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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故事心解》

前言

　　诸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大家好! 其实我冤得很哪! 千百年来被吹捧起来的孔圣人不是我本人
。要打倒的孔家店也不是我开的。我只是一个爱好独立思考、多闻阙疑、好古敏求、关心人类文明、
不知老之将至的一个终生做学问的人——我的特质是知识加德行。　　我和汉代后所谓的儒家根本扯
不上关系，倒是后代传承我学问的后生荀况替我背了黑锅。　　在春秋时代，我也不是什么儒家的创
始人，作为专业儒我仅是一个头头，可是学问传承却是来之“郁郁乎吾从周”的周公旦身上，所以我
曾感叹自己很久不复梦见周公了。　　到了战国之世就有分不清多少的儒家自立门户，据韩非老小子
所称“ 儒分八儒”，当时的儒家还排列在诸子百家之学中，我也没有被立在庙中吃冷猪肉。有一时，
墨翟老弟还称显学，惹得打着我的旗号、自称传承我的道统的孟轲小子开骂、大声疾呼：“无父无君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我的不幸、我的冤屈都是从董仲舒小子开始，都是他小子惹的祸。他
本来吃的是荀况的饭，拉的是荀况的屎，做的是荀况的学问，可是歪打正着，刘彻小儿上演了一出独
尊儒术的把戏，曾几何时，荀况被拉下了马，把我抬上了轿，自此我就成了变形金刚，随人玩弄，任
人摆布。岂不见朱和尚坐在大龙椅上闲不住，便把孔子叫来陪吃、陪喝、陪乐。李白小子说自古圣贤
多寂寞，我看到是皇帝最寂寞，不然他们干吗老把孔子当玩物来驱闲，害得我平添万载骂名，成了中
国千古政客的替罪羔羊。什么难听的话、最坏的脏水都泼在我身上。有的人还恨不得饥餐渴饮我的肉
和血。殊不知，人家基督文明的信徒在做礼拜时，领圣体喝圣血是在缅怀诸先烈，以继其博爱之志呢?
可是到了现代居然还有些痴心妄想之徒大做还原我本来面目的清秋大梦，打出什么原儒的名号，要我
说你尽管去圆你的大头梦，切不可把我也圆进去，做你们的牺牲，做你们的招牌菜。因此，在此我郑
重声明几点： 第一，我是我，我不是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中国唯一的圣人，也不是中
国文化唯一的标榜，我的思想可不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独尊思想，如同“横刀向天笑”的谭复生
所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是秦赢政的政治，荀况的学问； 第二，汉代以后的儒家与我扯不上任何关系
，有的只是经学与受中国禅文化影响的理学和心学，儒家早已名存实亡。你打倒儒家也好、倡导儒家
也好、攀龙附凤也好，都与我无关，我正因为正名的问题烦着呢，快不要搭理我吧； 第三，所谓的孔
子圣人，从我死了后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人：首先一个孔子分为古文孔子和今文孔子，今文孔
子和古文孔子又分为古文、今文、马融的孔子，古文、今文、马融的孔子又分为你的孔子、我的孔子
，日本人的孔子、韩国人的孔子、新加坡的孔子，北京大学的孔子、山东大学的孔子、哈佛大学的孔
子，孔子成了万人挥霍的孔子，不再是一个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
伟大思想家的孔子； 第四，我特别拜托生在内蒙、长在台湾并受教育，后去美国学习，又回到中国大
陆从事现代禅文化工作的痴儿王绍瑶，替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宣读我的“喊冤记”，以申清白。　　
谢谢大家，拜托诸位! 孔丘，字仲尼，外号孔子 合什顿首再拜! 二OO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Page 2



《论语故事心解》

内容概要

《论语》是儒学经典的奠基作品，是孔子与其弟子们的一些言行、事迹的记录。其内容包罗万象，饱
涵深邃的哲理。但由于其撰写方式多为一些精碎语录，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次，因此历代学者多有
为其集注。日本学者下村湖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凭借其对古汉语和儒学的精深研究，将《论语》
及相关的注释古集作为脚本，配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把《论语》情节再度还原。在这里，孔子并不
是世人崇拜的圣贤，而是一位亲和的师长。他和弟子们间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仿佛近在身旁。平
实、鲜活并且意蕴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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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故事心解》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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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故事心解》

