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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

前言

　　孔子被封建社会推崇为“圣人”乃至“万世师表”，这见诸我们的史籍。孔子在历史上也曾遭受
“厄运”，比如最大的就有三次，洪秀全的“排孔”、五四运动的“倒孔”和“文革”的“批孔”，
这也见诸我们的史籍。新时期以来，孔子的地位不断地被提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已被大多
数学者认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且认为其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重要的影响和补充作用
。鲁迅先生曾评论孔子为“摩登圣人”，那用意在于强调孔子为“圣之时者”，是后来的人们给孔子
头上装扮了种种吓人的光环。但无论如何，上述都说明，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曾经起到过非
常重要的影响，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影响，而且还说明，尽管有一时的“排孔”、“倒孔”和“批孔
”，但孔子和孔子的思想是打不倒的。　　孔子思想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孔子思想的局限性究竟是什
么，孔子思想的真谛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研究者长期苦苦思考的问题。尽管问题的
研究已相当深入，且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远非是得出永久性结论的时候，伴随时代的发展，
对问题的研究肯定会随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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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

内容概要

《从"礼崩乐坏"到"克已复礼":周室衰乱与孔子救世的人性思索》：这部张德苏博士的专著，就是在不
断深入的孔子研究中，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和现今理论认识的高度，提出了他对孔子和孔子思想的认
识和评价，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视野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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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德苏，1965年生，山东慧州人，文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
两汉文学及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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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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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

章节摘录

　　显然亲属辨认机制确实存在。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只要他有同胞，都有这种同感，即当同胞遇
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就会有一种充实感，而当无法尽力时就会有一种内疚感：曾经遭遇过同胞死亡的
人都会体验到悲痛感。这些人不知道爱是什么，而且他们以亲选择作为回报。　　赖特所观察到的这
个现象是存在的，但这是自然选择所形成的“亲属辨认机制”呢？还是人类文化的熏陶呢？或许二者
都有。仅把它归之于自然选择无论如何是不完全的。赖特也认识到：“没有理由从自然选择的‘价值
’中引申出我们的价值，没有理由认为自然选择‘认为’有用的就是‘好的’。”但赖特仍然缺乏正
面引入社会文化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　　本书宗旨不在于批判社会生物学所存在的问题，相反本
书借鉴了社会生物学的很多有意义的观点通过春秋时代的历史去考察人在社会中行为的动因与方式，
进而揭示出孔子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我认为，社会生活的形式与智力发达的现实，使人类在行为
选择上与动物产生了根本的不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使得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途径变得曲折而复
杂，人类智力的高度发达，也使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内容远远多于、复杂于动物，所以对人类个体来
说，生存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下，会有极为丰富的途径可供选择，这是人类个体在“如何利己”的选择
上的自由；对何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人们也会有极为多样的理解，这是人类个体在“何为利己
”的认识上的自由。这两个自由的存在使人类个体的行为选择与动物有极大的不同。在下一节中，我
们会看到，生存发展对人类来说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存在与生长、繁衍，而是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精神
内涵；获得自身生存发展的方式也不再是动物式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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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

精彩短评

1、本书很有思想性，有时间仔细读。主要观点：道德是人的生存发展本能与社会生活方式之间和解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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