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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内容概要

《论语今读》完成于1989—1994年期间，为李泽厚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先后对二十篇《论语》逐一
读解。其书的体例分为译、注、记。译章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采用直译，对于专有词汇如“
君子”、“小人”则一律不译，而重要的词汇如“仁”“礼”“义”则有专章说明；注则参考朱熹的
《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陈树德的《论语集释》等多家注，力求精简全面；记是作者
的评论、札记和解说。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无一定之规，明白透彻，文体活泼。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 、“规则”、主张、思想，已
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
、活动中了。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
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他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
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孔子和《论语》所代表的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之化
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因为重要，李泽厚重新译注了《论语》，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写下了自己的评论、
札记和解说，统称为“记”。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
；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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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
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
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
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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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精彩短评

1、李泽厚的国学底子其实也是一般，不过今读还是要读，读书人就是要有自己的理解
2、黄色的纸，看着舒服
3、以前读的是齐鲁出版社的版本，封面和这个相同。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如果毛泽东读过的话
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吧⋯⋯真希望所有人都来读论语
4、第四遍读毕。李泽厚并非儒家，导致他对论语的解读有时候不够深刻。不过他知识渊博，广征博
引，亦足以发。
5、李泽厚解读论语跟他解读康德一样，都只是他自己的《论语》、“康德”，与真正的《论语》、
“康德”没有多大关系。
6、论语是每个人都要读的一本书
7、算是借着读这本书重温了一下《论语》原典⋯⋯所以李泽厚先生的评点反而看得不是很认真⋯⋯
个人以为他关于儒学的系统化观点还是到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样的著作中去看为好⋯⋯不
得不吐槽的是译文质量实在一般，不过估计李泽厚也不在乎什么忠实于原貌⋯⋯
8、大钟寺用三折的价格买的,可惜没好好看---时间的缘故
9、小时候在老爹的逼迫下背论语，就是拿的这本书~多少心酸多少泪啊~但是的确是编的不错的一本~
10、有些生硬，但喜欢他的观点。
11、最棒的概念与理念！帮武学奇才打通的经脉。
12、不知道于丹老师看过没有？看不懂论语原文又想知道里面讲了些啥的还是看这个吧，起码里面没
有胡“讲”。
13、经典导读书坊之一。
14、原文不用说了，李泽厚的解读深入浅出，很是受益。
15、喜欢它对孔子弟子们性格的分析
16、我最喜欢的论语解读版本，我承认这本书对我发生了很大很深刻的影响。
17、06-8
18、每年夏天拿出来晾晾：）
19、一天到晚吵着关注西方的东西，我们对于自身到底了解多少？
20、读谁的论语阐述？老李的更攻心。2000年与塘沽广州道。
21、倚老卖老，扯呗
22、个人认为不适合作为初读者阅读
23、20020927 20120628 十年后重读，对此书评价从5星改为4星，可见我的心态变化。
24、本书要和《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对照着读，德力、儒法，向来是中国历史的两个侧面了。李泽厚
没有停留在简单解释《论语》，而是点出两千年多来孔子之说对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影响，比如“吾日
三省吾身”的准宗教情感、“祭神如神在”的宗教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忧患意识、“君子贞
而不谅”的实用理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自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始共产主义等。
并以原典儒家为基础，阐述他理想中的某种当代中国哲学。每届Party boss都试图作出某些理论贡献，
习现在看起来对传统思想资源颇感兴趣。不过，孔子的“礼”、“仁”两大观念，前者经事实证明早
就已经破产，后者可能还可以发挥自我修养方面的作用
25、读过《论语》，感觉很high！读过李泽厚感觉很High！尽管读书太少，但是毕竟读过论语和读过
张爱玲感觉是不一样的。在论语面前，发现许多励志读物都是扯淡。
26、从巫史文化、汉字渊源、天人之乐三方面浓墨重彩铺陈开来。时见灌顶之论，不愧是两千年来中
国文明的一部重要经典。
27、每章之“记”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
28、中学时代
29、我以为小学生六年读这一本就够了，中华真的就会崛起来
30、29，12.13
31、李泽厚的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
32、译取诸家之精，但记多有重复
33、三星半。槽點好多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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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不错，我们老师推荐的书。没看完，不过觉得每章底下的个人感悟非常好。有的见解真是我自己
体会不到的。
35、此书需与一册论语对读，可能更有所收获
36、李氏以他特有的思维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导师⋯⋯
37、第一次是高三暑假 看 人生十论 的那个时候

之后每每心浮气躁 看看书 甚至回想一下看这书的状态 都能稍解心浮气躁
38、喜欢李泽厚的这个版本
39、不如朱注钱注多矣
40、李先生以哲学思想解读论语，这是在干朱熹当年的活。客观上讲，我崇拜李先生的学问，也认为
李先生的哲学的确是对中华文明最好的回顾和总结。但这本今读，绝对不应该写成今译今注，因为它
非李先生所长。其中很多亮点可以补杨伯峻先生译本的不足，但只读此书，会再走朱熹的歪解旧路。
41、读论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有自己的逻辑与态度。通过此书，我也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他
有爱有恶，勇敢有追求，他不是完人，但他“知命”、“立命”。“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谨以勉励。
42、多好，有释读少感悟！
43、哲学家写的论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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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今读》

