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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内容概要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
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
、活动中了。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
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他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
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孔子和《论语》所代表的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之化
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因为重要，李泽厚重新译注了《论语》，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认语》这个中心，写下了自己的评论、
札记和解说，统称为“记”。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
；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

Page 2



《论语今读》

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
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
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
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论语》这本书所
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经代代相传，长久地浸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
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论、活动当中了。对孔子、《论语》和儒学
，似乎还要做另一种工作，就是对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培育人性
感情、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公德、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乃《论语今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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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论语　孔子对话录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
罕第九乡党第十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
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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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精彩短评

1、第一次网上购物就选了当当网的商品，网上购物的经历可真是不错，这本书是学校老师规定的，
虽然还没有看完，但内容一定不错吧
2、纸张挺好的，而且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思想有好处。不单是一本注释的书，值得买一本
。
3、先生在这本书既写上了自己对《论语》的理解，还引用了朱熹、康有为、钱穆等人对《论语》的
注解。先生此书，不只是在解读《论语》，更是在解读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关于实用理性的
阐述，使我改变了自己以前“中国没有哲学”的想法。很值得阅读，尤其是精读。
4、第三遍读毕。
5、学习。
6、不好看，对李泽厚没有感觉
7、作者是“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 应了解其哲学、美学体系后再读
8、写得很好。建议先读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再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再读这本书，最后读
李零的《丧家狗》，如此读来，论语才有味道。当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易中天讲的百家讲坛《
实话孔子》。中国人，《论语》不可不读。要读就要细读，读出其中的味道，读出自己的感悟。
9、虽然周围很多人不喜欢李泽厚硬套西方哲学的做法，但我觉得用其他哲学语言从另一角度阐释的
确让人理解加深不少
10、越来越认识到我那传统得不得了中国得不得了的思维及三观哟。
11、2000多年来，对论语的注译可为汗牛充栋，但每一时期的代表作并不多见，有巨大影响的则更不
多。时下对于论语的品评，有三本著作不得不看，于丹的，李零的，李泽厚的。前于的应是大众化的
，李零的应是从文献与考据入手兼济品味，而李泽厚的则偏重于思辨与反思。我认为，如果必须选两
本，则应当是两位李姓的。如果只能选一本，则非李泽厚莫属。我以为，李泽厚在中国上世纪末期，
哲学与思想界的学术成果巨大，对传统的反思与宏扬功不可没。而《论语今读》，也是他作为历史使
命而写的作品，是为了让这本影响了华夏文明进程的书籍不要在当代被误读，被错解，而发自肺腑的
解读。我以为，时下的论语热，相当多的注译本都是滥竽充数，真的要读，就读一下李泽厚的这本书
吧。
12、毛泽东说过：＂没有实践过就没有发言权＂，这本书我虽然买了但还没有看呢！只是从一本书上
了解到这本书，应该很有教育意义
13、终于,在李泽厚的帮助下,我读完了论语..
14、因为选修的缘故，这学期看了3本关于论语的书，分别是钱穆的《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论语今
读》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应该把这三本书合起来看，更有味道，更能感受到论语古今魅力的穿
梭感，不同学者品读论语的心态心情，论语是本好书，可以让人学到太多东西了。
15、不喜欢。。
16、还算可以的一本书,没事可以读读!
17、论语李泽厚哲学解析版，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半宗教半哲学
18、好书
19、传统注译并西学解构，与时俱进。“悲情底色下的樂感文化”读来动人。P.S.可和杨伯峻注本比读
。
20、高三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吧
21、讲得很乱很粗糙，有些地方不懂，入门者慎读
22、买过他的美学四讲中国古代思想史
23、我还是喜欢用考据的方式治学,泛泛而谈终究不入其门吧
24、感觉很好！感觉很好！感觉很好！
25、有意思
26、于丹读论语，那是给中学生看的。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有深度，有文采，耐咀嚼。值得珍藏
，值得经常翻出来反复阅读、体会⋯⋯
27、子路侠子贡商颜渊儒。原来《寂寞圣哲》影响我深远。孔二可爱孟子逊，宋儒逊毙了
28、论文相关阅读。李泽厚自己重译了《论语》，每一篇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提出了情感本体、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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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理性等观点。不过我不太喜欢这种老文究的说话方式，有点自大，翻译也算不上特别好啊。
29、解读独到
30、先买了这个书，接着利用在了论文当中，所以这可以说是为论文而看的书，当然不能多提。我什
么时候才能搞懂李泽厚的争议之处嘞。
31、大家的作品,推荐大家读,比什么于丹那样的无聊&quot;心灵鸡汤&quot;强多了
32、当年全国国学夏令营给我的遗产
33、经过时间，更觉受益匪浅
34、集结了朱熹、钱穆和正义的注解，再加上李泽厚的个人见解，值得再三品读。
35、这是一本很有益的书,提高对&lt;&lt;论语&gt;&gt;的认识,理解,正宗,还很实用.我是对于丹的书没什么
兴趣的.建议再看南怀瑾的&lt;&lt;论语别裁&gt;&gt;也会有所收获.
36、对于直接阅读四书集注等古代论语注有困难的读者不妨现试试读现代的优秀注解版本，由浅入深
37、用哲学观点分析论语让理解更深层次，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好过只停留在字面表层含义上。不过
有些专业术语难懂。
38、有些看法比较新颖。
39、刚读很费劲，读顺了就觉得挺有意思
40、对书的内容是很喜欢的，因为喜欢，所以才买了，而且还怂恿了同事一起买，结果书的质量让人
很失望，其中一本书竟然重叠的印刷的地方多达7处，不仅让人怀疑这是否是盗版的了。
41、以前对论语的了解知识一鳞半爪，是这本书让我看完了通篇论语。也许李泽厚的观点不一定对，
但是这本书的风格是我喜欢的，在解释后附上自己的见解。通篇简洁，清晰，而非复杂繁琐的话语。
我认同他的那句话，只要能清晰表达观点，为何不能用简单的句子，而非追求复杂，优美的句子。
42、34，12.19
43、有点儿厚，看的很累
44、这是关于《论语》的研究书籍中不错的一部。就像书名一样，是“今读”，因此读起来并不艰涩
、抽象。而更像是一位长者和家长的谆谆教导，看后如沐春风，令人受益匪浅。
45、李泽厚先生解得真好
46、大概还是11年左右，学校买的盗版书，最后也没有看完。其实就是李泽厚用自己的哲学注的经。
情本体是着重强调的，当然也涉及到他的众多概念，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度，两种道德。
47、李泽厚的书耐读
48、分析深入简出   简单易读   内容丰富   喜欢作者
49、看不懂，艰深晦涩！
50、还是很信任李泽厚先生的
51、读了李先生的第一版，不少解释有偏，个人认为这是李先生的非成功作品。
52、1前言尚可一看，正文不必了，熟读杨伯峻注本即可。2半宗教与半哲学。3儒学的特征之一是将宗
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并提到宇宙论（阴阳五行-秦汉儒学）
或本体论（心性-宋明理学）的哲理高度来信仰。宗教性私德：将伦理道德作为个体的内心信仰、修养
和情感；社会性公德：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外在行为、准则和制度。4个别字词翻译有误，但也无
伤大雅。
53、veryinteresting.,andcharming
54、值得多次反复读的一本好书，不同时间段读会有不同的感受，
55、太赞。李先生的评论处处精彩。读后感写了太多。由于版权问题就不放在豆瓣了
56、这是一本不错的书，物有所值。论述内容比较深刻。
57、需要多读几遍才懂。
58、好书，有深度，买了3本送人
59、读这本两个原因： 一 论语 ，二 李泽厚
60、有些很有启发，有些还挺可笑的，对于初读论语的人来说不失为开阔思路浅显易懂适合引导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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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精彩书评