书籍目录

孔子喊冤记（代前言）第一辑　子贡的故事富人子贡瑚琏第二辑　子路的故事子路强辩子疾病，子路
请祷第三辑　孔子在鲁国子入太庙子语鲁大师乐孟懿子问孝阳货赠豚第四辑　孔子周游列国天之木铎
子畏于匡宁媚于灶司马牛之忧孔子与叶公在陈绝粮第五辑　隐士大团圆子击磬于卫子路问津第六辑　
孔子与弟子宰予昼寝申枨之欲伯牛有疾画地以自限一以贯之觚不觚言志行藏之辩第七辑　孔子私家像
异闻子在川上泰山其颓后记：油泥尽裹、香灰包围的孔子像附录　相关资料相关人物介绍孔子生平大
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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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故事心解》

章节摘录

　　富人子贡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　　——雍也篇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先进篇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宪问篇　　子贡曰：“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
来者。”　　——学而篇　　疏评　　孔子之学，最关乎要领的特点便是直下明心、离方行义与相似
相续三大纲纪。这本不是笔者的独创，历来学者早有类似的论述。这也不是要复什么孔子真面目，是
从了自家身心的实际利益出发而讲的。因为看孔子的书，读《论语》故事，从这几方面去体会，就容
易得到真受益。要是不到真实利益处，尊之何益于尊，谤之又恶出乎谤？！苟可取而利用就崇之如天
，不利其私则坠之如渊，那是于国于民于孔子已都无甚好处只有伤害的事情。实际上，“东海有圣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不唯孔子，任何有智慧、有良知的今古
贤圣，都是会讲求这三大纲纪的。因为这是天理与正道，不可或逾。逾了便是自欺、自私。自欺、自
私是断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于个体于社会皆然。而只要有了一丝不自欺、不自私的仁智，也便会发
生出一丝直下明心、离言行义、相似相续的光辉来温暖和照耀着时空。　　先说直下明心。　　短衣
薄葬的黑社会文明，看似也是忠义，但一切皆由事起；而孔子的“食旨不甘，闻乐不乐”①不然，一
切皆由心生。这便是直下明心了。今天或古来，多少社团的纲领中都在提倡慈悲、济世与利他主义。
但在一些情况下慈悲往往是刻意的、有条件的，是强制自己遵循戒条的结果，利他是勉强而非真实的
。这种利他主义的出发点往往是获取认同、或是他人的赞誉和感激，所以很容易就会滑落到只要时不
时地完成一些好的行为就算利他、慈悲的地步。最后的结果是像曾经非常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一样只
反对西方国家较为安全很多的核电站和核试验，却对危险性极大的俄罗斯核电站倒入北冰洋的大量核
铀废料不置一辞。真正的利他主义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济世、利他要求我们随时随地关心、担心一
切生命的幸福，并且真诚地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命运。这是我们社会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品质。孔子直下
明心，就是要我们在确实了解自家身心的基础上，洞察了生命界共同的限制、条件、矛盾后，自然而
然，真正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才会有真实的济世助人和利他主义的可能。这首先要让我们每个个
体都放下心灵所幻想创造出的一切骗局，并且不再制造新的骗局，契入伟大、圆成的内在本初才行。
做到这一点时，只是瞬间的顿悟；可是在不能真正顿悟前，至少应该时常让自己在生活中，从大大小
小的每一件事情上，往心里靠，向内而不向外求。从理上知道了直下明心的可能，从事上时常向着这
方向去了，最终就能得到不止于言说的生命成功。　　故事　　子贡挺起胸膛，深深吸了一口早晨清
新的空气，悠然迈开大步。近来他官运亨通，财运发达。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身心畅快，步子迈得
更加轻快了。　　但是，他又想到，老师屡屡这样赞美颜回：“颜回是怎样的贤啊！住在破屋子里，
只有一竹碗饭，一瓢水，别人都不堪烦忧，颜回却自得其乐。颜回是多么地有修为啊！”（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老师又说：“颜回呀！
距离得道不远了，可惜他屡在空泛中。端木赐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猜对了。”
（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子贡想：老师恐怕不大欣赏不能安守
贫穷、喜欢靠经商发财的人吧。可是精通理财之道，通过正当的途径积聚财富，有什么不好呢？贫穷
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而富裕说明有能力。经济上没有困难，才能一心一意追求学问。而且财富使人胆
壮，与人相处显得落落大方。记得从前贫穷的时候，在别人面前不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曾几何时
，在贵人与长者面前，自己总是觉得怪尴尬的。虽然自己并不以贫穷为耻，也并不因此柔弱退缩、怀
有自卑感，但在安于贫穷方面，自信绝不次于子路。之所以尴尬而不自在，是担心自己的举止给别人
留下谄媚的印象。因为有这种担心——既怕表现出贪婪，又怕过于矜持——不知不觉之中举止就不自
然了。如今回想起来，那副样子相当可笑，不过那是贫穷使然，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之，谁也不愿意
自甘贫穷吧！　　他忽然举目环视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道：“无论如何，我未曾向任何人谄媚过，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就这一点而言，我敢自称有安贫乐道的德行。对此老师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一路边走边思考，子贡不知不觉来到了孔子的家门前。门外有一个年轻的弟子，举止恭谨，正准
备进入大门，看到子贡来了，他们就停住了脚，好像在等着子贡。和数年前的子贡一样，三个弟子都
相当贫寒。　　子贡走过来之后，他们都很恭敬地向子贡致以弟子之礼。子贡也和他们一样，恭恭敬
敬地还礼。大家互相揖让了一番，便按照年龄的次序进门。不用说，子贡是其中的长者，可以算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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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故事心解》

