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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人生》

前言

　　荀子（约前313一前238），字卿，亦称孙卿子，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年幼即具才学，曾到当时
的学术中心齐国都城稷下游学，后来还曾“三为祭酒”。在儒家思想史上，与孔子、孟子的显赫地位
比较，荀子显得沉寂暗淡；在当今儒学研究中，与孔子、孟子的大红大紫比较，苟子也显得相对寂寞
孤独。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荀子思想没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意味着荀子思想缺乏智慧的光芒，
更不意味着荀子思想之于中国思想没有独特的贡献。荀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学
的集大成者，是一位视野开阔、思想深邃的大师。荀子继续了人性问题的思考，在孟子“人性善”思
想基础上，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从而为人性问题的讨论开辟了新的途径。荀子继续了天人关系
问题的思考，认为“孟子蔽于人而不知天，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提出“天人相分”“天行有常”
“天命可制”等较为系统的天人关系观，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相分”说的基础。荀子继续了墨
家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对“名”的必要性、“名”同异的根据、制名的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丰富和发展了先秦逻辑理论。荀子继续了关于“礼”的讨论，对“礼”的来源、“礼”的功用
、“礼”的意义、“礼”的推行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从而使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认识更加
深入，关于“礼”的理论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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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人生》

内容概要

《数字解人生:荀子》是关于研究“荀子思想”的专著，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介绍、呈现荀子为学致思
方面的智慧，具体分学习的艺术、解蔽的艺术、制名的艺术；第二章介绍、呈现苟子求荣修为方面的
智慧，具体分化性为善的艺术、修身养性的艺术、求荣避耻的艺术；第三章介绍、呈现荀子经营人生
方面的智慧，具体分经营生活的艺术、为人处世的艺术、谋取成功的艺术、与“天”打交道的艺术；
第四章介绍、呈现苟子品评人物方面的智慧，具体分论诸子、论儒、论君子；第五章介绍、呈现荀子
治政安邦方面的智慧，具体分政论、礼论、法论、乐论、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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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为学致思之方一、学习的艺术1. 登山知天2. 锲而不舍3. 用心专一4. 守旧无功5. 效法良师
二、解蔽的艺术1. 何以有“蔽”2. “蔽”之危害3. 怎样解“蔽”三、制名的艺术1. 缘何制“名”2. “
名”缘何同异3. 何以定“名”第二章　求荣修为之法一、化性为善的艺术1. 人性本恶2. 化性为善3. “
涂人为禹”二、修身养性的艺术1. 以“人”为养2. 以“礼”为养3. 因“势”而养4. 以“度”为养5. 以
“心”为养6. 日三省吾身7. 行道无强三、求荣避辱的艺术1. 好荣恶辱2. 分辨荣辱3. 以言求荣避耻4. 以
德求荣避辱第三章　经营人生之道一、经营生活的艺术1. 消费适度2. 居必择乡3. 以信胜出4. 有备无患
二、为人处世的艺术1. 取舍有道2. 敬人有方3. 出言有矩4. 以心役物5. 依“道”而交三、谋取成功的艺
术1. 目标不易2. 坚持不懈3. 积涓成流4. 精益求精四、与天打交道的艺术1. 天道自然2. 天行有常3. 天人相
分4. 天命可制5. 与天为友6. 礼天敬神第四章　品评人物之术一、论诸子1. 诸子点评2. 推崇仲尼3. 唯礼
唯实4. 警惕危害二、论儒1. 俗儒2. 陋儒3. 散儒4. 腐儒5. 贱儒6. 小儒7. 雅儒8. 大儒三、论君子1. 君子之
能2. 君子之德3. 君子自律4. 君子处事5. 君子之短第五章　治政安邦之略一、“政”论1. 亲民爱民2. 为
政以德3. 举贤远谗4. 由近及远5. 归顺天下二、“礼”论1. “礼”缘何而生2. “礼”之功用3. 以“当”
为贵4. “礼”之概览三、“法”论1. “法”之根源2. “礼”“法”关系3. 治法与乱法4. 法治与人治四
、“乐”论1. 乐以显情2. 乐以化俗3. 乐以治世4. 乐必有节五、“群”论1. 合群何以必要2. 合群的条件3. 
合群的方法4. 合群的意义六、数字解人生1. 人有五类2. 人分四种3. 人划三等4. 忠有四形5. 勇有四色6. 威
有三面7. 臣有四相8. 人有三忘9. 为师四法10. 人伦四纪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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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名”既是生活中的必然性，也是生活中的必要性；而名称的差异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确定名称了。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成套的见解。
　　首先，主张既要立新，也要循旧。他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正名》）就是说，圣王制名、定名既要遵循一定的旧名，又要创作一定的新名。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社会生活具有前后的连续性，从这个时代到下个时代不是截然分成两段的，这决定了制作名称
也不能一味地求新，因为这有悖于大多数人的生活、语言习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历代王朝的更
替中，虽然皇帝宝座轮流坐、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政治制度以及官职名称等等都是前后联系的，即
使要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必须借用一些旧名。如“萧规曹随”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汉惠
帝时的相围曹参，他未发迹时和前任相国萧何的私交很好，曾在沛县一起工作。但是等到两人出将入
相后，却有了嫌隙。萧何死后，曹参出任相国，他仍然全部按照萧何创立的规章制度办事，空闲的时
候就请人喝酒聊天。汉惠帝看到相国并不关心政事，丝毫没有进取之心，就托曹参的儿子回去劝曹参
把精力用在朝政上。结果，曹参非但不接受，反而把他的儿子打了一顿。惠帝没有办法，只好和曹参
面谈，质问曹参为什么只知饮酒作乐、置天下兴亡于不顾。

Page 6



《数字解人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