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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内容概要

《孔子的故事》介绍孙子。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有一套虽不周密而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见
解。孔子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是提倡“仁”，仁就是“爱人”，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反映了
由于奴隶制的渐趋瓦解而产生的当时庶人（广大人民）的抬头。孔子首先把文化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
去，就是这种现实以及反映这种现实的人道精神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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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书籍目录

引子一 没落的贵族和孤苦的幼年二 孔子幼年时代的鲁国文化空气三 在挫折中前进四 教育事业的开端
五 孔子和老子的会见六 走向成熟的道路七 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八 孔子在齐国的收获和影响九 
孔子在混乱的鲁国中的寂寞十0 孔子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一一 从中都宰到司寇一二 孔子在外交上的胜利
一三 孔子和鲁国贵族的斗争一四 孔子终于出走一五 在卫国受到监视一六 过匡城被拘留一七 到了晋国
的边界上一八 仍然回到卫国——不愉快的三年一九 过宋国的时候遭到迫害二0 孔子停留在陈国二一 孔
子绝粮二二 孔子勾留在楚国的边缘二三 孔子再到卫国和归鲁二四 孔子归鲁后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态度
二五 专心从事教育工作二六 编写《春秋》二七 整理诗歌和音乐二八 弟子颜渊和子路的死二九 孔子最
后的歌声后记附录：李长之和他的《孔子的故事》

Page 3



《孔子的故事》

章节摘录

一四 孔子终于出走齐国这时的国君还是齐景公，晏婴在夹谷之会后不久就逝世了。晏婴是个出色的政
治家。他不肯阿谀。他又能针对当时的需要提出适宜的政策。他也善于选拔人才，他曾把一个叫越石
父的奴隶赎出来，他曾荐举一个赶车的仆人为大夫①。他同时有素朴的民主思想，他认为不同的意见
是有好处的，他说这像调味一样，正因为味道不同，才可互相调剂，味调好了，才好吃；如果都是同
样主张，随声附和，那就是白开水加白开水了，还有什么味道②！晏婴把由不同意见而取得一致的称
为“和”，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而得到勉强一致的称为“同”，后来孔子主张“和而不同”，显然是
受了晏婴的启发。晏婴死后，齐国的人才比较单薄了。这时齐国的执政者便商议道：“孔子掌握了政
权，一定要称霸天下的。鲁国距我们最近，将来准先兼并我们，何如早割些地方给鲁国？”那个在夹
谷之会时出过坏主意的黎钽却又出来说话了：“我们应该先离间孔子在鲁国的关系，如果离间不成，
再割送地方也不迟呵！”他们这时的阴谋是设法引起孔子和鲁定公、季桓子间的不和。他们知道孔子
是一本正经的，鲁定公和季桓子是爱玩儿乐的，于是利用了这一个矛盾，送了八十名美女去，还带了
一百二十匹好马。这些美女打扮得十分妖艳，又会唱靡靡之音，那些马也披挂得耀眼争光，说是专诚
送给鲁国国君的呢。这些美女和骏马已经到了曲阜南门外了，暂时停留在那里，闹得十分轰动。但还
没敢进城，怕的是孔子反对。鲁定公虽然听说，也没敢公然去，便打发季桓子先去偷看一下。季桓子
怕别人认出来去报告孑L子，便穿上便衣，偷偷去看了三回，越看就越舍不得。于是季桓子和鲁定公
商量，装作到各处去巡视，但一巡就整天钉在南门外，沉醉在那些歌舞里了。他们对于政事也不大过
问了。一当然，最后孔子也晓得了。子路见他们既如此荒唐，对孔子又这样不尊重，便不耐烦起来，
对孔子说：“老师可以走了吧？”孔子说：“还要待一待。鲁国就要在郊外祭天了，如果能把祭肉分
送过来，那就是还尊重我们，我就还可以留一留的。”但是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美女骏马，不问
政事已经有三四天了①。祭天也祭过了，可是并没有送祭肉来②。孔子把情况判明了，知道鲁定公原
是没主意的；季桓子又不过是利用自己，替他消除像公山不狃那样的异己势力罢了。事实上季桓子也
怕孔子长久搞下去会把他的势力削弱，所以冷淡孔子是势所必至的。孔子无法和他们合作下去也是一
定的。况且另一个贵族孟氏还在为拆城的问题抗拒着呢，再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的处境便显得非常
尴尬了。于是孔子辞了职，率领着弟子离开鲁国。因为鲁国究竟是孔子的家乡，走的时候心情十分沉
重。他们走得很慢，不能像离开齐国时那么干脆了①。孔子走到屯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已是鲁国
的南境了，季桓子所派的一个管音乐的官名叫师己的赶了来，名为送行，实际上是来探孔子的口气的
。“老师，您老人家并没有错儿呵。”师己这样说。孔子便道：“我唱个歌好么？这是我新作的歌：
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把人赶走，歌舞也够迷人，政事可就没了救。我有什么不开怀？我今后优哉游
哉！”②师己听了这话就回来了。季桓子问他孔子说什么来着，师己便照实说了。季桓子听了，装作
惋惜的样子，说：“老师是怪我收留这些丫头呵！”  孔子就这样离开了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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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后记

孔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所以我们要讲他的故事。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
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我们也指出了孔子的
一些进步性，但是正如嵇文甫同志所说：“承认孔子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是要提倡尊孔读经。”①
对于孔子要不要加以评价呢？当然要。这笔账总要算，应该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
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但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是不是就要“给以总结”呢
？不能够。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水平有限，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缘故。就是前面所讲的故事，
也只能是从作者的思想水平出发而编述下来的，在选择取舍之间，在解释评论之间，错误一定难免。
写出来，也只是请读者指教！这不是客气话，是实话！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给以总结”了。那是
要留待更辛勤的、更精通的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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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
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　　——李长之无论谈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好，无论谈孔子的具体贡献也好，
我们一定要避免个人崇拜。这不只因为个人崇拜是不应该的，是会产生毛病的。而且因为夸大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实的，是不科学的。　　——李长之讲儒家，就先要讲孔子——孔子是
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
　　——摘自《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孔子的故事》中的孔子并不因为李长之
在文献上的言必有据而显得古板无生气，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栩栩如生的面
影经常活跃在字里行间。　　——于天池 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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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编辑推荐

《孔子的故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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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事》

精彩短评

1、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30本之一。

2、买的时候就想着可以在未来留给孩子看。对于孔子的一生来讲讲得浅显且准确。至今都记得那句
“子路不高兴了⋯⋯”啊哈哈哈哈
3、看了一本李什么玺写的孔子的故事。里面语言比李长之活泼，但语言还需修炼。关于孔子弟子问
仁的故事貌似有一两个写得不错，深度也还可以。有一回读完，班里孩子鼓掌来着。
4、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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