辈了。“老师曾经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我不同意富而无骄较贫而无怨容易做到，反之
，我认为富而无骄更难做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现在都能够做到富而无骄。就是说现在我正是
富而不骄的好模范。”跨入大门的一瞬，子贡的内心暗自生出这种念头。　　当子贡进入大堂的时候
，他的脸像沐浴着阳光一般光彩熠熠，连他也感觉到自己容光焕发。光线微暗的教室里，许多弟子正
肃然静坐，他们苍白的面孔，仿佛微弱的星光，漂浮在子贡的眼底。可是当子贡看到孔子端然坐在弟
子们当中如同一颗神秘的恒星一般庄严时，他不禁有点慌张。子贡向孔子行过礼，找到自己的座位坐
下来。与他一同进来的三个学生，也在教室的角落，找到各自的位子坐下。　　大家正在热烈讨论着
“礼”的问题。看来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每个弟子态度都很认真。今天大概是自由座谈的性质
，孔子并不发表具体的意见，大多的时候他只是倾听大家的见解。但是如果有谁的观点不正确，或者
语言轻浮，孔子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他的批评像平常一样严格，不过严格里却包含着温暖人心的慈爱
。　　在善于言辞方面，子贡在众弟子之中是名列前茅的，但今天他却意外地保持沉默，因为他没在
听大家议论，他心里正萌生着一个强烈的愿望：如何把他刚才在路上所想的事用最美妙的言辞讲述给
大家。　　“子贡你的意见怎样？”孔子把目光投向他说道。　　突然听到孔子如此问他，子贡不禁
愕然。但是既然孔子这样问了，他也不想错失这个好机会，而且当着众弟子，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会丢
面子的。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今天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此时，没经过孔子的指
导，全靠自己得出的认识，能在孔子及许多同学面前发表，使他感到频为得意。可是出于谦逊的考虑
，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回答说：“等诸位讨论完了，我有另外的问题请教老师⋯⋯”　　孔子道：“是
吗？差不多了，也该换换话题了。”　　子贡听了非常高兴。可是他并不急着发表意见。他想，不要
让别人看到自己得意的样子。　　“你想说什么呢？”孔子看着犹豫不决的子贡，从容地发问了。　
　在孔子再次问过之后，子贡才站起来，以他流利的口才说道：“我近来对如何处身于贫富而怀有礼
这个问题，结合自己的体验作了一番研究。我想贫而不谄、富而不骄是最理想的境界。如果能够做到
这一点，我想这个人的修养已经近于完美。”　　“嗯，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之一。那
么，你说你已经做到贫而不谄，富而不骄？”　　“那还要请老师和诸位同学指正。”　　子贡脸上
显露出充分的自信。偷偷向一起进来的三个年轻弟子瞟了一眼。　　“贫富两种境遇都亲自体验过的
人，说起来的确只有你一个人。”孔子说道。　　孔子的话好像在挖苦他。可是子贡深知孔子不会随
便挖苦人，于是认为孔子是在委婉地褒奖他。　　“贫而不谄，富而不骄，我都知道。”子贡胸有成
竹地回答。　　“不过——”孔子接着说，“对你，贫穷是一个大祸难！是不是？”孔子这一句话，
声调格外沉重，仿佛鞭子抽过来，让人惊慌。　　子贡一时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本来他在来的路上
已经认定“贫穷本身就是罪恶”，可是一到孔子面前，听到孔子直截了当地这样发问，不知怎的，他
却不敢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从前贫困的时候，你为了不谄媚他人，品尝了不少痛苦。现在，
你又为不骄于人而花费了不少苦心哩。”看着子贡语塞，孔子的语气也有所缓和。　　“是的。我相
信自己在不骄不谄这两方面做得还好⋯⋯”　　“的确很好。我刚才也这样讲过。不过，你如此努力
，勉强做到不骄不谄，岂不是在你心里仍遗留着骄傲与谄媚？”　　好像被刺入一把利刃似的，子贡
