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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雅斯贝斯的“文明轴心说”， 老子、孔子和印度释

迦牟尼、希腊亚里士多德，皆处于世界文化的第一轴心时代，

其经典之作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日出！《周易》《论语》《道德

经》（又称《老子》），既是华夏国学的经典，也是人类文化

的圣典。

《周易》之前，夏有《连山》，商有《归藏》，皆佚于

久远。由于“连山”《夏易》和“归藏”《商易》的佚失，

《周易》便径直以《易经》冠名。其经典地位，独立源头，

空前突兀；既是儒家“五经之首”，也是道家“参同之契”。

现在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据说分别是周

文王和孔子所作。孔子《易传》，是文王《易经》的经典解释

学，也是权威释经学。先秦以降，围绕《周易》的释义著述，

汗牛充栋，庄严峨峨；象数义理对峙，汉易宋易竞长。释经学

不管多高明，也不是“经”而是“释经”。孔子《易传》作为

《易经》的最好释经，并不拒绝其他的释义游戏。作为一个现

代释义者，王翼成的《〈周易〉说什么》特色在于：其一，高

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金景芳先生（李学勤《周易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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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序），皆扬《易传》而抑《易经》。相较之下，王翼成

的《〈周易〉说什么》，以《易经》六十四卦为基干，以孔子

《易传》为参考。这构成它的内容，也形成它的方法。它基本

不涉猎其他“易学”作品与“易学史”著述。这是见识，也是

胆识。其二，无论是周文王《易经》，孔子《易传》，乃至包

牺氏创立八卦，先贤们的基础和方法，旨秉持历史的氛围消息

和个人的境遇条件。我们时代的精神特征又是什么呢？答曰：

经济管理中的人文智慧呼唤，或者说是人文境域下的经济管

理智慧。《〈周易〉说什么》，内容即此，主题即此，意义即

此。

翼成自谓“赏《易》已有十年”，所撰《〈周易〉说什

么》，亦“三易其稿”，可以说它是翼成迈向国学原典的力

作。《〈道德经〉说什么》与《〈论语〉说什么》，则是其浸

淫经典的“举一反三”之作。《易传》被誉为《易经》的“十

翼”。真正说来，《论语》和《道德经》才是《易经》“飞龙

在天”的扶摇两翼。《易》有所谓“天，地，人”的“三才之

道”。其中，“天命”是《易经》的主题，“大道”是《道德

经》的主题，“人伦”则是《论语》的主题。《周易》有以

“天”统帅的“三才之道”，《道德经》是“道生一”的太极

观，《论语》的根本思想又是什么呢？答曰：是以“人伦”为

中心的“四维原理”。“兴、观、群、怨”是《论语》诗学，

“刚、毅、木、讷”是《论语》仁学，“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论语》礼学，“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 是《论语》绝学。《论语》二十篇，几乎篇篇闪

烁着孔夫子的“四维原理”之光。《论语》不仅讲“大道”中

的人和“天命”中的人，也讲家庭中的人、学问中的人和政治

中的人。《〈论语〉说什么》以孔子“人伦”为话域，构成一

部当代管理的“人学”，或者说是 “人”的管理学。

由于孔子和他的《论语》处于人类文明的第一轴心时代，

因此具有特殊地位。朱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

对这种“轴心文明”的由衷赞叹。如果能够将同处于轴心时代

的印度释迦“地水火风”的四大说，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四

因说”和《论语》“人”的“四维原理”结合起来，比较释

义，《〈论语〉说什么》“人” 的管理学，便不仅具有丰富的

现实内容，还将具备文明的世界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愿以夫子之言，与王翼成君共勉！

相比于《周易》的“天命”和《论语》的“人伦”，《道

德经》的主题是“大道”。孔子向老子问礼之后，叹道：“老

子犹龙矣。”孔子当年面对老子的吃紧，变成当下《〈道德

经〉说什么》面对《道德经》的吃力。仅观《〈道德经〉说什

么》对《道德经》第一章的“翻译”和“心得”，就可以掂量

这种“吃力”的性质和程度。

其一，《道德经》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

万物之母也”，是人类第一轴心时代绝无仅有的伟大思想和深

刻智慧，堪称中国人的《圣经创世纪》。“天地之始”“先天

地生”，是两千年前《道德经》的灵智发现。理智论的现代科

学，是在20世纪的大爆炸宇宙学诞生后才开始与之对话。关于

“道”的灵智蕴涵，王重阳《论得道》指出：“况其灵智益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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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远乎。” 陶渊明《形神影》写道：“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

