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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前言

1    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实行了一套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理念是这样的：以天子为首的贤人集
团统领着社会，他们愿意按照一种制度约束自己，并以之为准绳，治理天下，让自己治下的人们能安
居乐业。检验他们工作做得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六个字：近者悦，远者来。    总而言之，就是要让跟
随你的人有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让那些距你万水千山的人，愿意到你的国家来生活。    如果一
个国家的政治能够做到这样，就算合格了，人们称这种政治为“仁治”。    无论谁，只要能把他的国
家治理成这样，将获得全天下人的拥戴，人们会纷纷地涌向他，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因此，实行仁
治的那套制度，就被称为仁道，也有人叫它王道——致王之道。由于这套制度必须运行于礼和乐搭建
的平台之上，所以被后人称为礼乐制度。    在礼乐制度运行了几百年之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根据
当时希腊已有政体的缺点，设计出了他认为可以完美弥补当时各种体制缺点的一套制度。按照这套制
度模拟出的社会模型是这样的：在一个社会里，有三等人，最高的一等是哲人，哲人啥都懂，有道德
，有能力，还爱操心，愿意肩负起管理国家之责，是天生的当国家领导人的材料；其次是武士，能肩
负保卫家邦的职责；再其次是平民，没啥别的能耐，就会搞生产。    在柏拉图设想的这个国家里，统
共就这么三类人，这三类人就这么在一起，安详地生活着。    仔细对比会发现，柏拉图设计出的这种
制度，在本质上与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一样的，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贤人政治。    2    柏拉图曾经在西西
里岛推行过他的制度，失败了。为此，他总结道：如果某人管理人间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
然产生傲慢和不正义。    也就是说，柏拉图所谓的哲人，只存在于他的理想之中，在现实中是很难找
到的，这也无怪乎他将自己的那套未来社会的模式称为理想国。    同样是贤人政治，为什么礼乐制度
在中国取得成功了呢？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古代的中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地广人稀
，资源比较丰富，与人相比，土地多得不可胜数。    古公在豳地受当地土著的欺侮，不得安生，带着
他的族人迁徙到了岐山，盖几套房子，围上一道墙，建成城堡继续过日子，没人跟他收土地转让费。 
  地多人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齐桓公时代，卫国被戎狄灭国，齐桓公带领几个诸侯国
，换个地方，替卫国人筑个城，一个新的卫国又诞生了。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个国家力量的不是
土地的广狭，而是人口的多少，有人就有地。人多力量大，不是乱讲的。    第二个原因，只有人多还
不成，人们还得与执政者同心。    有思想的动物，你对他不好，他可是长腿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谁对他好，他就去谁那里。就算哪里也去不了，总跟你捣蛋，你也受不了。所以，如何获得民心，就
成了古代执政者首先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经过不断的探索研究，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谁对老百姓
好，谁就能得民心；谁如果得了民心，就能得到整个天下。    古人迷信，相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全部由神主宰，所以他们就将这个规律，用一种迷信的方式诠释出来，传授给后人。简单地说，这套
理论是这样的：人间的王是上帝派在人间的代理人，负责管理民间事务。而人民则是上帝的主人，王
的工作究竟干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反应如何，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这个意思
。    如果人民满意了，上帝就会让这个王继续干下去，如果人民不满意，那么上帝可能换一个人来代
替他管理民间事务。这实际是告诫后人，真正决定你们命运的是你领导下的人民，一旦他们厌恶你了
，你就完了。这说明，在古人眼里，执政者和民众不是谁求谁，谁比谁更高、更强的关系，而是一种
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分工。    这套理论，不但适用于王室，也适用于诸侯。因此，春秋时期
的国君和大臣经常念叨这套理论，每当碰上有国君不正干了，就有大臣出来给他讲天命论。    这是让
权力者感到非常纠结的一套理论：听吧，这个玩意儿太约束人，有钱有权不能享受，确实让人着急；
不听吧，人家说得还挺有道理，历史上许多人就是因为不按照天命论的指导去做，结果倒了大霉。比
如说夏桀和商纣，时不时地被拎出来当反面教材，诉说一番。经常是说的人唾沫星子横飞，听的人脊
梁沟子冒凉气。    后来，天命论被当成了愚弄老百姓的工具。但是在春秋以及之前的时代，它似乎没
打算愚弄谁，如果非要说愚弄不可，愚弄的也是那些执政者。    第三个原因，贤人政治着重在一个贤
字上。它要求执政者不但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既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甘受约束，又要愿意承
