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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社科联主席　范建华 

哲学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

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哲学社会科

学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激活人类文明

创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工具，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

与传播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和社会的发育完善程度。当前我国改

革发展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

显，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一批科学规范、通俗易懂、实用有效

的哲学社会科学科普读物，来认识社会、指导实践。繁荣发展哲

学社会科学，大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向广大民众有效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普及与传播，是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基本使命，同时也是有效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要求，在中国现代文明建设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调查研究，我们深刻意识到加强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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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工作，传播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科

普体系，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普读物作为支撑。我们希望通过实施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搭建科普读物创作、编

写平台，凝聚全省社科界的智慧和力量，激发社科专家创作编写

科普读物的积极性，逐步推出一批立足云南、面向全国、独具特

色的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云南虽然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

境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为云南哲学社会科学丰厚而独具特色

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正在不断彰显和加强，已经成为云南

文化符号中认知度较高的重要品牌。遗憾的是，由于哲学社会科

学独特的学科性质，也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同仁中重学术、轻普

及的观念较为浓厚，由于科普专家匮乏和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使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难以走出学府、走出书斋，没有形成面向大众

的科学普及成果。

就当下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科学普及读物的编写在云南社

科界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大家写小文，把深奥的科学知识变成通

俗的普及读物，达到科学性、通俗性、可读性、文学性的有机结

合，还有一定难度。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科普项目的大多数承担

者对于如何面向大众需求特点、认知特点、阅读特点来编写科普

读物上认识还不到位、技能还不熟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我们尽快组织出版一批高质量哲学社科科普读物，以发挥示范性

和引领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经过专家的精心指导和编著者的反复修改，目前形成2015年

《云南社科普及系列丛书》第二批一套5本，分别是《元谋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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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读本》《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生活中的营销智慧——108

个案例教你学会市场营销》《农村家庭投资理财指南》《滇中

传统童谣与民俗风情》，由云南科技出版社负责统一设计装帧

出版。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一是力求体现云南科普读物的特

点，侧重于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相关知识的普及；

二是力求体现时代性、知识性、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结

合，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在介绍和阐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达到普及推广、提高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素养

之目的。我们希望通过10年左右时间的共同努力，使云南省社会

科学普及读物达到种类齐全、普及到位、大众喜爱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离不开群众喜闻乐见的通

俗读物。丛书的出版既是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宣传和普及的有

益探索，也标志着云南哲学社会科学普及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对此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不

断努力，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大家、名家

积极主动地投入科普读物的创作，形成一个充分展示最新研究成

果、最高学术水平、最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的科普读物创作、编

写氛围，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真正走向大众。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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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经典 

关于经典，有一个最通俗的说法是：人人都知道，但人人

都不看，看也看不懂，最后决定不去看，但是每个人都挂在口头

上的书，这种书大概就叫作经典。这当然是一种揶揄的说法，意

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我们小时候看着那些砖头般的经典就

害怕，不敢读。等长大了以后，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没读过这些

经典。所以，这些书被一代又一代人供奉起来，大家都不大敢讨

论，慢慢地，它们就变成了所谓的经典。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通常是指那些经过历史和实

践的检验并被大众认同的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的优秀著作。它们

的特点，按照西方学者阿德勒在《西方的智慧》一书所提出的

“伟大书籍”的标准来说，就是“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人所必须面

对而经常发生的基本问题”，“含有多层深意”，“让人钻研不

尽”，“是启发智慧的源泉，永不枯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经典是“恒久之至道”（《文心雕龙》），是圣人贤者的著述

（《博物志》），是“三不朽”中的立言（《左传》），是“传

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现代汉语词典》）。

哪些书才算得上经典？作为经典，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特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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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一是恒久的生命力。经典所涉及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就像

