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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弟子的追忆与记录

陈志老师来电，命我“推荐一本书”。

他亲切的话语尚未说完，我便本

能地想到了《论语》。

《论语》 是我最熟悉的一部书。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三十多年的

沉潜体会，何止千虑？故虽自知愚钝，

也多少有些心得。

况且，迄今为止，我所做的最重

要的两件事，皆与《论语》有关。 一是

在太原文庙义务讲《论语》十八年，翻

来覆去若干遍； 二是穷十二年心血，

将《论语》逐字逐句注解了一遍，又反

复修订。 所注之稿，如今已放下十多

年，想离得远一点，广其视野，等合适

之时，再回头做最后的修定，庶几可

略慰此生。

所以，对《论语》的推荐，可以说

是本能，也可以说是别无选择。

《论语》是一本很平实的书，也不

长，只有区区一万两千多字。 孔子一

生“述而不作”，于删述六经之外，不

再著作。《论语》是他去世之后，两代

弟子的追忆与记录。 他们以某种形

式———很可能是扫墓或者集中论学，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聚集在一起，

回忆起当年先师的谆谆教诲，每个人

皆无限感叹与怀念。 于是，大家便将

先师在世时对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些

语言和行为记述了下来。 记述者当以

曾参、有若二子的门徒为主 ，故《论

语》一书，于孔门诸贤中唯称“曾子、

有子”，此外皆直称其名。

这本语录体的“圣贤言行录”，谈

不上语言艰深，也谈不上文辞瑰丽；从

思想的深刻性而言，也不如《老子》。但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论语》 是此生最

重要的一部书。而且，通过三十余年的

反复阅读与践行， 我完全认可钱穆先

生关于《论语》的陈述：“今天的中国读

书人，应负两大责任。 一是自己读《论

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

千秋圣贤的光辉与影响

而《论语》的伟大，首先是因为孔

子的伟大。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人比

孔子更伟大了。他的弟子子贡说：“仲

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他的后辈

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

者也！ ”

