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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理论家，

是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历史上被尊崇为继孔子之后的“亚

圣”。邹城市是孟子的故里，邹城人民为此而感到光荣与自豪。

因为邹城是有关孟子遗迹、遗存最为集中的地方。又是盂氏

后裔比较集中的居住地。在历史上，代代奉守孟子林庙的大宗支

后裔．以及地方官员等曾先后编纂出版过六种孟氏家志，分别

是：明成化年间刘浚编《孔颜孟三氏志》中的《亚圣盂氏志事类》、

史鹗修嘉靖本《三迁志》、胡继先修万历本《孟志》、吕元善修天启

本《三迁志》、王特选纂雍正本《三迁志》、以及孟广均原纂、陈锦、

孙葆田重纂的光绪本《重纂三迁志>。这些志书记述了孟子生前

活动和后世影响，以及后裔、林庙等方面情况。五百多年来，构成

盂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最具权威性的资料集成。

现在，距离历史上最后一部孟氏家志的编印又过了一百一

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新时

期，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编纂一

部客观、公正、全面、翔实的新的孟子志，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拟

议中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

1996年春，适逢IlJ东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编纂

《诸子名家志》，委托邹城市人民政府承编其中的首卷《孟子志》。

这样就促进了原定计划的实施。为此，我们当即组成了编纂委员

会，遴选纂写人员，建立了编写办公室，拟出r篇日，报省史志编

委会办公室批准，从兹开始了紧张的搜集资料和纂写：亡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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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就此一举既完成省志办交给的任务，又了结我们多年的心

愿。也就是说，这个编写班子一方面完成《山东省志·诸子名家

志·孟子志》的送审稿，交省志办总纂f一方面编写上承六种历

史上盂氏家志的、地方上出版的《孟子新志》。

经过全体编写人员一年的努力，完成了这部《孟子志》的征

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并于1997年9月1日至3日，召开本

志稿的评议会。邀请了山东省暨济宁市史志部门的领导和专家，

以及全国学术界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评稿。与会的清华大学

刘鄂培教授、中国社科院衷尔钜、孙开泰二位教授、山东大学丁

冠之教授、山东省社科院王其俊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

学院姜林祥院长、骆承烈前副院长、《孔子研究》暨《齐鲁学刊》两

刊常务副主编王钧林教授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中肯的评论。因故

未能到会的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董洪利教授和山东社科院儒

学所赵宗正所长，也大都寄来了书面意见。各位专家学者对这部

志稿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观点正确，是孟志的集大成之作。张岱年老先生在贺

信中说；“《孟子志)(初稿)规模宏伟，史料翔实，取舍有据，论述

全面，内容丰富⋯⋯对今人研究《孟子'，理解孟子的思想提供了

可靠的资料。这亦足见纂修者思考之周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中哲史室前副主任衷尔钷教授在发言中说：“在我所读到的志：耪

中，感到《孟子志》是一部编纂得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志之一。”

刘鄂培教授说：“这本书，它的科学价值，超过了历史上写的所有

孟子‘志》、《传’、《年谱>。”

限于省志体例，我们这次编入的有关孟子的学术资料，不可

能全部入书。但费尽周折搜集得来和付出艰辛劳动写出的，而且

对读者有相当思想知识价值的资料．如果一旦丢弃．殊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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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此志稿在略作修改基本保持原貌的前提下率先出

版，以其地方性特色，上承历史上六种孟氏家志，所以定名为《孟

子新志'。一俟依据省志标准修改的《山东省志·孟子志》出版，

这样一套班子所写的两酃志书各有千秋，可以并行而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孟子新志》的编纂出版。对于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提高邹城知

名度，改善邹城投资环境，促进邹城的改革开放，作出应有的贡

献。

譬嚣麓跫粪李来云‘孟子新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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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岱年老先生为《孟子志》稿浮会发来的贺信

《孟子志》评议会诸友好：

清华刘鄂培君来舍。谈《孟子志》纂修情况甚详，我十分高

兴。孟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我推崇孟子，特别推崇他的“良贵”学说，阐明了人格的尊严；培

育出中华民族“刚正”的优秀气质。

‘孟子：畚》(初稿)规模宏伟，这是参与者经年辛勤劳动的成

果。今年九月初，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市召开《孟子志》评议会，

我衷心希望在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提高该《志》的科学

水平和学术价值。

《孟子志》(初稿)史料翔实，取舍有据；论述全面，内容丰富。

如搜罗散见于典籍中的孟子“逸文”，以及刊载明《孟子节文》中

被删去的88章。对今人研究《孟子》、理解孟子的思想提供了可

靠的资料。这亦足见纂修者思考之周密。 ·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备受大多数学者的推崇。但也受到不少

学者的批评。战国时苟子曾激烈批评孟子；汉代王充曾著有《刺

孟》；宋代李觏、司马光亦曾著文批评孟子。但是北宋的大思想家

张载、程颗、程颐都推崇孟子；南宋理学和心学的倡导者朱熹．陆

九渊均依据孟子而立论；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戴震亦推崇孟

子。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推崇者居多，批评者甚少，但是，将两者

均收入《孟子志》之中，这玎：仪无损于孟子的恩想光辉，而且有益

于今人对孟子思想的个；a‘州解。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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