关于论理道德的书，开文体发展史上“语录体”之先河。它的语言简洁明快，要言不
烦，但又不失主动、睿智，并富有象征性。今天的不少成语典故源于《论语》，一些经典语句至今仍
活在人们的语言中。
    历史上的《论语》注疏可谓汗牛充栋，不下数百种，见仁见智。本书仅对《论语》作一个浅显简明
的注释，使一般读者能读懂字句。至于字句的歧义，一般只选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或采纳通说，
其他则不作介绍，也不作考证。《论语》几乎都是三言两语的语录或对话，没有前因后果的交代，没
有理论的阐述，仅明白字句含义不一定就了解这些话的要义所在，所以书中又作了简短的提示，但均
是点到为止，不作深入阐发，有个别章节因其浅显易明便不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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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里  仁   【原文】  子日：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注释】  里仁：居于仁者之里。
里，住处。择选择住处。处：居住。知：通“智”。    孔子十分注意选择居住的环境，即要与仁者相
居，与仁者相处。择居如此，择友亦如此，这是孔子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   【原文】  子日：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注释】  约：穷困，主要指仕途
而言。乐：亨达。安仁：心安于仁，则不受外界影响。利仁：仁为利而行之。认为仁有利于自己才去
做。    此章孔子提出人应该有自己的操守、气节。不仁的人，久困则为非，就要干坏事，长乐必骄奢
，腐化堕落。只有仁者才能坚定信念，不为外界环境所影响。而智者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智者是认为
仁有利于己才去做．有利则行，无利则止。后来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盖源于孔子的这种思想。   【原文】  子曰：“唯仁者能
好人，能恶人。”   【注释】  好(hao)：喜爱。恶(wu)：憎恨，讨厌。    孔子此章讲人的好恶问题。自
然．人人都有好恶的心理情感，但却往往喜怒无常，以一己私利为标准，对己有利则喜之，对己不利
则恶之。而仁者却不是这样，他是以仁为标准，没有私心，自然公正。凡是人之善者就爱之，人之不
善者则恶之。只有一切从仁出发，才能有正确的爱和恶。    【原文】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    【注释】  苟：诚，如果。无恶：不会做坏事。    孔子这段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一个人心
存仁志，即思想好，那他就不会去干坏事。另一种解释是，如果一个人心存仁志，即使做了坏事，也
不算坏事。于是就可能产生一种“诛心”的不良后果。《盐铁论‘刑德》：“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
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原文】  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
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注释】  恶(wu)乎：何乎，怎么。终食：吃饭结束。造班
：仓猝，急遽。颠沛：偃仆，跌倒。    此章孔子论述人的义利观。他认为富贵是人之所欲，但应该以
其道而得之，即取之有道。贫贱是人之所恶，但应该以其道而去之。这里，取舍的标准是一个“道”
字，道即仁，即义。如果一个人丢弃了仁，又怎能叫做君子呢?所以，既然是君子，就应该每时每刻都
不背离仁，再匆忙也要这样，再困顿也要这样。人不要见利忘义，而要见利思义。这就提出了有关人
生的根本问题：怎样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个人和他人利益的问题。孔子的见解在
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原文】  子日：“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
，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
也。”   【注释】  尚之：超过它。加：施。盖：大概。        此章孔子强调道德修养要靠自觉努力。好
仁者是最高层次，恶不仁者则次一个层次。因为恶不仁者，仅仅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明
哲保身。对于用力于仁之人，孔子说他未见力不足者。因为仁是一种自身的心性修养，即使体质孱弱
，也能实行，“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存在力不足的问题。这里强调了主观自觉的能动性。    【原文
】  子日：“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注释】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人的过错
因人属于不同的类别而各不相同。如农夫不能种田，就是他的过错．若不能写字，就不是他的过错。
党，类。观过，斯知仁矣：《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仁有三种不同情况，即安仁、利仁、强仁
。安仁是无条件地实行仁，利仁是于已有利才实行仁，强仁是畏罪才勉强去实行仁。因此，只了解他
是否实行仁，从他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仁了。    此章孔子论述考察一个人要把他的客
观行为和主观动机结合起来，看他属于哪一类的性质。    【原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注释】  朝：早。道：事物当然之理，事物的本质规律。夕：晚。朝夕是指一日之间。    孔子把闻道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说朝闻夕死都无憾了。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社会无道的不满和对有道的社会
的憧憬。    【原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注释】  士：习于学
，有德行道义的人，称为士。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恶衣恶食：简朴的衣食，粗表淡饭。    此章论
述人对生活的态度。如何对待恶衣恶食虽是小事，但却关涉人一生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孔子以为，
“耻恶衣恶食者”是不屑于与他们谈论仁与礼的。    【原文】  子日：“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
