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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农民”与“《论语》”，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太
搭界的词语，但作家周树宁先生却把两个词语结合在
一起了。《论语》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及其弟
子的言行记录，其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弟子们
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核心思想
的“仁”、“礼”、“义”等内容，多半涉及人类社会
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
重大影响。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中
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作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几
乎没有学习、研读《论语》的机会，这种状况是极为
不正常的。在中国的农民群众中，从来不乏一些优秀
分子，由于没有启蒙读书的机会，他们的才能没有得
到一个真正施展的舞台。倘若有一个读书的平台，他
们中间的许多人也许是会有另外一番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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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形象。在物质生活有了提高之后，他们也开
始关注精神上的东西。周树宁先生的大作《中国农民
读〈论语〉》便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写成的，因而具有
一种全新的角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言简

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其中所
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
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而作为一位农民作家，周树宁先生对农村生活极为熟
悉，他以一位睿智农民的眼光，编著了这本《中国农
民读〈论语〉》，目的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向农民
朋友宣传孔子的思想。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在物质生
活得到提高的同时，在精神上也能够有一个飞跃，作
者的用心可谓良苦。
《中国农民读〈论语〉》一书，它并无太多深奥的

语言，也没有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全书内容质朴，不
事雕琢，完全是一种生活化的、带有农民情感的朴素
思想包含于其中。作者从农民日常生活入手，讲述怎
样做一个孝顺的农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农民，怎样
做一个健康的农民，怎样做一个致富的农民，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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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快乐的农民，仿佛如邻家大哥，在娓娓道来读
《论语》的种种好处。

从影响力而言，《论语》记载的内容及哲学思想
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其影响远播于海内外，文化辐射力更是遍及全球。但
怎么把这些巨大的影响力化作我们身边的有益之物，
这才是周树宁先生及其他的同道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通过阅读《论语》等传
统文化经典，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不断地开创新
的生活，与时俱进。在今天阅读《论语》仍然是我们
提高自身素质，保持民族自信的一条有效途径。在浩
如烟海的各类经典中，读一点以《论语》为代表的中
国文化经典，对于提高中国农民的思想水平很有帮
助，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就此而言，周树宁先生的
这部著作也算是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中国农民是人数众多的庞

大群体。把这个群体的素质提高上去，整个中华民族
的素质才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这方面来说，周树宁先
生编著的这部书是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作者对《论
语》的解释还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但由于时代环境的
不同，历史上各个朝代对“《论语》的看法也不相同，
并且每一位学者也对此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一个时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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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总要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在不同的时代中，儒学大
师们的学术观点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相信
周树宁先生的这本书也会对广大农民读者产生一定的
影响。
作为一位农民作家，出版一本书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周树宁先生迎难而上，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
部著作。他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谁能不是说受到
了《论语》的影响呢！这个时代需要《论语》，尤其
是需要像周树宁先生这样根据自己的感悟而写出来的
带有体会性质的读物。在周树宁先生这部著作即将出
版之际，本人怀着对他的尊敬之情，写下了这篇序
言。衷心地祝愿周树宁先生在《论语》研究领域能够
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李寅生
2014年6月4日

（李寅生：现为广西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汉
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日本语言文化硕士生导师。学
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出版专著、译著十余
部，发表论文，译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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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民读<论语>》
一书初稿的意见

一、书名新颖，很有吸引力。用农民口吻读《论
语》，本书作者是中国第一人。
二、用现代汉语译《论语》的原文，十分必要，

也很准确。联系中国农民的实际，贴切自然。
三、书中运用了许多当代近百人物的事，对农民

有现实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四、我对书中个别语言文学问题做了修改或提出

意见。我的意见仅作参考。

何以刚
2012年5月11日

（何以刚，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出版著作独著的有《何以
刚文集（一至五卷）》、《跟着新中国》、《20—21世纪世纪
之交中国杰出的爱国诗人王一桃》；合著的有《广西壮族文
学》等，发表论文 60篇，小说、散文诗 100多篇首，共约
500万字）

对《中国农民读 <论语 >》一书初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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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中国农民读 《论语》，有别于教授学者读 《论
语》，他们关注的是把“圣人”解读清楚，而笔者则
以中国农民口吻读《论语》，是通过论语中有关农民
的对话和通过论语解读中国当前农民的生活情况和心
理现状。中国农民伟大而简朴，但是历史上，中国农
民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就
是历史的见证。
中国社会正在向小康的和谐社会发展，如何教育

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读《论语》是很有现实
意义的。中国九亿农民，已经有几亿洗脚上田，变成
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历史发展特定条件下，他们
除了打工挣钱，空余时间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牌、打
麻将，或者赌博、闲聊，我关注他们，出版一些他们
想读而又读不到的书，那不是件快乐事情么？因此，
我考虑研究出版———《中国农民读〈论语〉》一书，以
满足中国广大农民的学习需要。80、90后的中国新农
民，他们正徘徊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但是，他
们很纳闷：我们不会耕种土地了，该做什么养家糊口
呢？他们大部分外出打工赚钱，但是他们的根还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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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最终还是回归到农家种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关注“三农”永远是一道主题。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一直以来都是专家、学

者、教授的专利品，中国农民涉足很少。但是，中国
民间艺术家则在默默无闻地传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
产，或许他们只演译，而不会写成文章或者书流传下
来。《中国农民读〈论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
民的阅读水平和能力，对中国农村文明和文化建设是
一件流芳百世的好事。
经过多年反复阅读《论语》后，我终于下定决心