担社会责任，这么高难度的事情，谁愿意做？    对此，礼乐制度是这样考虑的：为了鼓励有能力的人
为社会服务，它向贤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只要你有本事，为社会做的贡献达到某种程度，就可
以给你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社会级别，凭这个级别，你可以享受某种待遇，以此来鼓励那些有能力的
人参政。    按照俺们先人的观点，一个人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想跟自己喜欢的异性卿卿我我，都
属于正常的人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与柏拉图相比，他们
对人性更为了解，知道执政者也不是雷锋，都有七情六欲，所以，礼乐制度将个人待遇与个人职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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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合起来，并提出了专门针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使大家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这样，有权的人约束
起自己来，也就有劲头了。    给你好的待遇，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服务，如果不正干，就
要你好看。这种思想，就是俺们先人发明出来的，过去的人们通常称这种待遇为富贵。今天我们也可
以用一个时髦一点儿的、更切合其本质的词语来描述它：高薪养贤。再比如那些希望考个好成绩的人
，虽然刻苦学习是比较闷气的事情，但想想能有个好分数，还是值得的。    第四个原因，国家小，国
家众多，国家间的竞争非常厉害，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而且可选择的余地大。    只有人民可
以自由地迁徙，才能迫使执政者实行仁政，你不好好干，人跑光了，等敌人打来的时候，你一个人跟
人家玩单挑？    ⋯⋯    10    总结《论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三条：    (1)忠恕之道。    (2)中
庸之道。    (3)君子之道。    忠恕之道是一切社会规范的理论基础，西方称之为道德金律。任何制度与
道德，只有与忠恕之道的精神相合，才会符合大众的利益，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中庸之道如果简单
地表述，就是做事时，要有最理性的态度，要把握最恰当的分寸。    要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的，所
以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君子之道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像什么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等等。    11    
要搞清楚《论语》讲的是什么，除了要了解上面所述的常识之外，还必须搞清楚“君子”、“小人”
两个词的基本含义。    君子和小人是《论语>中出现最多的两类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对道德名词，
代表着从高尚到卑下的两个道德极端。在春秋时期，它们没有这么浓厚的褒贬意味儿。    在当时，君
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君子和小人是当时最简单的社会划分，就如同我们现在将社会划分为公
务员和老百姓两个群体一样。由于贤人政治对君子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君子有时也用来指那些个人能
力与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标准，具备从政资格的人。    搞不清这一点，对《论语》的某些章节的
解读，就会出问题。比如子贡曾经这样说：“君子之过也，如13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
人皆仰之。”有人根据君子是高尚的这种原则解读这一章：“君子有了错，大家都看得见，如果改正
了，大家更加仰慕他。”    君子既然道德高尚，有错误要改正。不是应该的么？有什么值得仰慕的？
如果有错不改，那还算君子么？子贡又不是一个糊涂蛋，好好的干吗说这种话？    如果对春秋时期的
文化有一些了解，就会知道，日食、月食在古人眼里代表着灾难，每当有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候，执
政者要赶紧沐浴斋戒，举行祭祀，向上天谢罪，一般老百姓则敲锣打鼓，希望日食、月食赶紧消去· 
  孔子用日食、月食比喻君子的过失，就是告诉人们，执政者的错误，就等于是人们的灾难。正因为
君子是执政者，所以他们的过失，人们会立马感知到，就跟今天一样，政府出台一个政策，是好是坏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大家不是马上就会有反应吗？    “更也，人皆仰之”，实际是用人们抬着
头盼望日食、月食消失的样子来说明，老百姓对君子所犯错误的态度是希望他赶紧改正。    像君子和
小人这样，古今含义发生了变化，人们却浑然不觉的词，在《论语》中还有一些，想真正搞懂《论语
》，必须留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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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内容概要

