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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 孔子的一生》

内容概要

近百年来中国人似乎都在刻意试图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可是，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还是“儒家文明
”！那么，在我们民族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时光里，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之所在？什么是中国人之为
中国人的精神根本？什么是中华民族“心魂”最终的安家之所？透过孔子的一生，我们也许能找到答
案。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遗传了父母的优点，身材高大，有一米九左右，在相貌上是个标准的古代大帅哥。但他出生于落魄
的贵族之家，很小就没了爹，一辈子都靠自己在奋斗，一点没有“富二代”、“官二代”的运气。
他从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这年学有所成，知礼法；四十岁时对自己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不再
疑惑；五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天生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六十岁时听什么都觉得顺耳了；七十岁时干
什么都不会破坏规矩了。
他虽然少年丧父，中年无妻，老来丧子又丧徒，但他一生奋进，一生坚持一个理想。不论身处何地、
有如何的境遇，一生都在乐观中不断攀升进取，他那种对理想的坚持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著，不
是凡夫俗子、小愤青、老愤青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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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山，河北新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启功先生弟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先秦两汉文学、《诗经》研究领域卓有成就，是中国《诗经
》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中国文化史》、《先秦文化史讲义》等专著多部，
在《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李山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春秋五霸”系列（29集）。2012年再次在“百家讲
坛”主讲“战国七雄”（24讲）。曾被北师大学生票选为“十佳教师”。”还是“评师网”全国最受
欢迎的“红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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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章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落魄贵族出身
孔子为什么姓孔
孔子父亲的战功
司马迁为何说孔子是“野合”而生？
孔子从小就异于常人
第二章
学：改造我们的天然品质——孔子办教育
学习是用来改造人的自然品质的
教人不问贵贱
办平民教育是一大突破
教学不搞填鸭
第三章
引导民众走正确的路——孔子论政道
名正了，言才顺，事就能成
以身作则，搞“文德”政治
做政治的，要知道举贤才
举贤思想在后代有响应
第四章
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阳虎之乱
从政路上的拦路“虎”
鲁国“三桓”的故事
阳虎出逃，孔子出仕
第五章
出仕为的是“义”——孔子从政
牛刀初试
学问必须落到行动上
打击三大家族断送了政治生涯
离开父母之邦
第六章
“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孔子周游列国
先富民，再教化
孔子与南子的事
在匡被围
“丧家狗”
第七章
人世的拯救终须人来做——孔子南游的另类遭遇
陈蔡绝粮
与叶公论道无果而终
回应隐士们的冷言冷语
重返鲁国
第八章
不妥协的“国老”——孔子回国后的生活
编外老大夫的议政
藏富于民才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坚守礼法的固执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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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他人也是人——孔子的“仁”道
“仁者，人也”
孔子“仁”之所指
恕：与人性的狭隘作斗争
第十章
为中华文化续命——孔子的人文观及整理《诗》
文化“损益论”：延续+变革
什么是孔子的“人文”之道
孔子如何读《诗经》
第十一章
礼：重塑和谐的社会——孔子与周礼
“修起礼乐”
有“礼”有“乐”就有社会和谐
生活中处处是“礼”
“礼”也是需要损益的
第十二章
“真理高于一切”的修史原则
——孔子与《尚书》《春秋》
《尚书》有真有假
高扬周公之德
“王道”面前人人平等
《春秋》丰富而开放的精神内涵
第十三章
点石成金，将古代占卜文献提升为人生哲学
——孔子赞《易》
古代的占卜
千古之谜的破解
以哲学眼光读《周易》会大不同
由赞《易》而提出“中庸”之道
第十四章
天字一号的“教书匠”——孔子和他的门徒
亦师亦友的颜渊
孝子闵子骞与冉耕、冉雍
宰我与善“货殖”的子贡
“李逵”一般的子路
各有才华的其他弟子
第十五章
木坏山颓，哲人其萎——孔子之死
爱子与爱徒的离去
冉有的背叛
生命虽远去，精神不死
尾声：孔子是个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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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棒的书。推荐中文历史哲学的孩子们都要读的。万世师表孔子！
2、此李教授胜于彼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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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八年之前我曾写过一篇《“仁”字后面的人民性》，那时去尝试研究了一下孔子，但毕竟由于学
识有限，受所写文章主题的限制，了解的很少，局限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等等，似乎并没有
接触到他生活的历程，也即孔子在我眼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被神化的人！如今，李山
的这本《永不妥协的大生命：孔子的一生》将孔子从神坛上扶下来，让我对孔子有了一种真实的认识
，他原来也是常人，只不过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实践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一命题！书中从孔子姓氏
的来源出发直至孔子的逝世，向我们描述了孔子的一生。历史不能重复、作者虽然是根据既有的历史
资料来进行研究，但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融于其中，其语言诙谐
幽默，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呈现在我们面前！随着作者的叙述，孔子一生如画卷一样徐徐展现在我眼
前，其激荡澎湃、失意落魄让人慨自己人生之庸庸！书中牵扯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对姓氏方面
知识的讲解，如“叔梁纥”中的姓氏知识。关于孔子是父母“野合”而生，这个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
，即“野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李山据经引典，从《诗经》及历史遗迹等，提出了自己合理的解释是
值得信服的！在书中，作者在讲述孔子一生的同时，无意中也宣传了一种育儿理念。依据作者所言，
孔子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父亲在其三岁时就去世了，是由母亲养大的。并举了孟子、欧
阳修等人都是由母亲养大的，由此给我们了一个佐证，那就是“好的母亲能够影响三代”。孩子优秀
与否，母亲的作用很重要！孔子虽然是礼法的尊崇者，但他并不是顽固不化、因循守旧者。根据作者
的叙述，孔子认为礼法应该是沿着贴合人情的表达方面不断完善变化，并不是一味地抱着老礼不放。
这一点也给以我们启示，既然伟大的孔子都这样，那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其学习，如在丧葬习俗
、婚俗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因时制宜？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详细地了解到了孔子为什么会一生都没有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找到政治归宿，然而这只是现实层面的失意，从精神层面看，孔子却拥有
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乐观通透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理想的实现，不仅仅是有才华就能解决的，还
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并不代表他是失败的！在那样一个乱世，他能够
提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政治理念，已经是成功！孔子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生命中坎坷不断乃至
悲壮，但只要秉持信念，生命亦能光芒四射!
2、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孔子也会是一个成功伟大的人。因为他具备了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特质。首
先，他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论语》的第一篇，他就讲到了学习，他立志终身学习。许
多贵族和邻人不认识讲不明白的事和物，都会向孔子请教，而孔子博而多学，都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
案。学习对孔子来说，不只是读书破万卷，更多的是对学习的理解和论述，孔子认为：学习是造改人
们的自然品质，使其拥有健康的人格。在今天看来，学习的重要性莫过于此。其次，他专注。做什么
事情，他都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不管是放羊还是当管理员，他都能做到最好。他教育学生，为社
会培养了众多有用的人才。“四科十哲”至今影响深远。最后，他历经磨难，但依然乐观、上进，不
畏权贵，保持如松柏般凛然秉直的追求。在《永不妥协的大生命：孔子》里，作者用轻松通俗易懂的
语言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这个孔子不是高高在上的，也不是深沉学究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
脾气有性格的孔子。在失去爱徒时，他的悲恸欲绝；在受到当朝权贵要求征税的请求时，他的坚决阻
止；在启发教学时，他的灵活思辨⋯⋯作者在本书中，没有试图呈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孔子，他选
取了孔子生平的重要片断，每一章以一个主题进行讲解，作者的视角较为独特和精准，他从孔子的出
身、办教育、论政道、从政、周游列国等对孔子的生平进行了讲述，这是一本浓缩版的人生精华。通
过作者的介绍，对孔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说到孔子，就不得不说说他的徒弟们。看《论语》通过孔
子和弟子的对话，弟子们的性格跃然纸上，孔子因材施教，对待不同的徒弟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史
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想游楚国，在陈蔡之间受困挨饿，差点了丢了性命。三个弟子对受困
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可看出子路率直，有什么说什么，不圆润；子贡聪明，巧妙回避了问题的关
键点；而颜回睿智，回答深得孔子的认同。这些性格各异的徒弟，孔子回答也各不相同，有一颗育人
之心的爱在里面。子路去世，孔子如痛失爱子，那份痛如历历在目。孔子最高才官至大夫，没有显赫
的官职，但是他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被推崇和爱戴；而那些鲁国的权
贵们，当时虽然权倾一时，但是今天看来，却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无声息。
3、#第一章——第五章#

