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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前言

《论语》二十篇开始即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  人之不知，亦当指不知此上两端言。故又日：
“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学也。”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论语》书中岂不已明言之。    此犹言：“但
问耕耘，莫问收获。”抑且秋收冬藏之后，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
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岂孔子之过。孔子五十而
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为学，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战胜自然克复自然有此
想。中国人则不作此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颜子日：“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
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孔门七十二弟子，师弟子间，莫不尊颜子为好学。后世有孟子，其时
群言并兴，而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日：“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日：“能言拒杨、墨者，
皆圣人之徒也。”又日：“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特以为圣人勉当时之学者，后世以孔、孟并称，
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    宋代朱子定语、孟、学、庸为四书
，朱子又曾有“颜子细，孟子则较粗”之辨。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时若有逾于《论语》。即如朱子
同时陆象山已然。  而明代王阳明则益见其为然。阳明求为圣人，及其龙场驿自悟乃日，“圣人处此
，更有何道？”则岂不先世之孔子，亦当学后代之阳明。此乃禅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
余意。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朱子为学，则学其前贤如周、张、二程。濂
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则所学即学其乐，所乐亦乐其学，此与孔子教学尚无大相异。惟横
渠则学之所长，乃在其苦学处。故伊川《与横渠书》有云：“观吾叔之见，志正而谨严，深探远赜，
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然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
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更望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当自条畅。”可见横
渠为学，实有似西方哲学家，所学对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论易即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此亦与孔子意相近。而横渠之努力，则有引人入歧途处。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于耶
鲁大学。余不能英语，课务轻简，乃草为此注，自遣时日。余非敢于朱注争异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
，解说《论语》者屡有其人，故求为之折衷。及近年来，两目成疾，不能见字。偶嘱内人读此旧注，
于文字上略有修改，惟义理则一任旧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乃作为此书之后序。 
  1987年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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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内容概要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
著者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
，可谓《》论语古著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
》，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
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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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
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
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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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书籍目录

序 再版序 （上编）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
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下编）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
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附 孔
子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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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白话试译 子夏问道：“古诗说：‘巧笑倩啊，美目盼啊，再用素粉来增添她的美丽啊。’
这三句诗指的是什么呢？”先生说：“你看绘画，不也是临后始加素色吗？”子夏说：“不是说礼是
后起之事吗？”先生说：“开发引起我心意的是商了。如他那样，才可和他言诗了。” （九）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 杞不足征：杞，周之封国，乃夏代之后。征，证成证明义。 宋不足征：宋，亦周之封国，乃殷代
之后。周之封建，兴灭国，继绝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后于杞、宋。 文献：文指典籍，献指贤人。 
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
无以证成我说。然孔子生周室东迁之后，既是文献无征，又何从上明夏、殷两代已往之礼？盖夏、殷
两代之典籍传述，当孔子时，非全无存。孔子所遇当世贤者，亦非全不能讲夏、殷之往事。孔子博学
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
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
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
文献之不足。即在自然科学中，亦时有不能遽获证明之发见。何况人文学科之渊深繁赜。则无怪孔子
有虽能言之而证成不足之叹。学者当知学问上有此一境界，惟不可急求而至。又本章可与为政篇殷因
于夏礼章参互并读。 白话试译 先生说：“我能说夏代之礼，惜乎杞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我能说殷
代之礼，惜乎宋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这因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之故。否则我准能把
来证成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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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编辑推荐

《论语新解(第3版)》编辑推荐：《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
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著者有三书。一、何妥《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
，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火
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论语新解(第3版)》取名新解，非
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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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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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精彩书评

