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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论语今读》

前言

　　1999年春季我应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前往作两次有关讲演。接待我的是当时东南
大学教务处长陈怡同志。开始我以为他在教学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便不断提出问题向他请教，
然而他的回答往往超出我的提问，就大学生入文素养以及如何引导大学生们阅读古代的人文经典等等
，谈到他的理解以及即将实施的计划。我很钦佩陈怡教授宽广的视野，以及他准备讲授人文经典的周
密计划。他在大学学的是工科，关于人文学科的素养是他从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自学逐渐积累起
来的。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便成为在学问上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为实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举
措方面相互勉励、交换意见。　　陈怡教授自从担任《中国大学教学》杂志的主编以后，更加关注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从更加年轻的教师中结交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其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
教授程钢同志便成为陈怡同志在教学方面的知己。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不能离开人文教育，大学
生、研究生和教师应当具有人文素养，有很好的人品，很好的气质，很好的生活情趣。在他们看来，
人文素养的提高，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引导学生阅读中国古代的人文经典，还要学习全人类的优秀文
化，在当代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加以剖析，吸取其中的精华，并逐渐转化为自己的心灵营养，以便养成
健全的人格，具有优良的综合素质。陈怡、程钢同志在如何引导学生们阅读古代人文经典这件工作中
，不但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而且在教学第一线进行实践。有时他们在我面前谈起大学生
们从人文经典中所获得的心灵体验，充满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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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论语今读》

内容概要

《论语》和《老子》是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元典，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初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
书采用编、译、注、释的方法，力图用现代的观点加以诠释。希望通过本书的工作，让老子和孔子尽
量以本来面目鲜活起来，让经典阅读变得稍微容易些和有趣些，为推动文化经典的阅读尽一点微薄之
力。
    《论语》和《老子》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化经典导读的教学工作，写作中结合人文教化的时代宗旨，
注入了自己深切的体会。本书可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也可作为公共读本供有兴趣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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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子》今读上篇　道经下篇　德经《论语》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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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论语今读》

章节摘录

　　【释】　　曾子对孝道的理解，可以说是视野宏阔，既深且远。曾子对孝道的认识与有子不一样
。有子认为，孝悌有利于消除政治动乱，因而将孝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很显然，有子的
看法缺乏性与天道的维度，理论深度不够。作为一种政策，有子的看法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作为学派
，有子的看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吸引好学深思者。在这一章，曾子对孝道的理解也有功利主义的
成分，但这是一种社会或道德功利主义，比政治功利主义向前发展了一步。后来子思又将曾子的社会
或道德功利主义向前再推进了一步，从而建立起了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
子思的道德形而上学有很强的思维魅力，从而吸引了孟子这样的人加入到儒家旗帜之下，以子思的私
淑弟子自命，成为儒家最有学术吸引力的一支。曾子关注的是“民德归厚”（道德建设），而不是政
治动乱（治国技术），这表现了早期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读者还应注意曾子的措辞，他用“
终”表示“死亡”，用“远”描述“祖先”，用“厚”描述“道德风尚”。这些词使得社会存在具有
了空间的感觉，有利于人们从宇宙论的视野考察道德与社会风尚。这些都向我们展现了曾子的思维功
力与思想敏感性。　　李泽厚在解释这一章时说，在人类风尚发展史上，丧礼极其重要，它代表了人
类族类自觉的开始。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类情感兼理智的重要功能。　　曾子提出了“民
德”一词，他有可能是较早提出这一名词的思想家。这起源于《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将“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压缩为“民德”，从民众之德联系到万物的理则，开
拓了儒家宇宙人性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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