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新解（套装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语》新解（套装上下册）》

出版时间：2012-2

作者：傅佩荣

页数：7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论语》新解（套装上下册）》

内容概要

《傅佩荣: 新解(套装上下册)》为当代著名学者傅佩荣先生将《论语》的思想结合历史与当下社会现实
所作。《傅佩荣: 新解(套装上下册)》的视野广阔，作者以开阔的心胸，打通中西文化，处处闪现着独
特的观点和视角。此书对于反观自身和思考社会现象能起到不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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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套装上下册）》

书籍目录

超越时空，了解孔子学而篇第一  全方位的学习与成长  进德修业，追求至圣境界  孝悌是行仁的出发点
 以“仁”彰显人生的整个历程  永远保有内在的真诚  真正的孝顺  审慎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在生活里具
体实践知识  以灵活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尊敬死者，才能使生者珍惜生命  感怀尊重长辈，就不离
孝心  对生活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正面思考，精益求精为政篇第二  “为政以德”与“无为而治”互相配
合  《诗经》可以引发人的真情  立志求学，磨炼安身处世的能力  化命运为使命  人的使命感有三种来
源  关于“耳顺”的争议  顺应天命，天人合德  孝顺之心，也要合礼法  将所学落实在生活  小事谨慎，
方可成大事  从旧东西看见新价值  把经典当做心灵的量尺  开诚布公，广结善缘  如何与小人相处  知识
要和生活经验相互印证  以切磋代替批判  自我实现在于生命全方位的要求  庄严和仁慈并重  生命需要
开展  礼应视人性情感需求而调整  “不当为而为”与“当为而不为”  是人常犯的毛病  孔子的宗教观
八佾篇第三  缺乏真诚的心意，礼乐变成做戏  礼之本：真诚的心意  礼展现原有的美质  天是宇宙万物
的最终依归  礼是双方面的尊重  情感表达要真诚且合宜里仁篇第四  美是因为其行为符合善的要求  仁
者顺应内在的要求  内在的快乐不依贫富而转移  君子行仁之道乃持久  只要努力以赴就可以达成“仁”
 过错的相反就是正路  生命在于顿悟  “应该”的判断就是道义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礼让带动社会的良
性循环  尽己之心，推己及人  “一贯”说  服事父母，不违不怨  罪恶感和羞耻的差别  凡事要收敛公冶
长篇第五  师生共赴理想的相惜之情  即使做大官，也不见得能行仁  学生不必一定不如老师  对人要听
其言，更要观其行  无欲则刚  行仁的要求  智与愚要看情况而定  单纯会带来生命能量的集中  真诚是从
内而发的力量  情义远重于个人财物  化除人我界线，走向无私的目标  改造世界，变成人间天堂雍也篇
第六  心不要受情绪的影响  君子要努力做到“无私”  创造金钱的更大价值  人才不问出身  把命运转变
成使命  人的生命由内在决定  从真诚出发，自然就有正直  择善不能脱离个人生命的具体处境  敬鬼神
而远之  耍小聪明无助于学习  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述而篇第七  祭祀祖先，是为了心灵的超越  真正的
快乐由内而发  超越生命既有的限制  天是德行的来源  将道理落实于人生，才能进步  行仁的力量出于
自我的要求泰伯篇第八  美德也需要适当规范  爱护身体，戒慎行为子罕篇第九  天是文化传统存亡的最
后裁决者  樊迟问仁  个人生命与宇宙万物相通  观天知命，慨然心受  培养知情善感之心  凡事不可欺天 
文化的优美在于凸显人性  岁月如流，生命不能回头乡党篇第十  孔子的养生之道  对待食物也要虔诚感
恩  以人为价值的主体  不以贫富来衡量朋友的价值  朱熹的“天理”说先进篇第十一  选用人才的原则  
有文化素养，才会历久弥新  真情相待最可贵  感叹天命与人意相违  好好活着，才能面对死亡  人生的
理想之道——中庸  服人之口，未必能服人之心  自由的生命情调颜渊篇第十二  “克己复礼”的辨析  
化被动为主动  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活着有尊严，才有生活质量  名实
相符方可安国  善用政治领袖的影响力  消除积怨不如自己改过  文化的三个层次  理念是生命的重心子
路篇第十三  领导者最大的影响力  真切务实方能成事  善用统治者上对下的影响力  《诗经》的用处—
—学以致用  胜残去杀  为政之道：慎言慎行  正直来自真诚的情感  不完美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面对生命
的不完美  人生有时要知所变通  “进取”或“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了解一切就会宽容一切  敌人可
以让我们学到教训  在适当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宪问篇第十四  不可太过留恋安逸的生活  使百
姓安居乐业是最大的恩惠  “非人”论  替别人设想  心灵与天交流  儒家和道家面对人生的抉择卫灵公
篇第十五  仁和义都是善的具体表现季氏篇第十六  大臣肩负的重责大任  人的好坏是趋势造成的  有益
的快乐是与人为善  有害的快乐是不收敛节制  约束本能的冲动  敬畏天命  尊重政治领袖  效仿先圣的经
验和智慧  人生需要严肃  在行动中不断练习反省能力  明确对待善与不善阳货篇第十七  怀才者顺时而
出  自主实践的道德，才能体现价值  时时心系天下  光有品德不够，还须具备学习的智能  读《诗经》
的好处  礼出自真诚的心意  不分善恶会有潜藏的危机  坚持原则是因为内心对理想的执著  正确看待优
点和缺点  外在行为规范的根源来自内心  人性不能离开生命的存在及成长  大孝终身慕父母微子篇第十
八  儒家可贵在于入世  尊重长幼之节也要兼顾君臣之义子张篇第十九  尊重人才，接纳凡人  求知的秘
诀是有恒  掌握核心精神，就能采取适当行动尧曰篇第二十  王道的精神是爱民如己  重视人的生命结构
 慎终追远  推崇“五美”，排除“四恶”  “知命”，“知礼”，“知言”  对儒家误解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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