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庄，印度的佛经，西方的《圣经》，

它们跨越千年时空，至今依然是我们智慧的源泉，正如美国学者

赫钦斯所说：“经典著作乃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书

籍。例如，苏格拉底对话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今天来说，就是

同柏拉图写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紧迫。这些乃是我们知道的最好

的书籍。”二是无限的诠释空间。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因

为它充满了重新被解释的可能性。经典不是教条，也不提供具体

知识，甚至不提供真理本身，借用洪堡的话来说，经典至多只是

“在为这些寻求真理的科学本身提供一些辅助材料，给它们以方

向上的启示，激发灵感的产生，以及如此等等”。但是，经典能

够启迪智慧、丰润人生、传承文明，它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有着

广阔的诠释空间，已有无数的前人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也必将对

未来的人们产生深远影响。

在如今这样一个媒体发达、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我们是否

还需要阅读经典，还需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答案无疑是肯定

的，因为，经典阅读有助于涵养人文情怀，提升生命境界，确

立文化身份。

在经典阅读中涵养人文情怀。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指的就是通过读书来启

迪人生智慧、完善自我人格。今天，读书和治学已不再是“为

己之学”，而是变成了一种知识生产，一种职业分工。但是，这

样带有工具性的学习和研究，显然无法解决我们人生中的种种困

惑。而读书尤其是经典阅读能够让人内心宁静、智慧增长，读经

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在疲惫中得到慰藉，让我们的生命在困顿

中获得力量。我们之所以要阅读、体悟经典，在一定意义上也表

明：我们还愿意反思自己，还愿意为自己的心灵寻找方向。正如

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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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与文化经典作“同情之理解”式的直接交流，启发

思维，怡情益趣，从而真正起到启迪人生智慧、涵养人文情怀的

作用。

在经典阅读中提升生命境界。经典，尤其是文化经典关切

如何将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如何立身。孔子说：“不患无位，患

所以立。”（《论语·里仁》）每一个自立的人，都是一个具有

独立意义的生命，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地提升生命境界，

要有一种内在超越的欲望。中国文化经典之根本是仁义礼智信，

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是“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通过阅读中国文化

经典，有助于提升生命境界，提高生活品质。张载曾言：“为学

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语录钞》），通过阅读中国文化经

典，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活

哲理和人生智慧，总会给我们一种拯救内心、重建信仰的力量。

在这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阅读经典，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光

怪陆离的现实世界建立心灵的坐标，提升生命的境界。

在经典阅读中确立文化身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

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无异于割断

自己的精神命脉，必将丧失自身文化的特质，进而迷失自我。以

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也为人类文明进

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魂魄，

一个民族一旦抛弃了自己在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经典，就会失去

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失去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灵魂四处漂

泊，精神无所依托，既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

“我们到哪里去”。因此，重温经典是为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华，同时确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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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虽然好，但毕竟太多，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正如苏东坡

所言“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东坡文集

事略》）这就涉及选择的问题。当然，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不同的阅读体验也决定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

经典选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五经”，作为长期阅读、

体悟的对象。这“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论语》、道家经典《道

德经》、佛教经典《金刚经》、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文学经

典《红楼梦》。当然，这一本《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仅仅是阅

读《论语》《红楼梦》《群书治要》这三部书的一些体会，在内

容上主要涉及读书、修身、养生等内容。这是我近几年最为关注

的几部经典，其中《群书治要》是我在中国社科院访学期间，导

师方克立先生建议我在学术上中长期的研究对象，但收入本书

的，是相关的三篇读书随笔，其角度并非是学术性的，而是立足

于现代生活。这也表明了，《群书治要》作为中国古代修齐治平

之宝典，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确实具有再度诠释的巨大空间。 

我们相信，传统经典的阅读不应当仅仅止于学者的研究需

要，同时也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元素，因

为，我们需要通过传统经典，来涵养自身的人文情怀，追寻生命

的终极意义，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也是我们决定将自己的读

书心得结集与广大读者分享的初衷之所在。

谢青松 
2014年5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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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儒家经典与幸福人生

【 三 】

幸福是一个充满诱惑但难以把握的话题。正如哲学家康德

所言：“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

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

白，条理一贯。”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求幸福，

但是，几乎每一个人所描绘的幸福图景都不一样。不少人认为幸

福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法国作家巴尔扎

克笔下的“铁公鸡”欧也妮·葛朗台每天晚上临睡前在灯下数

钱，媒体曝光的郭美美成天在网上炫富，这是他们最幸福的生活

状态。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人腰缠万贯

却郁郁寡欢，还有一些人生活清贫但自得其乐。这样看来，有钱

与幸福似乎并不成正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人，尤其是古代

儒家是怎样描绘人生幸福图景的？下面我结合先秦儒家经典的相

关论述，主要从孝亲之乐、孔颜之乐、行善积福这三个层面，谈

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幸福观。

一、孝亲之乐

今天的人们喜欢谈论幸福指数，尤其是心理学家，挖空心思

设定出一些具体的指标，诸如月薪多少、从事何种职业、住在几

线城市等等，声称达到了这些指标的人才算得上幸福。事实上，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做过这个事情了，他在《孟子·万章

