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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余自幼受现实政治影响，读大学主修政治教育专业。曾闻师云：可以明

道，亦可以诲人。余信其言。后从教数十载，乐于教书育人，喜好读书求道。然

至不惑之年，书读驳杂，道亦茫然。虽能胜人之口，却难服人之心。

一次乔迁，偶见《论语批注》一书（为“文革”时期出版），翻阅几章，竟不

能释手，兴趣渐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贤思齐，见不贤

而内自省；和而不同；和为贵……

听夫子之言，入乎耳，存乎心，如坐春风！直面现实人生，不由慨然长叹：

如此至善教诲，人生达道，凡几千载，吾华夏子孙，皆奉为圭臬，且流芳普世。

不想当代国人，受西学之惑，逐名利之私，竟至数典忘祖，弃如敝屣，几近学

绝道丧，岂不令人扼腕痛惜！

余遂萌读经之念，又寻《大学》《中庸》《孟子》《荀子》《周易》《礼记》及老、

庄等经书拜读，益觉华夏文明，博大精深。每读圣贤教诲，虽道理平实，却通

情达理，直指人心。始知做人之道，乃找回放失之心，彰显人性之善，居仁由

义，立命安身，修齐治平，穷独达兼……渐对儒学肃然起敬，高山仰止，虽不

能至，然心向往之！

古人云：“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余虽半生迷途，幸一朝闻道。此

后半日教书，半日读经，淡泊名利，潜心向儒，追寻圣贤足迹，立志明道修身，

学而无倦，思而有得，神交古人，乐以忘忧，十载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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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诚非完美无瑕，其误解局限之处，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然瑕不掩

瑜，毕竟儒学为华夏五千载文明之积淀，愈显其弥足珍贵，其精神不灭，其价

值永存。故弘扬儒学精粹，传承往圣绝学，使之融通古今、继往开来，服务和

谐社会，助力中华腾飞，乃吾辈责任。

谨以此十年积酝之讲稿，奉与当代之学子，以绵薄之力，解读儒学做人

与人生主旨，感悟做正直坦荡君子，走仰俯无愧人生之快乐与价值。

又及：书中引述之儒学文献资料及往生先哲之思想观点，因无法一一列

举，在此一并表示敬意和感谢。书中观点和引述文献如有偏颇、疏漏或错误，

均为余学识浅薄所致，亦敬请读者谅解。

李斌写于“尚书房”

己丑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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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儒学概论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

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

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

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学亦称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末年时期，由孔子创立。儒学称谓始于汉。

儒家学派的渊源可以远溯至尧舜（甚至还可以上溯至伏羲）。儒学作为一个思想

流派来说，是对殷商以来的礼乐文化的传承，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文

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的，是在孔子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和建构的理论框架内建立

起来的。

儒学主要谈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谈人的价值，即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二是

谈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是谈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儒学关于人的价值，其实质就是道德价值；儒学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要

培育人的仁爱之心，建立良善的人际关系；儒学关于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就是

要求人对天地自然有敬畏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和讲如何做人的道理。儒学以“内圣外

王”为安身立命之道。以完善人性、实践为人之道为终极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代

表乃不争的事实。儒学是孔子对上古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构成

儒学核心内容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

史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而儒学则代表的是中国文化

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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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学 与 人 生·

一、儒与儒学的创立

（一）儒的起源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的学

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即你要去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

做小人式的儒者。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至少应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

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两极分化。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至迟在殷代就有

了专门为人料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

殊社会阶层———儒。汉代学者刘歆认为，所谓“儒家者流”，最早可能“盖出于

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据

此，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应是古代社会（至少在殷商时代）专为贵族服务

的巫、史、祝、卜，也可称为“术士”。后来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

的大动荡，“儒”渐渐失去原来的地位，并散落到民间。由于这些人熟悉贵族

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职业，这便是早期的“儒”。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儒是以“六艺”教民者（东汉郑玄）。所谓“六艺”就是

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具体的技能（“礼”就是礼节；“乐”指的音乐；“射”

就是射箭；“御”就是驾驭车马；“书”就是书写或书法；“数”就是计数、算数）。

儒者就是教授六艺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儒者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师。由

于他们精通所在地区多年形成的丧葬礼仪，又擅长“六艺”，因此，久而久之

便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的社会地位毕竟低微，既

无固定的财产与收入，还要看主人的眼色行事，故而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

这便是“儒”的原初本意———“柔”，也是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术士”。所

以，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

称。从人，需声。”