1、昨天去图书馆，我借了一本钱穆的《论语新解》，一读之下，大为钦佩，于是写下一条微博：“
今天去图书馆借了一本钱穆的《论语新解》，不止一位学者批评过这部书迂腐。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批判地继承与吸收。看惯了今人的批判，再看钱老的文章，反倒觉得难能可贵。倘若读书一味批判前
人，而无恭敬之心，恐怕读了也对人生没有裨益，反倒长了一肚子脾气，那真如康老所言：入宝山而
空回，可惜呀！”没想到抛砖引玉，两位师长给我留言：李颖_201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
史新论」不错，可读。TT0459之长杨羽猎：没有书把人变坏了的，只有人把书读坏了的，呵呵。李
颖_2012：毛主席语录，呵呵呵呵。TT0459之长杨羽猎：读书要带判断力呀，这样就能维持一个基本
水平了。毛主席语录可不如金光大道好看，哈哈哈哈。——我忽然觉得，接触文化这东西之前，大概
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文化了。宗教如此，读书也一样。没有判断力，接触什么都会受害而不是受益。看
了二位的留言，再看钱穆的注解，竟然有四人对谈之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禁感叹当
年初读《论语》的时候，竟没有良师益友可以切磋讨论。我第一次读《论语》是在初中，看的是教育
部推荐的本子，名叫《论语通译》，作者徐志刚。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一边看一边批。
比如看到子曰：“无友不如己者。”我就在旁写上：“放屁！你算老几⋯⋯照你这么说，比我好的也
不跟我做朋友咯？”，其实那个时候，我连孔丘是老二都不知道。又比如看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
之道，可谓孝矣。”我又在一旁写上：“放屁！封建！救救孩子！中国几千年不进步就是因为愚孝！
”，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不就是孩子吗？还想着救别的孩子呢！后来我陆陆续续读过朱熹的《四书
章句集注》、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却一直没有解决我当年的困惑，直到
昨晚看到了钱穆的注解：无友不如己者——与不如己者为友，无益有损。或说：人若各求胜己者为友
，则胜于我者亦将不与我为友，是不然。师友所以辅仁进德，故择友如师，必择其胜我者。能具此心
，自知见贤思齐，择善固执，虚己向学，谦恭自守，贤者亦必乐与我友矣。⋯⋯窃谓此章决非教人计
量所友之高下优劣，而定择交友之条件。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苟我心常能见人之胜己而友之，既
易得友，又能获友道之益。人有喜与不如己者为友之心，此则大可戒。说《论语》者多异解，学者当
自知审择，从异解中善求胜义，则见识自可日进。再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道，犹事也，言道，
尊父之辞。本章就父子言，则其道其事，皆家事也。如冠、婚、丧、祭之经费，婚姻戚故之馈问，饮
食衣服之丰俭，岁时伏腊之常式，子孝不忍遽改其父生时之素风。以前读过的注解，有的考据训诂，
不涉孔子心传。有的申发义理，六经皆我注脚。像钱穆这样富有人情味的注解，是我从前所未见的，
我已被钱穆的人格所吸引，再无从前迂腐之偏见了。当然师友亲族之间的亲疏，还受因缘支配，但是
钱穆这份传自孔子的忠厚之心，千古之下，万世师表。始可以读《论语》矣！
2、最近干完了这个大部头，但确实读读经典是好的，受益匪浅。从小论语二字就在耳边转，天天听
，也从没通读过，学生时代课本有点，后来偶尔几句长期被引用的，能记得，都是只言片语。再后来
，多看对儒家的评价，好的坏的都很多，反倒印象越来越模糊，这次兼注通读完成，有了个全面的了
解，也算对论语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钱穆是史学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看了本书，又发
觉他是儒学大家。当然，作为比较传统的人，钱穆对于论语的推崇有点过，有些地方注释的还是偏好
，不过总体非常棒，可以负责任的说是近现代最好的论语注解了。读经需兼读注才能了解的透彻、深
刻，而钱穆的注作为汇集前人之言和自己之考证加上白话文解释，即不失古意，又让我们看的懂，实
在难得，读起来随偶有晦涩之感，但不影响阅读，反倒能让我们细读慢品，加深印象。说实话，评价
论语这种经典中的经典，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只能谈点感悟。在我看来，要想客观的了解、评价一本
书，最基本的是你得先读，书都没读，便滔滔不绝的大谈特谈毫无意义，也说不到点子上，谈的也都
是道听途说来的别人嚼过的东西，也没营养。对于儒家，我态度比较矛盾，一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基础
，发展出这么伟大的文明和巨大的影响力，总是好的，二是作为一些人说的走向现代文明的枷锁或者
说束缚，里面的一切都是老古董，都应该打破，一切向西看。我呢其实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是读
完之后我的感觉改变很大，那就是我们现在落后，有一部分的原因不是传统没丢弃，而是传统全丢了
，一点没剩，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通读论语本身，基本都是人之常情、基本道德和有效地秩序方式
，没有禁锢创新、阻碍发展的东西，反倒可能后来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一些才是。我粗浅的观点，论语
全书在阐述的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友善、亲和、人人向好的秩序社会。仁，说到底是信、是诚、是爱人
、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礼，说到底是秩序，礼因时而变，可能
礼的具体体现形式不变，但礼总要有，秩序也总要有，人的行事准则总要有。这些都是不因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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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新解》

