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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

内容概要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
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
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它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
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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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1918年3月18日－2012年9月29日），谱名南常泰，浙江乐清人，学者，诗人，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极传播者，实业家。1918年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区地团乡地团叶里。1949年春赴台湾后，相继任
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教授[1]。1960年，胡适读了《楞严大义今释》，表示赞许[2]。1966
年，南怀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下，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2]。《论语别裁》1976年出
版，香港、新加坡也争相翻印[2]。20世纪80年代末筹资兴建金温铁路，并于1998年建成通车。晚年在
江苏太湖大学堂传道。其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内容往往将儒、释、道等思想进行比对，别具一格
。于2012年9月29日在苏州逝世。

Page 3



《孟子旁通》

精彩短评

1、有点跑题，不过南先生还是很博学的这点很赞叹。不过看完之后想去看看大学了。四书不同时候
读收获也不一样。
2、时在广州
3、如果我能在大学有南怀瑾这么一位老师，我也就不会逃这么多课
4、在读：亚圣，不止于此。
5、不如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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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

章节试读

1、《孟子旁通》的笔记-第329页

        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孟子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

非有仁贼，利在其中---韩非子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尹文子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老子

仁义者，先王之蓬（错字）庐，可以一宿，不可以久处。---庄子

离苦得乐--人之所趋

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

大多数的人主，都犯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很少有为国家百年大计做打算的。

中国文化所标榜的政治精神---养生、丧死。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广贵山区经济何以难发展

不合时宜知多少，生逢乱世做人难。--王松【清末】

五代十国人物--冯道

《历代都江堰功小传》--钱茂【清】

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杀人，这两者的区别在哪？

《长短经.政体》--赵蕤 
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
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

器小易盈--望之不似人君。

贤主患辩者似通人，亡国之君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吕氏春秋》

我们读书，是为了引古以证今，也可由今而鉴古。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君子远庖厨。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王衍【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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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

曾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向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李家明【五代】

人物：  秦相--宁戚   汉相--丙吉

“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
“大似骑牛觅牛。”
“识得后如何？”
“如人骑牛至家。”
“未审始终如何保住？”
“如牧牛人，执仗视之，不会犯人苗稼。”

---此心即佛。   百丈和尚【唐】

普明和尚论心性修养：【宋】
一，未牧；二，初调；三，受制；四，回首；五，驯伏；六，无碍；七，任运；八，相忘；九，独照
；十，双泯。

一个人的人生，在绚烂以后，要归于平淡。---论中庸。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四川谚语

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权下，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形成病态，都会产生这类现象。--放、辟、邪、移的
浮华社会。

活都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教育，讲什么礼义。
仓禀实，而后知荣辱。衣食足，而后礼义兴。--管仲

在没有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以前，农民的生活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我国农民素来乖的很--不会自己起来反抗，要有人引火才行。

欧洲的古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先天上没有办法向农业方面发展，只有在商业上找出路。

在心灵的修养，达到相当的程度，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满足了，人类才有安定的可能。

中原莫遣生强盗，强盗生时岂可除？一盗即除群盗起，功臣原是盗根株。--【元】

师道与王道及臣道

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只是希望已经在为的帝王，能够变成尧、
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永远是走在臣道的路线。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
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老子有三宝:曰“慈”，曰“俭”曰
“不敢为天下先。”儒家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百姓。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杜甫《过昭陵》

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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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往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

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同时一方面管领四方的百
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恶的，都要负起教化、领导的责任。

谁不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

龙行一步，百草沾恩。

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是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井田制度--工整划地为九，八份以八户居之，余一为公。

就“时”论事，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人物：周先祖，公刘

勤政爱民---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孟子》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同上。

由于社会的演进，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的享受，喜欢追求声色之娱，以及口腹之欲。身安逸乐而汲
汲名利。人人如此，没有什么稀奇。这种风俗的演变，不是一天形成的。

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财富和德业的关系。

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

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要靠机运和头脑。
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达于富。

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藏富于民。

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子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

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

《三习一弊疏》
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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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

小人进而君子退，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

要讲真正的全民民主，先决的条件，除非是真正做到全民都是圣贤。

人挤人，人排人，总是难免的。因为人这个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个当家的、做主管
的，一定要切记“士无论贤愚，入朝则必遭谗。女无论美丑，入宫则必遭嫉。”

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
外又过份压制别的思想，则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历史是很难相信的，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

凡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了学问以后，像实行他的理想，有所作为，在际遇不好，机会不来的时候，都
是很痛苦的。过去如此，将来也还是一样。

社会重金条，技能须学高；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调侃

人物：曹彬【宋】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事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

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干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干。

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得慢慢的潜移默化。

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冯梦龙

滕薛大夫：
两大之间难为小，唯有自强可试图。怨天怨地全无用，望怜往悯亦徒劳。--【后三自做】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2、《孟子旁通》的笔记-人贵自立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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