1、#blog先来，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看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昨天随手送给了朋友
。一来，李先生的解读虽然是初学者的极佳入门，有着良好西哲素养的哲学家引导读经，能贯通中西
思维，更能提贴合当下的意识，容易入门，外加李先生的解读旁征博引，也不容易令阅读体验过于生
涩。但，李先生并非是注家，与其说，他是在解读论语，不如说是借论语贯通自身的哲学系统。于是
，他的解读，处处落着了“我见”而非无我之境。这大抵是哲学家的做法，而不是经学家或者文献学
的做法。借着李先生的解读入门，颇为有趣，不过，若说进阶，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若能统和在李
先生的哲学系统中，未尝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对于我，李先生的解读似乎有些不着要领，而李先生
偶尔会引用杨伯峻和钱穆先生的注解，并统和论语集解的内容，似乎，更加少了些主见，多了些客观
。这倒是更符合我阅读的需要。不过，之前我读过杨伯峻先生的本子，大概是因为自己太年少，尚不
能领悟杨先生的功力。为此，也为阅读体验之糟糕给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分。只是今天再次回想起来
，有什么阅读不是枯燥的？恐怕阅读什么并不重要，而是阅读本身便是一个堡垒，给自己的心，安了
家。也许是近日来练习瑜伽的变化，从前，我对于语言的华美有些近似病态的喜爱，喜欢的文学大多
是阅读体验好的文章，而对于有些部分自己尚没有能力欣赏的文本，几乎是敬而远之。于是，我错过
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文本。而现在，自己慢慢能够安静下心来，于是很多过去绝对看不下去的书，也能
慢慢读下去了。过去的论语，几乎是枯燥无味的代名词，而现在，阅读的兴趣也随着自己对外在感官
的刺激的减少，愈发的澄净。一并读论语，一并读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似乎，我开始找到阅读的
快乐，这种内在的宁静， 与日俱增，而我也更加能够看清和分辨，短暂的人生需要怎样的读物，陪我
度过。现代社会的弊病已经不是无书可读，而是读什么书。于是，选择怎样的感官刺激，便是一件大
事。宁静的内心中，怎样的书，都是有趣的。而且，这种内在的宁静带来的主观性过强的倾向也慢慢
减弱，看待世界也更从自己的视角，走向了对于他人的深沉理解。这便是不患不知己，而患不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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