在中国文化的形象上，也再没有

人比孔子更能代表中国了。 当今之

世， 中国在全世界开设的许多汉语

教学学校，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下面，简要谈谈这位被称为中华

民族的“至圣先师”的伟大老人。

要学习中国的文化， 必须先从先

秦学起， 因为先秦是中国文化的根

底； 而在先秦便形成的各个学派中，

儒家又是毋庸置疑的主干；而儒家学

派的开创者和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

孔子。 他为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交响乐

定下了主旋律；他为我们中国无数代

的心灵绘制了路线图；他的思想已经

渗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他的言行

已经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

综观孔子的一生， 他主要从事

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从政。 他曾

任鲁国司寇，虽前后仅有三个月，但

已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不过

这个方面， 他至少在当时不能说是

非常成功；第二是搞教育。 从三十岁

左右一直到七十三岁时逝世，他共教

授弟子三千余人，其中杰出者七十余

人； 第三是整理古代经典文化 ，修

《诗》《书》，定《礼》《乐》，序《周易》，

作《春秋》。 在后两个方面，无论在当

时还是后世， 都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像人类早期的许多思想家一样，

孔子“述而不作”，并没有把他的思想

有意地写成专著。 他的弟子和再传弟

子们所编纂的《论语》一书，是关于孔

子最可信的记述。 我们要研究孔子，

学习孔子，应该从《论语》开始。

君子人格的典型与实践

从读书的角度而言，《论语》如

同坐标中的原点， 中国文化的一切

纵横发展，都从这里出发，并以之为

最基本的判断准衡。 有意思的是，诸

子百家， 也无不或明或暗地将孔子

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家作为最重要的

参照 ，或是或非 ，或左或右 。 因此，

《论语》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

最恒定的著作。“居其所而众星拱

之”，其《论语》之谓乎？

从生命的角度而言，《论语》如

同一部言行守则，实践性非常强。 当

年“非典”期间，想起王阳明的自问：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 ”于是凝思

《论语》，得到若干解答 ，心安许多。

此后每遇疑难，便作此想。 渐渐地竟

成了习惯思维， 不唯因之而解决外

界问题， 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照鉴内

心的镜子，滋养性灵的源泉，压定人

生的秤砣，受惠无穷！

这本伟大的“圣贤言行录”，如

实地记载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言

语、行为，以及对很多具体事务的处理

方式和看法，展示了一位蔼然圣者的风

范，确立了君子人格的典型。同时，在这

本书中， 孔子以他温和而执着的姿态，

与他的弟子们一起，为后世构建起一个

充满了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圣贤集团。 正

如薛瑄《读书录》中所云：“观孔门诸弟

子之言，从容和毅，皆仿佛夫子之气象，

乃圣教涵熙而然也。 ”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

者，斯可矣。 ”从现实和普通人的角度出

发，孔子为我们提出了作为君子的一系

列标准，比如仁、义、礼、智、孝、信、忠、

恕、悌、温、良 、恭 、俭 、让等，无不体现

出他所追求的个体人格精神和群体性

社会道德。 他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主

张，通过《论语》里的字字句句，在阅读

与玩味中悄无声息地渗入我们的心田，

提升我们的境界。

精神元典的平实与高远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设计师，

孔子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特点，就是以人

为本，从现实出发。“子不语怪力乱神。”

“未知生，焉知死！”短短的话语，已彻底

奠定了中国文化注重社会秩序、注重人

生幸福，而不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

神灵或来世的根本原则。 这对后世影响

极为深远。 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数

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未出现过宗教

统治或者政教合一的现象，更没有出现

过直到如今仍然是令西方世界为之头

疼不已的宗教战争。 这是在让我们这些

后人顶礼致谢，高山仰止。

《论语》一书的语言是平实的，但正

是在这样的平实具体之中，孔子和他的

弟子们一起，为我们千秋万代的后辈树

立了楷模，作出了榜样，请看：

道德礼仪核心：“礼之用，和为贵。 ”

（《学而》）

做人行事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颜渊》）

日常行为表现：“夫子温、 良、 恭、

俭、让以得之。 ”（《学而》）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

（《子罕》）

终身学习求索 ：“朝闻道 ， 夕死可

矣。 ”（《里仁》）

多做自我批评：“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学而》）

……

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孔子，这位站

在普通人立场上的千古圣贤，在历史的

最高巅峰上， 以真诚而和蔼的态度，为

我们中国人建立了一系列的道德标准、

做人原则。 有了这一系列的标准和原

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就能够

建成我们的“君子国”，就可以去努力实

现我们的小康社会，大同世界！

这个目标很高远，但是《论语》中

说了：“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

亦远乎？ ”

《论语》：伟大的“圣贤言行录”

□

卫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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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马迁

出版社 : �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史记》 是我国第一部

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

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 全书共一百三

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

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

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

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

内容而言，《史记》 是对前代史学的一

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

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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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楚材

出版社 : �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古文观止》 系古代散

文选编总集 ,12 卷 ,成书于康熙三十四

年 (1695)以前。该书收录了我国古代上

起东周下至明末的散文 222 篇 ,虽比较

一些选本所选篇目不算多 , 但它能重

其所重 , 轻其所轻 , 故该书问世至今

300 年来风行不衰 ,是清代以来流传广

泛影响大的散文选本。 “观止”二字

出左传 ,意谓 :读了这些尽美尽善的文

章 ,别的文章就用不着去读了。

译者 : �王秀梅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诗经》 作为中国文学

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收录了自商末

(或说周初 ) 到春秋中叶的诗歌 305

篇，存目 311 篇，其中 6 篇有目无辞。

共分风、雅、颂三部。 我们以十三经注

疏本《诗经》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

难词句及典故名物， 并进行了全诗翻

译。 评析部分从文学、历史、哲学、民

俗、语言、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对诗篇文

本进行解读。 在校对文字、 注释及作

品辨伪、 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

彦的最新研究成果。

卫方正，山西省政府参事室

（文史馆）研究员 ，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 山西文瀛书院

院长，山西发展智库专家，山西

国学大讲堂教授， 山西至圣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 山西当代儒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山西省作

家协会会员， 山西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山西省诗词协会会员，

太原美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岢

岚县文化顾问、荣誉市民，安泽

县委党校特聘教授， 祁县决策

咨询专家委员会会员，中国（平

遥）监察文化终身顾问，同时担

任山西省内多所学校国学辅导

员。 目前已在国内发表各类作

品数千万字，出版专著多部。

自幼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寒暑不辍，泛滥百家。 平生

以打通古今 、 经世致用为心 ，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一个

中国读书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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