今天读的是学者李山的《孔子的一生：永不妥协的大生命》前五章，讲孔子家族渊源到孔子从政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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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列国，这一段经历。

对于孔子的生平，我们都耳熟能详，我就不再就本书的对象——孔子进行评述了，说说这本书吧。

上世纪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多极化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适时提出“文明冲突论
”。认为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已成过去，未来人类的冲突，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的
冲突，而是一种新的冲突，即“文明的冲突”。具体来说，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远东儒家文明，中东
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现在的局势已经证明了亨廷顿的担忧。ISIS组织显示了文明差异带来的巨大破坏。因此，对三大文明
做解读，了解三大文明背后的机理，就成了很多学者的课题。

本书的研究对象很有价值，但学者李山因参加过百家讲坛，致力于用通俗甚至粗鄙的语言解读儒家经
典。读起来有时会有不伦不类之感～#第六——第十五章#

这一部分是孔子周游列国到孔子逝世。在这一部分全面展示孔子的生活观念、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及
作为教育家对弟子的教育之道。

孔子修身的核心即是“温良恭俭让”，强调“内圣外王”。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政治上，曾有人问孔子：“什么是好的政治？”孔子答曰：“近者说，远者来。”即治内的老百姓都
欢乐，远方的人都来投奔。话很简单却是对什么是好政治下的好国家的准确概括。一个国家政治好不
好，要看一个国家对外面的人是否有吸引力。

对于文化，孔子整理“五经”、《诗经》等经典，将其传承。这些典籍也反映孔子的思想。以《春秋
》为例，基本精神有四点。第一，反对横征暴敛。第二，反对用暴力手段灭人家宗祀、国家。第三，
赞美那些为捍卫文明做出贡献的人。第四，强调文明是判断华夏与夷狄的标准。

在教育上，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且有“四科十哲”之说。“四科”指孔子开设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四门科目，“十哲”是“四科”学习中的佼佼者，有十位，他们的名号都很响亮。具体为
：
德行：颜渊，闵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对于孔子，美国一位汉学家的评价可高度概括。“既凡而圣”。孔子的儒学，追求的就是在平凡中实
现神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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