莫也，义之与比。”    【注释】  无适也，无莫也：一说“适”通“敌”，“莫”通“幕”，即敌对和
爱幕。一说“适”即“厚”，“莫”即“薄”。两句意为：没有仇敌，也没有爱慕。或者无厚无薄，
不厚此薄彼。比：亲近，相从。孔子认为，君子对于天下的事，设有绝对的反对与赞成，只是看这件
事是否与义相符。    【原文】  子日：  “君子怀德，小人怀士；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乡土，思念
田地。怀刑：安于刑罚，谨守法纪。怀惠：思念恩惠。    此章孔子言君子与小人思想境界的区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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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重道德。小人重生存。君子不忧衣食问题，可以专心于道德修养．小人惟饥寒之忧，自无恒心，便
无暇顾及精神修养。同时孔子告诉在位者，要给小人以实惠，实行仁政。    【原文】  子曰：“放于利
而行，多怨。    【注释】  放于利：放纵于利，无所节制。多怨招致许多怨恚。    此章仍然谈义利关系
。如果事事都以是否于己有利来衡量．那么必然会招致很多怨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相互的．
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了，必然损害别人的利益。     【原文】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     【注释】  怀
德：安于德，思念德。怀土：安于  ，    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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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论语》是一本关于伦理道德的书。汉代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
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由他
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和一些弟子的言行而编写成书。全书分二十篇，共一万一千多字，
为儒家的经典著作。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
十二年)。其先是宋国人，贵族。至曾祖时迁鲁，失去卿位，成为平民。孔子出身贫贱，年轻时做过管
仓库的“委吏”和主管放牧的“乘田”。但他勤奋好学，到三十岁已很有成就，并开始设馆办学，招
收子弟。他一生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贡献很大。孔子先后在鲁国任过中都宰、司空、司寇，还
代理过一段时间宰相。但鲁国国君昏庸，于是他带着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到过卫、宋、陈、蔡、楚、
齐等国，终因其主张不合时宜而得不到重用。六十八岁时返鲁，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整理著述。卒于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二岁。    孔子的整个思想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其核心是一个
：‘仁”字。仁者，爱人。这个“仁”既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而主要是要求自己。自己的思想、
情感、行为都要合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
”和“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把这种仁用之于家庭就是孝悌，用之于朋友就是义，用之
于国君就是忠，用之于政治就是仁政。总之，一切都以仁为根本。    与仁相联系的是礼。仁是人的内
在修养，礼是人的外在修饰，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礼的内容包括各种典章、制度、仪式乃至每
个人的仪容、衣、食、住、行等外在的表现。把人们都纳入礼的制约之中，家庭、社会就会显得和谐
、安定。    个人对仁、礼都不能生而知之，只能学而知之。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行结合，主张求实、虚心、多问，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主张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诸多教学方法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
用。    孔子主张看问题持中庸的观点，认为任何事情都要适度，不走极端，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
在政治上要宽猛相济，在艺术上要有中和之美。同时又主张“权”，就是灵活处理，不必拘泥于言必
信，行必果的小义。    在人格上，孔子主张独立人格。“匹夫不可夺志”，为了人格的尊严，可以“
杀身以成仁”。同时要有一种积极上进、开朗乐观的精神，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要不知老之将至。 
  诚然，孔子的思想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历史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也有
它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
说它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征。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
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统治的理论基础，而《论语》则成了读书人的必读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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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尼玛看到这个版都想哭了 这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日礼物礼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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