聪敏的头脑一片混乱了。　　孔子接着又说：“当然，我不反对你的主张。可是你的认识还谈不上最
高之境界。要想获得关于贫富的最高认识，必须有超越贫富的思想。你为了做到不谄不骄而煞费苦心
，是因为你的心过分执著于贫富之故。过分关心贫富，不知不觉之中自然以贫富为标准将他人和自己
衡量。将贫富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结果便产生了骄傲和自卑。因此，为了克服骄傲和自卑，不得不
苦心用功。不是这样吗？”　　子贡嗒然无语，只是木然听着孔子的训诫。　　“那么，怎样才能够
超越贫富的观念呢？简单地说，应该把贫富委之天命，专心乐道好礼才是。道，不是消极性的，也不
是功利性的。所以它不会受到贫富及境遇的影响。为了乐道而求道，为了好礼而学礼，具有积极的求
道心，才能在任何境遇之下虚心善处。颜回能够做到目前这样，真称得上是一个贤者。对于达到这种
境界的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不是问题了。”　　“老师，我明白了。”　　与孔子的告诫
相比自己的见解多么浅薄，而将自己的浅识表述于众又是多么轻浮啊。懊悔和感激之情在子贡的心胸
里翻腾着，使他不禁垂下了头。大家也都沉默无声，静心领会孔子的训诫。　　此时，外面不知什么
人在吟诗，声音微微传入寂静的教室。子贡觉得众人似乎仍旧在注视着他，因而有此紧张。可是听到
吟诗的声音，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诗经?卫风篇》里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直到现在，
他总是把这句诗解释为：一个人陶冶品格之难正如工匠雕刻象牙或珠玉之苦。当然，这种解释并非错
误，但是子贡忽略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工匠的艺术心，也就是以工作为快乐，甚至在工作的
劳苦中，也能感受到生命的跳动和喜悦。艺术并不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样，求道也并不是获求处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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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正如工匠在工作时从艺术之中得到生命的喜悦一样，求道的人通过虚心求索一样可以得到顿悟的
快乐。子贡忽然明白，直到今天，从工匠磨琢切磋玉石的劳苦中仅仅得到有苦无乐的教训，是非常肤
浅的。　　这样想着，子贡不禁抬起头，将喜悦的目光投向孔子。同时，这首诗像流淌的清泉般，自
然地从他的口中吟咏出来。在这个时候，子贡已经没有时间顾虑过去的愚昧，现在他由于得到新的启
发而兴奋不已。吟罢，子贡镇定地说：“老师刚才所说明的，不就是这首诗的精神么？”　　孔子脸
上流露出满意的微笑，说道：“子贡，你说得很好。这样才够得上和我一起谈诗哩！诗的心，是非常
深奥的。所以，除非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否则一个人很难获得诗的真髓。你，好像能够做到这一点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的夸奖使子贡异常开心，差一点要以满
脸得意的神情环视大家了，可是他又勉强把这个念头压制住了。　　①原文见《阳货?21》。大意是宰
我提出守孝三年太浪费社会资源，不如改为一年。孔子说不行。理由是君子守孝是念及父母过世，虽
想尽孝亦无处可去，心中凄然，吃美味也不觉香甜，听音乐也不觉快乐。没有三年，心不会安。所以
天下之大，皆以三年为孝期。不是谁制定了条例，然后强行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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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不是从已意出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解释《论语》，而是站在《论语》本身的立场上，像