精彩书评

1、我学《论语》开始于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这是他的演讲集，通俗倒是蛮通俗，但洋洋洒洒，
信马由缰，而且颇有信口开河的感觉，很多地方的解释明显不妥，但老先生自己倒是很自得很潇洒的
模样。读了200多页不想继续，换了一本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感觉马上不同。《论语今读》同样
讲20篇论语，但厚度只有《别裁》的一半，可内容要丰富很多，不像南怀瑾从始自终都是一个人自言
自语。《今读》的内容有四部分：原文、译文、历代注释、作者自己的解读。言简意赅，清楚明白，
有深度也有广度。以学而第一中，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过，
则勿惮改。”为例：《今读》只用了一面的篇幅，而《别裁》用了三面多；前者对“重”的解释是“
严肃、端重”，翻译是：“君子不严肃、端重，就没有权威，所学习的东西就不稳固⋯⋯”，后者的
解释是“自尊、自信”，在说完笑话后勉强解说为“一个人没有自信，不自尊，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
⋯⋯”。后者解说的牵强不说，也没解说完整；《今读》在翻译之后引了两条注，一是《正义》中对
四重的解释：“何谓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
好重则有观。是言君子贵‘重’也。”又引了《集释》陆陇其“松阳讲义”：“学必深沉而后能固，
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固，不重则躁⋯⋯”自此，读者对孔子的这句话应该理解得很清楚了。在
此基础上，李泽厚又谈了自己的解读，完全是顺理成章，把原文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白。从两本书看出
两个人大不同：李泽厚是个学者，行文严谨，推理缜密，完全围绕原文，虽有少量引申，但不离孔子
精神；南怀瑾汪洋恣肆，信口开河，没有翻译没有论证只谈自己看法。他谈别的还好，可偏偏说的是
孔子，这么一个严谨睿智的教师爷。恐怕《论语别裁》偏离《论语》原意远矣。感觉南怀瑾可能适合
做科普作家或是演讲家，但做学问还不够孔门弟子的水平。再引“松阳讲义”的这句话：“学必深沉
而后能固，不重则浮。学必镇静而后能固，不重则躁。”我想我们都应该多些深沉和镇静，少些浮躁
。这个社会太浮躁了，包括南怀瑾，包括很多人，可能也包括你我。即使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应该
重做孔子的学生。
2、非常好！值得推荐啊！贝客网商城http://www.beikw.com/贝客网论坛http://bbs.beikw.com/
3、这本《论语今读》我花上除吃饭睡觉外几乎所有的时间，用了整整半个月才把它读完。请不要误
会它艰涩乏味，相反的，我常常读的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可惜时间实在有限，否则我想我更愿意再
细致一点的去研读它。之所以用了这许多时间来读这本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惭愧的很，这竟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完整的通读《论语》——这部被奉为儒家经典和中华文化之“心魂”的著作，所
以难免要对其中的字句反复推敲解读，甚至搬出小学的《新华字典》来查对里面古文生僻字的发音。
这种如同回到少年时代读书时专注于古文的精神体验，让我仿佛跨越了时间和年龄的限制，再次变得
充实而富有激情。我也似乎从困扰自己多年的裹足不前的困顿中苏醒过来。我曾很关注过庄子，并对
他超脱而自由的艺术人生精神着迷，可这却让我原本就避世独立的性格在面对和应对这个现实世界时
显得雪上加霜。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说，读《论语》是一种精神上的制衡，它能够平衡我，使我不至
于在一条道路上走到尽头。第二，李泽厚先生学养深厚，治学严谨。他不哗众取宠、用艰涩特异的语
言或偏颇的论点吸引人，相反的，他常常采用的方法是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尽可能的展现出
来，更多地还原给读者问题的本来面目，不轻易下结论，却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李先生具有哲学学
术背景，所以书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而我对哲学领域实在毫无涉猎，所以读起来有些吃力
，这也是我花费更多时间的原因。所幸这并不是一本哲学专注，而是在前人注疏基础上对《论语》进
行当下时代的简要注评，每章一“记”，简明扼要。文笔流畅，启发人不断的思考，一旦有所领悟，
欣喜之感伴随而来，仿佛寻到了现实人生中的导师和同伴。这恰好契合了李先生书中的观点，即强调
儒家学说的“实用理性”特点。那么这本书也可算所李泽厚先生对于自己理论的一次具体的实践吧。
易读的书常不能带人思考，它不是你进步所需要的；而读起来有些困难，却又不至于十分艰涩的书，
往往是你目前所需要的，因为它既不完全跨越你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又能推动你进步。虽然并不是所
有不易读的都是好书，但好书却往往是不易读的。这点文字不能算所书评，只是借此记录自己的一些
读后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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