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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前言

这是一套为广大干部编写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胜利
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党中央最近突出地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
社会的问题，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读书学习中增长
知识，开阔视野，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关于读书学习的重
要性，大家都知道列宁的名言：“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
义者。”“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领导干部不
仅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角度来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
好读书、善学习的自觉实践和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党
、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晶和进步的阶梯。在古今中外汗牛
充栋的书籍中，我们应该怎样有选择地读书呢？一般来说，领导干部最需要读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书
：为了提高思想水平，重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
真读这方面的书；为了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重点要读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
，包括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管理、国际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书籍；为了提升精神境界
，则很有必要多读一些中外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名著，特别是本民族的传世文化经典。多读这方
面的书，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的关系，做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好干部。“经”本来是指纺织物的纵线，引申
为常行的道路、义理、法则。“典”是“尊藏之册”即具有典范性的书籍。所谓经典就是文化共同体
中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最终被人们选择和流传下来的，涵蕴着宇宙、历史、人生之常理常道的原创性的
典范之作，也是人类文化中恒久的、素朴的、直探人性本源的、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精华部分。阅读经
典是学习和掌握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一条捷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如何“了解人类创造的一
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多读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名著。通过经典阅读我
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一种文化教养、高尚的精神气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得到的是共同体赖
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和发展的优质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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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内容概要

《修己安人 》内容简介：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世代中国人
通过经典阅读而汲取了多方面的营养，传承了中华文化，创造了新的生活经验。经典阅读在今天仍然
是我们提高自身素质、保持民族自信的一条有效途径。因为先秦诸子的哲学辩论，“皆务为治也”，
即都是围绕着如伺治国平天下而展开的，他们思考的问题和提出的应对之策，对今人也有启发和借鉴
意义。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策划并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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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书籍目录

导言修己安：人第一章 学而篇第二章 为政篇第三章 八佾篇第四章 里仁篇第五章 公冶长篇第六章 雍也
篇第七章 述而篇第八章 泰伯篇第九章 子罕篇第十章 乡党篇第十一章 先进篇第十二章 颜渊篇第十三章
子路篇第十四章 宪问篇第十五章 卫灵公篇第十六章 季氏篇第十七章 阳货篇第十入章 微子篇第十九章 
子张篇第二十章 尧日篇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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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章节摘录

晏婴不同意，便利用孔子学说的矛盾之处，进谏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
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
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
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意思是，这些儒者能言善辩却不能用法度来约束；高傲自大却不懂顺从
，不可以为百姓效仿；崇尚丧礼表达哀伤，破费财物厚葬死人，不能让这些成为生活习俗；四处游说
乞求施予，不能靠这些来治理国家。自从大贤相继过世，周朝衰落，礼乐不兴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
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礼节，连续好几代都搞不清他的学问，一年到
头学不完他的礼。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从晏子的进言
来看，当时的儒者确实具有能言善辩，居处傲慢，主张厚葬，四处游说自己学说的特点。儒家倡导的
尊卑上下，繁文缛节，礼法巨细等行为规范，的确并不适合春秋社会末期的政治需要。晏婴能客观地
刻画出儒者的面貌，抨击他们学说的弊端，因此说服了景公。此后，景公虽然恭敬地接见孔子，但不
再问有关礼的事，并用介于季氏、孟氏之间的待遇对待孔子。在得知齐国大夫又企图谋害孔子时，齐
景公颇多无奈地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意谓，我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于是，孔子离开、了
齐国，返回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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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后记

中国人读《论语》大多带着敬仰和神圣的情怀，我自然也不例外。2006年仲夏，我实现了自己人生历
程上的一大转折，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从
事自己喜爱的儒教研究工作，但是，谈到为《论语》作注写评，却从未奢望过。2008年初，张加才教
授来函示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诸同仁，怀建设精神家园之大愿，欲寻同道，共同撰写中国哲学经
典品评丛书。宏愿盛情，却之不恭，遂欣然应允。由于偶然的原因，北京大学的孙熙国教授主动表示
很高兴能够和我一起完成本书的写作。孙先生是引领我走进中国哲学这块神奇而又富有魅力的园地的
第一人，让我感到荣幸的是他一直视我为“学术知己”。能够和他一起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对我们两
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幸莫大焉！学术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是，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又是快乐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常有“不得其门而人，不见宗庙之美”的惕惧，又
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慌恐，更有在相互探讨、交流和碰撞中进发出思想火花时的畅快和兴奋
。一字之考辨，一句之疏解，一段之阐释，都充满着耕耘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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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安人》

编辑推荐

《修己安人〈论语〉》：经典是民族的文化基因，经典是思想的源头活水。

Page 7



《修己安人》

精彩短评

1、是我想要的版本，很不错。
2、最近心不静，回到夫子的课堂找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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