情景剧一样，将孔子和弟子们的生命状态鲜活地呈现出来。　　深刻再现，直触孔子灵魂。　　明自
本心，开启精神之门。　　求这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
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作者有一种卓
然独立的态度，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从己意出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写自己的《论语》，画自己的孔
子像，而是站在以《论语》为主的立场上，按照原作自身的见地、义理来描绘。这是我们推荐此书的
重要原因。　　　　因为于丹，《论语》这部沉寂了数十年、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的伟大著作再
次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论语》蜂拥而上，孔子的言语被各色各样的作者编纂成各色各样的故事。
一时间，《论语》摇身变成了万能的励志书，很多作者不仅将《论语》通俗化、世俗化，而且是恶俗
化了。那么，《论语》究竟说的是什么？广大读者一定想听听孔子真实的声音。　　我们适时地推出
这部《论语故事心解》。这部书不同凡响之处在于：　　一、 这部由日本教育学家、著名作家下村湖
人著写的《论语故事》完全抛弃演绎，根据大量考证，生动还原当时场景，让读者切实明白《论语》
的含义。　　二、 这部书在日本出版以来几十年中，年年再版，堪称日本当代的《论语》权威注释本
。我国港台地区出版的繁体字版也大受欢迎，数次荣登当地排行榜首。而我们推出的这个版本，是大
陆唯一的简体字版。　　三、 因为《论语》是孔子和弟子的言谈记录，内容零散、语言艰涩，不易理
解，我们又请学者栗强先生撰写了大量解释的文字，多角度地诠释《论语》的观念，旁征博引各家学
派对《论语》的见解，辨证地分析和时下人们思想行为的异同等等，让读者全面了解《论语》，真正
能够修身明心。　　四、 《论语》本身版本繁杂，有些语句因为标点、选字不同，语义相异。我们考
据了朱熹本、钱穆本、杨伯峻本等权威版本，力争严谨、绝无纰漏。　　综上原因，我们相信这部《
论语故事心解》能够深刻再现《论语》本意，为时下混乱的《论语》市场带来清新凉风，开启读者精
神之门。　　★深刻再现，直触孔子灵魂。　　★明自本心，开启精神之门。　　　　★作者以卓然
之态，不是从己意出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解释《论语》，而是站在《论语》本身的立场上，像情
景剧一样，将孔子和弟子们的生命状态鲜活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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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日本人的观点有时候挺犀利的。
2、也就这样吧。。。。
3、前两个故事看得我五体投地有大彻大悟的感觉 看到后面就受不了孔夫子了（未看完
4、浅了，但是还是有可读性的。这本书涉及到的人很多，译者、著者、当初搞论语的那帮人、疎评
者，所以本身就有那种相互辩驳、此消彼长的意味在。不故弄玄虚，讲的怪有意思的，也很鼓励读者
阅读原文，是很好的入门级书籍，但是什么都抵不过原著，可惜原著它那么难读。
5、小时候看过的论语启蒙读物之一，其实解释的蛮好，不少篇很令人动容。既然文本离不开人而存
在，一切理解也都是个人内心的投射，也不必苛责是否真的就是论语真意。故事隽永，平淡天真。
6、另一个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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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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