兹。” 拙著《本体之音》认为，“道”即灵智澄明之境。

其二，“易”有“三易”，“道”也有“三义”：a，

它在你—我之间，为“道”的人伦性。这是《论语》着眼的

“道”。b，它在性—命之内，为“道”的内在性。这是《道德

经》着眼的“道”。c，它在天—人之外，为“道”的超越性。

这是《易经》着眼的“道”。翼成的《〈道德经〉说什么》，

整体落脚于“道”的“a义”和半个“b义”：重感受轻信仰，

偏经验乏超验。这种理智人伦性视界，解释《论语》很得力，

阐释《道德经》很吃力。

《〈道德经〉说什么》面对《道德经》的吃力，带有普

遍性。书肆众多的“老子注解”不必说，一代大家、德高望重

的任继愈先生，在《老子绎读》中写道：“定性唯物和唯心都

不对。”任老坦言“认识的转变”：围绕“道”的吃亏。孔子

面对老子的吃紧，任老围绕“道”的吃亏，《〈道德经〉说什

么》面对《道德经》的吃力，有一个共同缘由，即理智论视

界。理智论面对“究天人之际”之《道德经》的 视界局限，用

邵雍《观物吟》的话说，就是：“未蹑天根岂识人！”

无论《道德经》还是《周易》，“天”都处于某种优先超

越位置。 《道德经》所谓“域中四大”和《周易》的“三才

之道”，皆有天道。 “三才之道”，决定了《周易》《论语》

《道德经》的原典和经典形象。正由于此，司马迁才把“究

天人之际”，明确列为《史记》三大目标之首。那么，《道

德经》《周易》和《论语》中的“天”，究竟指什么？其一，

“天”即天空，与大地并出。这是两岁的朱熹提出的问题。其

二，“天”代表天地万物，“天”即自然界。这是物质概念下

的“天”。其三，“天”即上帝与神明，是永恒性的精神世

界；“天”既高于“人”，也高于“自然” 。这是屈原《天

问》中所谓的“天”。理智论的认识视界，“究天人之际”的

结果，只有第一和第二种的“天”；“天人关系”基本就是物

质的自然环境。灵智论视界下的“天人关系”，“天”既是养

育生命的自然环境，也是“道法自然”的精神故乡。     

因《周易》《道德经》《论语》的作者是圣者，又由于

他们对“天人关系”的敞开，他们的文本便同时成为道本。困

境中的屈原在《天问》中，亦唱出了人对“天”的灵智疑情。

反观今天，危境中的现代人类，不是显然与灵智之“天”更远

了吗？！《道德经》告诉我们：道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

远曰反。当人们远离“道”的时候，也就是返归“道”的日

子。这也是《周易》“复”卦中出现“道”的缘由。王翼成的

《〈周易〉说什么》《〈道德经〉说什么》《〈论语〉说什

么》尽管以人本立说，以人的现代管理为阐释语境，却以一种

系统性暗涉着“天”，至少是倾听之后的言说。它既展现了一

个现代人对于“天人之际”的相遇机缘，也显示出我们这一代

对于经典之“道”的返归身影。

                                           高从宜

                                    2011秋水时节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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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论语》

孔子又一次热了起来，儒家思想又一次热起来了，传统文

化又一次热起来了。

孔子热，是中国文化热的典型标志。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

的世纪，这不尽然，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备受世人关注、中

国文化尽显思想智慧则肯定有一定道理。

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来说，我对

孔子、对儒家思想最初的认识和印象，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初

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以一个初中学生固有的判断、鉴别

能力，在当时的环境里很难有自己的思考，只是人云亦云地

认为孔子是“顽固维护奴隶主利益的代表、开历史倒车的反

动派”，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完整系统的认识，更与深刻而正确

的认识相去十万八千里。80年代，我上大学读书，后来大学毕

业，从事教学工作，虽然也常常想到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

法，但对其思想观点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毕竟没有系统地

研读过儒家经典。

走进孔子的思想，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一直是一个愿望，

我希望自己能够抽出一些时间，静下心来把儒家经典好好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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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真正感受一下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陈国庆教授的课堂上，旁听他

对学生解读《论语》。陈教授用平实无华的语言解读同样平实

无华的《论语》，挖掘其中深邃的思想，给人不尽的联想和启

迪。一种久违的精神享受顿时让我眼前一亮，我意识到该是自

己行动的时候了。

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上课，我的思维和注意力几乎全

部在《论语》上。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完成了20多

万字的读书心得。当我把其中一些篇章的心得与同事、朋友交

流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我将这些心得编辑出版。可我觉得这

只是自己的心得，讲讲可以，若出版发行，恐其中或肤浅或错

误的不当见解，误导了看这本书的人。于是我又开始了对《论

语》的再次研读。正所谓“常读常新”，我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和感悟，原有的心得有了新的内容。