上》中说人生有“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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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在孟子看来，人生第一大乐事，就是父母都健康安好，兄弟

皆无灾无难；人生第二大乐事，就是抬头不愧对于天，低头不愧

对于人；人生第三大乐事，就是能得到天下优秀人才，并去教育

他们。孟子所说的三乐归结起来就是孝亲、做人和教书，其中，

孟子将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当作是人生第一大乐事，也就是人生

最幸福的事情。我们知道，孟子幼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把他抚养

成人。母亲对他管束甚严，留下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

故事，成为千古美谈。由此可知，“父母俱在”也就成了孟子一

生的不遇之乐。中国人历来把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视为人生的三大不幸，也从反面佐证了孟子之乐。当然，这也给

我们一个启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往往是在失去之后才感悟到

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是许多人的通病。父母健在时，我们大

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幸福，常常对父母表现

得漫不经心或麻木不仁，对兄弟姊妹的痛痒更是漠然置之、毫不

关心。一旦父母有个山高水低，则捶胸顿足，悔之晚矣。所以古

人早就告诫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汉代

韩婴《韩诗外传》就记载了“皋鱼之悔”的故事，和孟子的人生

“三乐”恰恰相反，皋鱼说人生有“三悔”（《孔子家语·致思

第八》亦有记载）：

孔子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驱！前有贤者。”

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镰，哭于道旁。孔子辟车与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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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

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

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

此辞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于是

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

故事讲的是孔子有一次外出，听到远处有哭声很悲伤。孔子

对车夫说：“快赶车，前边可能有贤者。”到了哭声所在之处，

发现原来是皋鱼，只见他披着麻布短袄，抱着镰刀，站在道路旁

边哭泣。孔子于是下车询问：“你家里又没有遇到丧事，为何哭

得如此悲伤呢？”皋鱼说：“我在这一生当中犯了三个错误：年

少时常年周游列国去寻师访友，因此很少待在家中侍奉父母，没

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大的过失；因为我志

向高远，对奢华的君主无法委婉劝谏，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个大的过失；我跟朋友虽交往深厚，但却因为

一些小事而逐渐断绝了往来，没有尽到做朋友的责任，这是我人

生中第三个大的过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现

在是追悔莫及啊，时光流逝之后就永远追不回来了，双亲去世之

后就再也见不到了。这样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请让我从此告

别人世吧。”于是站立不动，枯槁而死（《孔子家语》中说是投

水而死）。皋鱼虽然讲到了人生三悔，但从后面的话语中可以看

出来，他最后悔的还是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四处游荡，不懂得及时

孝敬父母，等他回家之后，父母都已去世，而这个遗憾是无法弥

补的。应当说，皋鱼之死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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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孔子对弟子说：“同学们，要引以为戒

啊，你们应当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学生中辞别回家赡养

双亲的就有十三人。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经不可考了，但它促使我们反思：我

们的时间究竟都去哪儿了？我们会不会和皋鱼一样留下人生的悔

恨？有人会说，等我赚够钱了就孝敬父母，等我事业成功了就孝

敬父母，等我成家之后就孝敬父母。实际上，孝敬父母哪里有那

么多的附加条件。父母一天一天地在变老，总有那么一天，父母

会离我们而去，所以，人的这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等待，但

孝敬父母这件事，不能等，也等不起啊。 

应当说，孝亲并非是儒家特有的观念。道家也讲孝道，《庄

子·天运》就说：

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

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

忘我难。

意思是说，用恭敬来行孝容易，用爱心来行孝较难；用爱心

来行孝容易，行孝时忘记双亲较难；行孝时忘记双亲容易，行孝

时使双亲忘记我较难；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容易，我同时忘记天

下人较难；我同时忘记天下人容易，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较难。

在道家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别人做得

很辛苦，而你做得很自然，毫无勉强，孝顺也是一样。人每天都

要呼吸，每天都要吃饭，孝顺父母也跟呼吸吃饭一样，好像本来

如此，没有任何勉强。这是道家所理解的孝道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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