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个称呼已经泛化了，已经成为当时凡是具有知

识的人的通称，那个时候称之为“士”。它既指为人相礼治丧的“术士”，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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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吏身份的“仕”。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

的职业。

此外，“儒”还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据《论语》记载，孔子对

“士”有很严格的界定。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

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

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

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

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

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在《大戴礼

记》当中，鲁哀公和孔子也有个对话。鲁哀公说：“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

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

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

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

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意思是说，“士”这种人，虽然

不能穷尽大道，自我也不够完善，但是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有原则

的；他做事情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会认真去做；他不一定什么知识都懂，但

对自己内心所掌握的知识是有数的；他的行为处世，他所有的活动不是很

多，但有很正当的理由；他的言语不多，但会很清楚自己说话的目的。总之，

“士”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其行为有自己的理念，做事有自己的态

度，说话有自己的原则性。有这种精神的人，就算是用他的生命或肢体去交

换，他也是不会改变的，富贵不会将其掩盖，贫贱不会让其损伤。做到了这些

方面的人，才是儒家认可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形象。

（二）儒学的创立与特点

儒学，顾名思义，儒家之学说，亦称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末年时期，由

孔子所创立。儒学的称谓始于汉，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

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史记》卷五十九）。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来说，

儒学是在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

·第一章 儒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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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学 与 人 生·

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的。

殷商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一切文化皆为贵族所有，这就是所谓

“学在官府”。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随着政权下

移，文化随之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官也流落到民间，私学

随之兴起。

孔子早年曾以“儒”为业，他除通晓礼仪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精

通“六艺”。为挽救社会秩序的失调，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迷失，孔子

以开放、担当的精神，求访贤人，坦诚学习，搜集、整理古代文本，然后，修诗

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时值学下民间，他便首开私人讲学，收徒授课。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

七十有二人。”因从其学者甚多，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声势很大

的儒家学派。

可见，没有殷商时期的礼乐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有儒家学派的出现，而只

有殷商文明礼乐传统，而没有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也产生不了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虽由孔子开创，但如前所述，“儒”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并在国

家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儒学把自己发生的渊源追溯得很

深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即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

之制。

儒学之所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与孔子的极力尊崇分不开的。

孔子曾赞美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

语·泰伯》）意即帝尧作为一代君王是多么伟大！他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

上天是最高大的，帝尧就是在效法着上天！称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论语·泰伯》）还称扬舜和禹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意即舜、禹真伟大！他们获得天下，依靠的不是暴力。“禹，吾

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

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意即夏禹富有四海而为天子，却不贪图

个人的享受。自己粗茶淡饭，而祭品却很丰盛；自己衣服朴素，而祭服却很华

美；自己宫殿简陋，却尽力兴修水利，禹，无可挑剔。至于对周，孔子称道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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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他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意即周朝的德，可

以说是最高的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意即周文王死了

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论语·八佾》）意即周朝的礼乐文化，是借鉴夏、商二代而来的，多

么文采斐然、光辉灿烂啊！我主张遵从周朝的礼乐文化。

可见，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自认为是

他们的文化遗产继承人（“从”字有承继周的意蕴）。孔子在年老体衰时，还感

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意即我怎么老

得这么快啊！很久都没有梦到周公了！后儒有鉴于此，便把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孟子等都纳入儒学发生、发展的系统，即“道统”。

然而，儒学道统若起始于尧，而尧是道家黄老道统之黄帝的曾孙帝喾的

儿子（参见《五帝本纪》，《史记》卷一），这便有儒道同源和儒比道后之弊。于

是，后儒又将儒学道统从尧舜上溯到伏羲。相传伏羲为人类的始祖，“古者包

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

系辞下》）意思是说，古时包羲氏（即伏羲）称王于天下，仰首以观察天象，俯

身以取法地形，观察鸟兽的花纹与大地相适宜，近的从自身，远的到万物，搜

集各种形象开始创制八卦，借以通达神明的德性，以类比万物的情状。后周

文王囚于羑（y侬u）里，据以演为六十四卦。伏羲也因此被归属于周文王的谱
系。按《易传·系辞下》的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

作。这样，儒学谱系的伏羲便先于道学谱系的黄帝。

可见，儒家学派是在传承远古儒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孔子为了发扬

光大华夏民族的文明传统，弘扬纯正的儒文化精神，用毕生的心血融会了

历代圣贤的智慧，创立了这门伟大的学派。他先将古文化信息进行全面搜

集整理，通过艰苦的修订、阐释和完善，最终创立了以“仁”“义”“礼”“中庸”

“天命”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框架，其思想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

