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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前言

本书是《论语》和《孟子》两部经典的合集，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特将两部经典从作者生
平经历、作品主要内容、作家作品贡献等方面进行介绍。一、《论语》《论语》一书是孔子与其弟子
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论语》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
言的意思。它是由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编撰完成的。通行本《论语》共20篇，记载着孔子与弟子的
言行，集中体现出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在文体方面，《
论语》首开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语言
简洁精炼，含义深远，许多精妙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名言。《论语》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
、智、信。孔子认为“仁”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仁”也是《论语》的核心思想。第四章《里仁篇》
里就比较详细谈到了“仁”：什么是“仁”？“仁”其实是一种心法，一种境界。一个人在成功的时
候依靠仁而不骄傲，失败的时候也要依靠仁而不颓废，这就是仁的境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要有高
度修养。除了“仁”之外，孔子在《论语》中也强调“义”。在孔子看来，“义”是安身立命之根本
，人的精神追求远比物质需要有意义。孔子主张道德高尚的人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他特别强调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损害道义。关于礼，
孔子认为道德高尚的人要懂礼、讲礼。礼是一个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内心修养，具有强制性。他
非常赞赏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包括《论语》中谈论的孝也是礼的范畴。第三章《八佾篇
》孔子专门谈到了“礼”，这一章开篇孔子就举了一个违背礼的反面例子。季氏这位权臣，在家里开
家庭舞会，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可见他已经不把朝廷放在
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关于智慧，《论语》认为一个人的
智慧包括真才实学。有智慧的人像水一样透明、自然、活泼、安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这才是最高的智慧。这几句话讲出了我们求学提高智慧的深刻道
理。关于信，孔子认为人应该诚实、信守诺言、忠信笃实。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
受人信任，二是对人有信用。人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孔子把忠与信
并提，认为忠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就是把忠信作为修养的基本内容。此外，《论语》还谈
到了学习、教育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
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在教育
原则方面，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富教于乐、因材施教、终生学习等教育原则。《论语》成为中国儒
家最经典的教科书，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当然有些夸大其辞。但是，我
们应该看到无论哪个时代，学问知识、道德修养、立身原则都是为人所必需的，《论语》能够给我们
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二、《孟子》孟子（前370？-前2897），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在他出世时，家道已衰落。孟子父亲逝世较早，孟子由
母亲独自抚养成人。孟母教子的故事历来为人所称道，“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足见其对孟子
的精心教诲。孟子成人后，受业于孔子之孙孔假的门人，学习孔子思想并成就了他对于儒家学说的终
身继承与信仰。中年时期的孟子游说各国，阐发王道政治，推行仁政，时近20年。在他游历时，他曾
去过齐、宋、滕、魏、鲁、薛等多个国家，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但是札崩乐坏的时代总是让贤
者碰壁，虽然各个诸侯国都对他礼待有加，但是没有国君愿意真正地实行他的仁政及王道的政治主张
。孟子晚年感到游说无望，退而归隐乡里，开始著书立说，《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记载：“序《诗
》、《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政治、哲学、教育以及文艺思想才得以记
载并保存，他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自己晚年的人生乐趣，让自己完全地回归于平静。《孟
子》一书通常认为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订，主要记载孟子的言行，一共七篇（
现分十四卷）。每篇设有概括或者表示篇首的标题，只是取每篇首章或章中的几个字为题，篇与篇之
间的内容也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认为自己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乃所
愿，则学孔子也。”所以他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主张实行仁政王道，这是他的主要政治主
张，而《孟子》一书中，他也同样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教育和文艺等多方面的思想。’孟子的政治思
想主要包括仁政和民本两个方面。所谓仁政，就是“省刑罚，薄税收”，使民有“恒产”，“养生丧
死无憾”。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是他实行王道的根基，只有百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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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定才能统一四海，所以他认为君主应该“与民同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主张“法
先王”，效法尧舜，钟爱人民，所以他也是“言必称尧舜”。他的仁政思想在那个礼崩乐坏、战乱频
繁、苛税徭役繁重的战国时代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解救百姓于水火，才能拯救国家于乱世
。而在哲学思想上，孟子提出“性本善”，并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关于人性理论的体系。他认为人的本