写成了———《中国农民读〈论语〉》一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的讲话中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
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
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中国梦，九亿中国农民
是主体，“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
家才会好。”
创作灵感来源于读高菊村著的《毛泽东故土家族

探秘》。其中写毛泽东十四岁时停学劳动期间，他就
发现他读了那么多的书，“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
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这些书里的主人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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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为什么农
民当不了书中主人公？
毛泽东读私塾时，得益于两位著名先生的教导。

一位是乌龟井的毛岱钟先生，毕业于长沙湖南官立法
政学堂，是韶山冲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另一位是
东茅塘的毛麓钟先生，是韵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
蔡锷部下供过职，这两位塾师，见多识广。毛泽东由
此学问大长。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
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
‘四书五经’，读了六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
写过文章。”其实许多伟人都读过中华传统文化读本。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03年五岁进家塾读书，
取学名恩来，字翔宇。此后几年内，先后读了《三字
经》、《千字文》、《神童诗》、《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1906年
八岁，在嗣母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小说。在以后的几
年里，先后读外祖父家的藏书：《西游记》、《水浒
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镜
花缘》等”。你看，伟人都是在十岁以前塾读“四书
五经”的。
在16岁时，毛泽东就立志长大以后一定要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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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要帮助农民都能读书！结果，农民朋友打开
《毛泽东选集》，首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接着第二篇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践行了
他的诺言。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讲道：“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
毛泽东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
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炼。读古书使他
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因此，作为自然村党支部书记的我，有责任有义

务为农民推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物，并且通过自己
的感悟来共同分享。
同时希望农民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

修订，共同提高。
周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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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做个孝顺的农民

孝顺父母，赡养父母，孝敬长辈，尊老爱幼是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作为农民，如何做个孝顺的农民呢？
孔子在《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
后世，以显父母，教之终也。”
用现代汉语来讲，即：“孝道，是所有德行的根

本，也是一切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坐下，我来慢慢告
诉你。一个人的身体，就算是很细小的一根头发和一
点皮肤，都是父母赋予的，不敢稍有毁伤，这是孝的
开始，长大成人后，修养自己的德行，扬名于后世，
彰显父母的恩德，这就是孝道完成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事，不容易

啊！特别是当代，由于工作需要，做到尽孝更难。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

篇）。这句话对现代农民来说尤为重要，为什么呢？

第一章 做个孝顺的农民

1



ZHONG GUO

NONGMIN DU LUN YU
中国农民读《论语》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
不平衡。富裕而发达的地方，
分布于沿海地带，位于珠江、
长江三角洲地带。由于工业
发达，工厂繁多，就需要很
多人来做工。而处于西部或
内陆的农民，除了农忙时节
做农活外，其余时间就闲着。
只有饭吃，而没有钱用，生
活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为了
增加农民收入，他们成群结队去到广东或江浙一带打
工赚钱，有的一去就是几年或十几年，这对于父母来
说，很是担忧。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精忠报
国、驻守边陲和孝顺父母自古就很难两者兼顾，按时
尚话语来说，只好舍小家顾大家了。同样的，农民洗
脚上田后到外地打工，变成了农民工，但是孝顺的本
质不能改变。
孔子虽然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游必有

方”就可以了。孔子年代，道路险阻，车乘必马，因
此道路叫“马路”。人与人之间两地分隔，通信工具
是通过信件交流，往往由于自然条件原因，一年半载
杳无音信。现在不同了，与父母间最快的问候方式是

2



打电话，话语一通就什么都知道了。父母听到子女从
遥远的地方打来电话问候，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听
到子女的声音，作为父母就放心，千叮咛万嘱咐人在
异处，要如何如何。至于“游必有方”就是一句话的
事情，这是“孝养父母身”啊！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

而篇）。孔子说：“如果三年了，仍然不忘记父亲的
教诲，那就是孝子了。”
这个问题，与孔子年代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呢？
“父之道”，按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顺序排列，作为子女只好听从“父之道”了。
但是，由于现代教育的进步与发达，子女的教育程度
往往高于父母，在业务或专业水平上子女高于父母，
这时，作为子女如何孝顺“父之道”呢？我认为，正
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这句话
本来是孔子对学生说的，但对我们朋友很有现实教育
意义。孔子说：“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像对兄长一样
尊重别人，说话谨慎，守信用，对众人有广泛的爱，
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之后，还有余力，就再去学
习文化知识。”
当然，不管你作为子女水平多高，孝敬父母是必

第一章 做个孝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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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的。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
不管怎样，父母的养育之恩永远都需要子女去感恩，
去答谢。虽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是因为工
作的原因，不然的话，农民对于“久病床前”的父
母，还是尽孝尽顺的，这是“孝养父母志”啊！

洪战辉，河南西华县人，1982年出生，中共党
员。作为一名80后青年，他的事迹感动了中国农民。

13 岁，洪战辉就支撑一个“父亲患病、母亲出
走、弟弟读书、妹妹待哺的困难家庭。”他在贫困中
求学，在艰苦中自强。他为了挣钱养家，又要兼顾自
己的学业，他利用休息时间打零工、拾废旧、种田
地。为了照顾捡来的妹妹，从高中到大学，从河南到
湖南，他将妹妹一直带在身边读书。为了给父亲治
病，他背着父亲四处求医，洪战辉用孝顺的心撑起了
这个贫困的家。12年的坚持，终于使其父亲病情好
转，妹妹成长成人。因此，他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又被团中央等部门授予全国大学
生三好学生标兵，全国自立自强大学生等多项荣誉称
号，后来成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候
选人之一。
他是当代中国农民孝顺人物代表，值得我们农民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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