与市面上众多的《论语》心得相比较，我站在一个新的

角度来诠释儒家经典，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论

语》是传统文化经典，但我解读《论语》始终以“跟孔子学做

人、做事、做学问”为主线，落脚点却是现代管理。因此，我

在一开始逐篇逐章阐释《论语》观点的时候，就不断提醒自

己，既要保证有学术考证的严谨，又不能较多地展示这些考

证；既要解说得通俗易懂，又不能走到庸俗化；既要说明原委

背景，又要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既要尊重专家学者的观点，

又要阐发自己的认识。这些要求说起来容易，但要落实还是很

有难度的。好在完成之后，喜悦与欣慰之感远远胜于当时的苦

闷与艰难。

继解读《论语》之后，我又将注意力置于《道德经》《周

易》《孙子兵法》等传统经典，相继完成读书心得，并以此为基

础推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系列讲座。

一部《论语》流传数千年，有太多的人钻研，对其中的思

想观点有太多的阐发和注解，但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有继续

研究和挖掘的必要，因为仍然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有

一些观点要重新认识，尤其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解读需要

纠正。比如，“君子贞而不谅”该怎样解读？“攻乎异端，斯

害也已”是什么意思？“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究竟是

表扬还是批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定是愚民政策

吗？“有教无类”“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悔焉”一定是我

们习惯理解的那个意思？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也许有些问题永远解不开，但

并不妨碍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孔子的思想观点。“半部《论语》

治天下”固然有夸大其词的味道，但领悟《论语》精髓，则肯

定有益于做人、做事、做学问。

是为序。

                                                  王翼成

                                                 2011年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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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篇第一

1.1       原  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释文及解读 

孔子说：“不断学习并且到一定时间就去练习和实践它，

不是很愉快的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是令人高兴的事

吗？人们不了解我，但我并不恼怒，这难道不是君子所为吗？”

《论语》开篇，便为人们确立了在生活当中应有的积极态度

和原则，这就是以愉快和开放的心态对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学习，是一件令心智愉悦的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

可感受学习带来的乐趣；有幸结交有识之士，与远道而来的朋友

推心置腹，可感受交往的快乐；也许一时不被当政者认识和接

纳，但自己并不生气，才能感受到修养的价值和意义。

有学者指出，孔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

“一种学说思想和主张被时代社会所接受采纳，就太令人快慰

了；要是不被社会接受，但依然有志同道合的人来与我探讨，也

是很高兴的事情；当思想主张既不被社会接受又不被同道理解的

时候也不恼怒，这不就是君子吗？”

今天，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有一点是相同的，那

就是人们应该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生活的一切，面

对生活中的每一天。在创造生活的同时要学会享受生活、欣赏生

249／ 子路篇第十三

270／ 宪问篇第十四

300／ 卫灵公篇第十五

324／ 季氏篇第十六

335／ 阳货篇第十七

351／ 微子篇第十八

359／ 子张篇第十九

379／ 尧曰篇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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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感悟生活，因为生活中令我们愉快高兴的事情很多很多。

《论语》开篇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基调，那就是快乐地

生活。

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争取使自己的主张被社会接纳，经

常与朋友讨论感兴趣的问题，这都是很惬意的事情。人们一时不

了解我，我也不生气、不恼怒，这才是君子所为。坦荡、坦然、

坦诚面对一切，而不要小肚鸡肠。

我们常感叹做人难，其实做人就是修炼。为什么大家不理解

我而我又不生气呢？因为孔子相信“德不孤，必有邻”。

1.2       原  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

释文及解读

孝弟就是孝悌，分别指对待父母和对待兄长的态度行为。

有子，姓有，名若，是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43岁。司马迁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孔子死后，

其弟子们思慕不已，发现有若长相很像孔子，于是就立有若为

师。但由于后来有若不能很好地解答学生的问题，又被学生们赶

下台。

有若说：“一个人孝敬父母、遵从兄长，而喜好犯上，这

样的人很少；一个孝敬父母、遵从兄长的人不喜好犯上而喜好作

乱，这样的人不存在。君子就应该做好根本的事情，有了根本，

就有了原则。做人的根本是仁，而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就是仁的

根本。”

有子的这一段话，反映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观

点：仁以及仁的根本。

不管是犯上还是作乱，在孔子看来都是大逆不道。要做到不犯

上、不作乱，首先要做到孝敬父母，遵从兄长（所谓长子如父）。

因为一个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是不会任意胡为的。所以，君子

就应该做好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有孝心，要有服从意识，要知道长

幼、上下、高低、尊卑、贵贱的区别。这样，你就知道了在什么时

候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就懂得了做人做事的原则。

“君子务本”的观点在今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资

料说，日本企业招聘员工时，要了解其在家庭中的表现尤其是对

待父母的态度。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对企业

产生忠诚的感情吗？俗话说“莫以善小而不为”，就是告诉我们

要从点滴做起，树立自己的目标但同时要打好做人的基础，这就

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孝悌”思想推而广之，就是正确处理纵向人际关系

和横向人际关系的基础和金钥匙。在上下级关系中，我们要以敬

和礼为先，在同级关系中，我们要以认同和包容为重。

要让人们知道你富有爱心，乐于服从，先从孝敬父母、尊重

兄长、善待他人做起。

1.3       原  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释文及解读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常常缺

少仁心。”

因为孔子一直坚持认为君子当“讷于言而敏于行”。花言巧

语、装模作样、常常把自己的真实意图伪装隐蔽起来的人，不敢

坦然面对事实的人，大多数是缺少仁德之心的人，也是修养不高

的人。此类人物不一定很坏，但绝对无助于成事。所谓“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的人，应该包括这样一些缺少仁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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