性相同，并且是在仁、义、礼、智的道德基础上而发展，人应当恪守本性，只要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善
良本性，克制欲望，自我反省，就能成就理性人格。在教育方面，孟子主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孟子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认为好
的教育环境和专心致志的学习态度是学习中的重要因素。而在修身方法上，他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
导。此外，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等文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在
文学鉴赏和批评方面给后代提供了无尽的瑰宝。那种与哲学理论相通的文学观念，展现了先哲思想的
融会贯通之美。《孟子》不仅在政治、哲学方面有深厚的意蕴，而且它也极具有文学价值。《孟子》
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言辞犀利而有可读性。其中颇多警句仍然被现世的人所喜爱。孟子的思想是儒
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理论体系对后世儒学的发展起着奠基的作用。其光辉思想值得我们仔
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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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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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书籍目录

论语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里仁篇第四公冶长篇第五雍也篇第六述而篇第七泰伯篇第八子
罕篇第九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子路篇第十三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季氏篇第
十六阳货篇第十七微子篇第十八子张篇第十九尧曰篇第二十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公孙丑
章句上公孙丑章句下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章句下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上万章章句下告子章
句上告子章句下尽心章句上尽心章句下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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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齐宣王问孟子道：“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们没有谈论到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所以后世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
到过。如果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讲讲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王’道吧！”宣王问：“要有怎样
的道德才能够统一天下呢？”孟子说：“安抚百姓就能统一天下，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宣王说
：“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安抚百姓吗？”孟子说：“能够。”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
子说：“我曾听到胡说：大王坐在大殿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您看到了，便问道：‘牵着牛往
哪儿去？’那人说：‘准备宰了取血祭钟。’大王便说：‘放了它吧！看它那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
罪过，却被送进屠场，我实在不忍。’那人便道：‘那就不祭钟了吗？’王又说：‘怎样可以不祭钟
呢？用羊来代替吧！’——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吗？”宣王说：“有。”孟子说：“凭这种仁心就可
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听说这件事情以后都以为大王是吝啬，我早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宣王说：
“对呀，确实有这样的百姓。齐国虽然不大，但我不至于不合得一只牛吧？只是不忍看它那种哆嗦可
怜的样子，毫无罪过而被送进屠场，才用羊来代替它。”孟子说：“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
您用小的代替大的，他们哪能体会到大王的用心呢？如果说可怜它无罪而被处死，那么宰牛和宰羊又
有什么区别昵？”宣王笑看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心理呢？我的确不是吝惜钱财才用羊来代替牛。百
姓说我吝啬，是有道理啊。”孟子说：“没有关系。您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的表现。因为您当时亲
眼看见了那只牛，却没有看见那只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看，便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
；听到它们悲鸣哀号的叫声，便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厨房，就是这个道理。”宣王
高兴地说：“《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摩得到。’说的就是您啊。我自己这样做了，
再反问自己，却不能知道自己的心思。您这么一说，我的心便豁然开朗了。但这种心情和王道相合，
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有人来向大王报告：‘我的臂力能够举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
的眼力能够看清秋天鸟的细毛，却看不见一车木柴。’您相信这种话吗？”宣王说：“当然不会相信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您的恩惠能施及动物，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
来，一根羽毛拿不起，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木柴都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眼力；老百姓不能安居
乐业，是因为您不肯施恩。所以大王没有称王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宣王说：“不
肯做和不能做在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要是一个人把泰山夹在胳膊底下跳过北海，告诉
