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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堂国学课》

内容概要

博大精深的国学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存亡的根本。整理、发掘国学之精华，继
承、弘扬其优秀传统，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是当今每一位炎黄子孙应尽的光荣义务，意
义极为重大。
本书即是一本很好的帮助您认识国学、了解国学的入门书。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
员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本书
由作者讲授国学时所备讲义之精华整理而成，浓缩了作者几十年学问人生的精华与积淀。其文究国学
之根柢，贯其枝叶：首先阐明何为“国学”，接着从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义理之学、诸子百家之学和
国学与当代社会等方面加以详细考察，疏证剖析、详尽窍实，博于搜采、深于考证、审辩通微，集众
说之长。可谓国学大师谈国学之经典版本，为现今不可多得国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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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中国哲
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199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的称号。
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秦汉哲学、中国传统科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
、澳门等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十多种，合著几种：《王充哲学
思想新探》(1984)《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1988)《董学探微》(1989)(中国传统哲学)(1990，获北京师
范大学优秀教材奖，并被韩国翻译出版。)《虚实之辨》(1994)《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1998，合
著，获第七于“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秦汉思想史》(2000)《中国传统政治哲学》(2001，合著
，主编，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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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讲 儒学精神与当代社会　　三 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在义利问题上，一般儒家都是强调重
义轻利的。有的人说儒家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儒学不利于
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
析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
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两千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以至宋元明清几朝
，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清朝，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的美国
。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
时，主张重义轻利。以为轻利就是不要利，这是许多人的普遍误解，或曲解。　　《论语·雍也》记
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日：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
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
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
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
。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
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
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群众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
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
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
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
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　　从此可见，
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
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
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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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如果仅仅从国学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
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入
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
是人文无用之大用，也是国学无用之大用。 　　——袁行霈 我们现在面对的矛盾很多，上到国际、
国家，下到家庭、个人，每天每时都有很多矛盾，都有不和谐的因素。如果我们有智慧，能够化解矛
盾，就可以有生机、有活力，能够可持续发展。国学是要我们永远朝向未来，给我们更高的智慧，使
我们能够自我定位、树立形象。 　　——余敦康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
，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
的关系，既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也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人类的心智。　　　　　　　　　　　
　——方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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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术，简称“国学”。国学的范围极广，从时间而言，纵贯五千年的历史与文物；从空间而
言，涵盖三江五岳的人文和生活经验，这些都记录在历代的典籍中，表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智慧，以
及东方文化丰厚的异彩。　　《国学课》不是一部教科书，它却是一部很实用的参考书，可以作为国
文科的补充教材；它也是供应一般国学常识的泉源，既可丰富学问，又能开拓视野。《二十二堂国学
课》内容包括国学与“国学热”、儒学不是“游魂”、对“孔子热”的冷思考、古今之变、真与假、
人性善与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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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给我充实了已经掩埋的国学。
2、正如笔者所说的，这本书是它的思想结晶，由其适合机关干部充电用。
3、翻看了几天，文字质朴，如同邻居家大嫂的碎碎念，但是理财的道理还真没给出多少，动不动就
让翻看以前的作品。大姐，你捆绑销售呢！
4、静下心来阅读此书，会逐步对国学感兴趣。
5、建议大家好好看。
6、是中国人就该了解这些
7、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对国学感兴趣的朋友推荐一读。
8、一家之言，一家感悟。
9、能将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来，讲得生动。
迅速帮我补习了国学基础。
10、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11、这几年很重视国学，书出的很多，这本书很全面也很深，而且联系当下社会，挺有阅读价值的！
12、周桂钿先生的书，我策划的。
13、有周老师的印章，还有周老师的两个“优”的记录，这本书很重要，最关键的是我有不少思考。
周老师到底是个睿智的学者，值得尊敬。
14、可以补常识，作者研究马列出身，里面的分析就像在看政治书。
15、翻了一下，书还可以
16、书还是很有内容的，有功力的作品，值得一读。
遗憾的是作者有些自我，非要突出董仲舒的正面价值而缺乏批判，略显陷于五毛逻辑
17、比较通俗且联系实际，是普及国学的好书。
18、深入浅出，作者用了诚意写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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