《悦读论语》是第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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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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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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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目录

第一章学而篇礼为诸义先1 第二章为政篇入世信为足191

Page 6



《悦读论语》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 1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这样评价这一章：“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人道
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 也有人这样问：是不是《论语》的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开明宗义
，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 我没有看出这几句话有这样深的含义。孔子讲的这三句话里，每句里面都
有一个“不亦”，这说明讲这话时，他正跟人探讨有关学习、交朋友和人不了解自己该怎么办这一类
的话题。这三句话可能是孔子总结性的发言，后人把它记录了下来，看到这三句话，就能想起那场谈
话，想起那场谈话曾经涉及的内容，以及大家各自的观点。 朱熹对第一句话的解读是这样的：人性皆
善，但是觉有先后，后觉者必须效仿和学习先觉者，才能将人之初的善性开发挖掘出来（“乃可以明
善而复其初也”）。不断地学习，就像鸟儿飞翔时要不断扇动翅膀一样。学了又能时时地复习，所学
烂熟于胸，心中就会感到高兴。心中一高兴，学习起来就更有劲头了，有一种刹不住车的感觉。这样
进步起来也就没个头了。 朱熹的这番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这种善必须
得挖掘出来，要挖掘出人之初的这种善来，就必须向先觉者们学习。既然人性皆善，为什么只有效先
觉之所为，才能明善而复其初？朱圣人没说，咱也不好乱猜，而且从孔子的话里，也看不出哪个地方
说到人性皆善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学起东西来，能时时地去捣鼓它，就会越来越熟，不
但越来越熟，而且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感，一旦这样，你想不学都不可能了。 很多人用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过别人，也有很多人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过。不过，“
学而时习之”是不是真有“不亦说乎”的功效？我总觉得有些玄乎，如果学习这种工作真有让人愉悦
之功效，现在的许多网吧、游戏厅的门上早该结满蜘蛛网了。 2 今天的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古代
的情况也差不多，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当官，求个出路。不过古人的觉悟没有现
在的人高，现在的年轻人想当公务员，是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古人从政的目的则是要追求自己的
富贵。 古人不但觉悟低，性子还直，一点儿也不觉得追求富贵有什么丢脸的。孔子自己就说：“富贵
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是儒家兴起之后就不成了，他们认为追求富贵是一件非常可耻的
事情，而且死活不相信孔圣人觉悟这么低，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孔子这句话的含义，最后得出了这
样一个结论：圣人未尝有意于求富也，岂问其可不可哉？为此语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尔。 人家明明
说富贵如可求，做啥都成，他偏偏要理解成富贵不可求，你说这可咋整？ 今天人们追求富贵的办法有
很多，除了当公务员之外，还可以打工。有人打工都打成了皇帝，一年能挣好几亿，你说这是什么劲
头儿？俺们这儿也曾经流行过一句俗语，叫“肥了长工，瘦了老板”，可见打工有时也不比当老板差
，确实可以致富。如果不愿意打工，你也可以选择种地，承包一片土地，过一把做“地主”的瘾。再
或者开商店、办工厂，干什么都行，只要别生产地沟油。这些本事你都没有也不用着急，毕竟这个世
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保证能吃饱饭，然
后有事没事地拿出几元钱来买买彩票，说不定哪一天早上起来，你就成亿万富翁了。 总之，在现在的
社会，只要你真干，发财的法门还是有的。 古代没有这么多选择，追求富贵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从政。
当然，除了从政之外，也可以经商，经商也能发财。孔子的徒弟子贡就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大财主，经
商的本事连孔子都佩服得不得了。但是古人在这方面偏偏追求又特别高，单纯的有钱他们看不在眼里
，或者说有钱没钱的倒不在乎，关键要有社会地位。 所谓的富贵，重在一个贵字上，贵代表了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要不怎么叫贵族呢。 在古代一个平民要有社会地位，就必须从政，要从政就必须有道德
有能力，要有道德有能力就必须学习，要学习⋯⋯得学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这就要看你自己的理
想和从政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了。 从政的起点是做一名士，从士开始做起。那么，一个好的士人的标准
是什么？ 孔子给出的合格士人标准是这样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要
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非要精研礼乐制度不可了。对于礼乐制度研究得越深，从政
的时候，处理起事情来就越得心应手。要达到从仕的目的，要做一个合格的士人，要追求自己的富贵
，就必须熟悉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满足于士，想做大夫呢？那就更得学了。要由士升为大夫，不但对
个人能力的要求更高了，还需要有机遇，得能为国家立下大功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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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编辑推荐

《悦读论语》是全新的《论语》解读，不一样的《论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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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论语》

精彩短评

1、一直期待一本书，能够把经典《论语》象读故事一样兴致盎然地读下去,《悦读论语》做到了：作
者把我们带入到春秋时代，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当时的礼乐制度和文化，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面对晦涩难懂的字句和典故顿时豁然开朗。而且，我不得不佩服
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每一个章节的解析，都不断将先哲大师们的解读通过对比来修正，还原和
贴近那个时代特色，不迷信专家，不炒剩饭。对我最有启发的是，作者对孔子以及孔子思想惊世骇俗
的论断和高度概括，智慧的火花在文中不断迸发：1、我们需要通过结合礼乐制度、结合那个时代的
背景来了解《论语》2、孔子一生研究的都在如何从政，他教授给弟子们的也是政治学；3、《论语》
就是一部政治参考书，它记载的道德不过是一种官员守则，它并不针对老百姓4、君子指执政者或能
力与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标准，具备从政资格的人，小人指老百姓。5、《论语》所涉及到的思
想内容，主要包括三条：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6、孔子不但享受到祭祀，而且他是中国
乃至全世界血脉传承最清楚的一个人，你找遍全世界，有第二个人么？合上书，你一定会象我一样感
叹：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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