别人说：‘这个我做不到。’这真是不能。要是一个人替老年人折取树枝，告诉别人说：‘这个我不
能做到。’这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所以，大王不行仁政不是属于把泰山夹在胳膊底下跳过北海一
类，而是属于替老年人折取树枝一类。“尊敬自己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里的长辈；爱
护自己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
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好榜样，再推及到兄弟，从而遍及到封邑和国家。’这
就是说把这样的好心扩大到其他方面去就行了。所以由近及远地推广仁德，便足以安定天下；不这样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护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远远地超越于一般人，没有别的诀窍，只是
他们善于推行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您的好心好意能惠及动物，百姓却得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秤一秤，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各种事物都是这样，人的心更需要这样。大王，请考虑
一下吧！“难道您一定要动员全国军队，使将士冒着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仇构怨，这样做您心里才
痛快吗？”宣王说：“不，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才痛快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追求、满足我
的最大欲望啊。”孟子说：“王的最大欲望是什么昵？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便说：“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满足口腹吗？是为了轻暧的衣服不能满足身体呢？是为了艳丽
的彩色不能满足眼睛呢？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能满足耳朵呢？还是为了亲近受宠的人不能满足使唤呢
？这些，大王的臣子都能够供给足够，难道您真是为了这些吗？”宣王说：“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
些。”孟子说：“那么，您最大的欲望就可以知道了。您是想扩张国土，使秦、楚这样的大国都来朝
贡，自己作天下的盟主，同时安抚四周围的落后外族。不过，以您这样的作法想满足您这样的欲望，
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宣王说：“有这样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严重呢。爬到树上
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没有什么灾患。甩您现在的作法想满足您这样的欲望，如果尽心竭力去干
，一定会有祸害在后面。”宣王说：“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听吗？”孟子说：“邹国和楚国打仗，您
认为他们谁会胜利？”宣王说：“楚国会胜。”孟子说：“从这里便可知：小国本来就不能跟大国为
敌，人。口稀少的国家不能够跟人口众多的国家匹敌，弱国本来就不能跟强国匹敌。现在海内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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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

圆千里的共有九块，齐国不过占有其中的一块罢了。想用这一块去征服其他的八块，这和邹国跟楚国
为敌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现在大王如果能改革政令，施行仁政，使天下
的士大夫都愿意到齐国来做官，老百姓都愿意齐国来种地，商人都想到齐国来做生意，来往的旅客也
都想取道齐国，各国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们也都想到您这里来控诉。如果做到这样，又有谁能抵挡得住
呢？”宣王说：“我头脑昏乱，不能够做到这样，希望您辅佐我达到目的，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
聪明，请让我试一试。”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只有士人能
够做到。至于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如果这样，就
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百姓
。哪有仁德的国君在位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对上
足以赡养父母，对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
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就很容易听从了。“现在呢，规定百姓的产业，对上不足以赡养父母，对下不
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也是艰难困苦；坏年成，免不了饿死。这样，每个人用全力救活自己生命都
怕来不及，哪有闲工夫学习礼义呢？“您既然想称王统一天下，为什么不从根本解决问题呢？每家给
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围种植着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绵袄穿了。鸡狗与猪这类家
畜，都有力量和工夫去饲养、繁殖，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可吃了。一家给他一百亩田地，
并且不去妨碍他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便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办好各级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
敬爱兄长的大道理来开导他们，那末么，须发花白的人也不至于头顶着、背负着物品在路上行走了。
年老的人衣着丝棉、吃肉食，一般老百姓不冻不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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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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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字很大个 每一句下面就有注释 我之前有看过几本 内容都不是很全 这本很好 很喜欢 适合学生学习
阅读
2、书很好，正版，纸张和印刷质量都很好，物流给力，第二天到货，满意。
3、不错的书，喜欢。值得阅读
4、恩，挺满意的一次网购。书的内容和正，字也挺大，唯一觉得不够好的就是只有注解没有进一步
的评析。
5、孩子没有定力，静不下来好好阅读，待他慢慢消化吗
6、很好，常常在这买书，满意。
7、适合小学生，很好。
8、这款很经典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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