因空间而变得。孝，其实也是维系社会、人类存在发展的必需之物，可能有些规定因为历史局限，不
太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但基础内核是一贯的，如果没有孝，幼儿、老者何以养？这都是对每个人切
身利益相关的规范或者说道德。今天我们说法制社会是追求的目标，道德社会已经不适用，但我想说
的是，法制社会是道德社会的低级阶段，是不得以而为之，也许孔子低估了人类的丑恶，只有带有惩
罚性质的秩序才能让人安于秩序，而不是善良或者羞耻心，但总的目标和愿望是正确的，人人基于善
意和道德而遵从社会秩序，是完美的形态，如同共产主义。所以，可以说法制社会在今天比道德社会
更适用，但不能说法制社会优于道德社会，应该有这一种基本认识。此外，因为论语强调学，无论仁
义礼智信都来源于学，而学则为致用，学以致用是根本，强调君子不器，即全面发展，但也强调必须
有器，即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你必须学有所长。所以，学是一切之基础，这一点也是恒古不变之真理，
同时孔子也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被人用烂的话，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我们的传统
不是阻碍创新的事物，而正是我们传统的基础经典所批判的东西才是阻碍我们向现代文明发展和创新
的阻碍。此外，在从政、人际等方面孔子也有深刻阐述。可以说读完论语对我是一种洗礼，给了我一
个重新认识经典的机会，受益匪浅，许多话不仅不空，反倒可以身体力行，要先行而后从其言，如果
里面的话都做到了，这个人必然是个问心无愧的真君子，一个道德完人以及事业有成。所以，儒家本
来是较好的，但是经过后来不断的异化，许多非儒家本质的东西被加入进入，以及各种影响最终糅合
成的文化传统变得保守、刻板、罔顾人性，从而阻碍的发展和现代。以及不同文化发展轨迹不同的必
然结果，共同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实在非儒一家之罪。总之，这个一本经典，引人深思，给人启
发，孔子亦深刻理解人性，且德行、学识均冠绝古今之一。另，此注亦难得，为近现代最好的版本，
强力推荐！
3、西方世界人人必读的书是《圣经》，伊斯兰世界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古兰经》，古代中国人人
必读四书五经，必包括论语。论语是中国清以前古代社会的思想源泉，但进入近代，这套思想体系不
管用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一代代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彻底的抛弃了孔教。投身
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坚定了毛泽东思想。如今是2016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的内心
似乎越来越空乏，大家都在呼唤信仰，儒学又渐渐兴起，有一种观点，似乎重新投身儒家思想，社会
上现存的贫富差距问题，无信仰问题，素质问题，都会解决。我读论语时，尝尝被彻底的抛弃和积极
的复兴两种观点扰乱。我的观点是，从修身的角度出发，论语尤其是钱穆先生的这本《论语新解》对
我的内心试是一次重新的建造，我从没有如此感到之前二十几年竟是如此浑噩的度日，而读论语则是
一词走向内心新生的道路。仅一次，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按类别分类论语，从仁义礼智信重新学习一
遍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指导准则。至于论语，儒家思想，对如今的社会，是进步的推动还是反
动的倒退，需要读更多名家的思想史，政治史，来解开我内心的疑惑。
4、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钱穆先生是抱着浓浓的温情与敬意的。这种敬意与进化论所透露的
现代人的骄矜恰成对比，是一种谦抑而内敛的姿态。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这种谦抑是一种极高的美德
。老子说，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此之谓也。在《国史大纲》中，面对两千年来愈发严酷精
巧的“秦制”（专制主义政体），钱穆先生非要寻出一条不断演进的线索，而力图证明中国的历史始
终走在“进化”的路上。我以为，钱穆先生所以如此的感情动因，就在于他不忍见两千年中仁人志士
们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他要为这两千年的国人寻出一点意义来。虽然我不认同这背后隐藏的逻辑
（攀附在“进化”之路上的所作所为才有“意义”），但我依旧能体会并理解钱穆先生的初衷，这初
衷，就植根于他对历史虔诚的敬意。带着这种敬意解读《论语》，于是有了《论语新解》一书。《论
语集释》始终未能啃下，因此我也就无从判断钱穆先生解读《论语》时有多少独到见解、新颖之论。
然在全书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还是能嗅到敬意的味道，浓浓的，都有点呛鼻子。因了这敬意，钱
穆先生常能抱着同情之理解，且是善意的同情之理解，而进入《论语》的语境，曲尽其妙——最起码
深获我心。如《为政》篇第二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钱穆先生解道：“无
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
托虚假，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孔夫子屡斥“郑声淫”，又何以赞诗三百皆“无邪”？
钱氏此解，吾欣然从之。又如《季氏》篇第八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钱氏引申而言曰：“禅宗去畏求慧，宋儒以敬字矫之
，然谓敬在心，不重于具体外在之当敬者，亦其失。”几于一语道尽数百年思想史。凡此种种，如遗
珠散落，不可胜举。所谓以此得之，以此失之。《论语新解》之失，愚以为，也就在于钱穆先生敬意
过甚，不敢稍言圣人之非。孔子之言，即或真是大道纶音，毕竟是两千多面前的言论与观念，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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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价值观果无一丝龃龉？而全书不见对此有辩驳处。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已被有的人目为迂阔，即孔
门弟子亦有疑之者（如宰我之疑三年之丧（《阳货》篇二一章）），果真全然可取？而全书不见有批
判处。作为20世纪中国之历史大家，我不相信钱穆没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可这些精神在面对孔子
、《论语》时似乎都消失了，何以哉？父母对孩子爱意过盛，则易成溺爱；大约，对传统文化与历史
敬意过甚，也不无失之。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批判这个问题上，我宁愿赞同另一种选择：扣
其两端，而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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