德、教育等在内的完整学说，从而构筑起了一个穿越古今，辉煌永驻的文化

思想体系。

·第一章 儒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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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学派的特征，先秦时期的庄子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孔氏者，性

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庄子·渔父》）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概述

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

能易也。”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引其《别录》对儒家也

做了一段简明的概括：“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

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以上几段文字在历史上被公认是对儒之特征比较经典的表述。根据这

些表述，可知儒学的基本特征有：

其一，重先王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其二，重文化传承，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

其三，重血亲人伦，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理关系；

其四，重道德修养，提倡仁义，以为行为准则；

其五，宗师孔子，以孔子为思想领袖，视其言行如最高准则。

纵观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说，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差异，但只要是

儒学，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如上的特征。

（三）孔子的历史贡献

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的贡

献。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学术上系统整理了上古时代至春秋时期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古

典文献，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系统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孔子的思想学说

被后人公认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正如孟子曰：“孔子之谓集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

也。”（《孟子·万章下》）意即所谓集大成，（就像奏乐时）先由镈钟奏出声音，

后用玉磬收束。镈钟的声音，是旋律节奏的开始；玉磬收束，是旋律节奏的终

结。古代奏乐，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磬（玉振）告终。故“金声而玉振”表示

奏乐的全过程。孟子以此象征孔子集往古圣贤思想之大成。

北宋大儒周敦颐对孔夫子赞誉道：“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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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孔子》）朱熹对此点评道：“道高如天者，阳也；

德厚如地者，阴也。教化无穷如四时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极乎!”把孔夫子比

做“太极”。后来又有人把孔夫子比为天上的太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

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认为如果没有孔夫子，那中华

民族就都如同生活在黑夜之中。这话虽说有些夸张，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

到孔子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是创立了儒家学派，并使儒家思想成为随后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

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代代遗传，成为统一的多元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

三是首创私学，打破教育垄断，把古代文献和传统学术，从原来由官方

独揽而转为向民间的普及，并实行“有教无类”教育，从而为中国历史上“士”

阶层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儒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内容

（一）儒学的基本问题

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它

是由孔子所创立，以“仁爱”为核心。因此说，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仁”（即人），

“仁”的要旨是爱人，爱人需由己及人，由亲亲而推及人人，即“泛爱众”。但无

论是由己及人，爱人者及被爱者都要以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即具

备道德理性的自律和自觉。“仁”不仅可推而及人，而且可以及物，于是儒学

又提出“仁民爱物”的思想，将天、地、人三道相互贯通。认为只有以仁爱之心

通贯天、地、人，才能真正做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因此说，儒学主要讲三个

基本问题：第一是人的价值，即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

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儒学关于人的价值，其实质就是道德价值。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有道德意识这

一点，太宝贵了。一个人如果丢掉了这一点点道德意识，就不是人了。所以，

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第一章 儒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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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冯友兰先生认为，人只是称作人

还不行，还要能够成为人，那才是真正的人。就是说你必须要保存那些做人

的德行，如果你丧失这种德行，那么你就不是人了。

儒学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让人培育仁爱之心，建立良善的人际关

系。《说文解字》讲，“仁，亲也，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儒

家怎么定位人与人的关系呢？《论语·颜渊》篇有一句名言：“樊迟问仁。子

曰：‘爱人’。”就是说，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人与人之间就要建立在

一种相爱的基础之上。儒学从两个方面来谈人与人为什么相爱、怎么相爱。第

一，以“亲亲之爱”作为“爱人”的起源。儒学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就是说，“爱人”首先要爱你的亲人。第二，就是“忠恕之道”。

主要是两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

一句话是要求成己成人，这叫忠道；后一句话是要求推己及人，这叫恕道。

儒学关于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求人对天地自然有敬畏感。在

儒学看来，人不仅是天地所生，而且，天地自然是人的德性、人的价值的根

源。所以，只有“上启于天德，下贯于人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乾·文言》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

其吉凶”来描述这种境界。

（二）儒学的核心内容

儒学从根本上说，是讲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但儒学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

旨则是教人如何做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儒学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

或者说是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因为在儒学看来，治国平

天下的基础在修身。儒家经典《大学》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只有修身做好了，才能去影响

别人，管理社会，才能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因此，儒学关注

的中心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和境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讲如何做人的道理。

儒家学说以“人”为中心，重视“人”，关注人生，强调人伦道德和人生价

值。历代儒家学者所思、所议、所论，大都关涉“人”的问题。在儒学看来，人生

天地之间，处于宇宙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位。天地无心，以人为心；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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