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二 国学经典常识

任务二 儒家常识

主题一 孔子与《论语》
一、儒家

儒家是春秋末年由孔子创立的学术派别，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

广泛和深远。

儒家的特征是宗师孔子，尊奉六经，崇尚礼乐仁义，提倡“中庸之道”，主

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建立了以“仁”为

核心的思想体系。

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

家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使儒家受到重创。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

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

重新兴起，并成为主流意识。此后至清末一直占据中国统治思想地位。

战国时，儒家内部产生分化，“儒分为八”。其中以孟子与荀子影响最大。

二千余年来，历代儒者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又有两汉

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之流变。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

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

的塑造。

1、儒 其一是“柔”，即柔和、温和；

其二是“术士”，即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士。

原始意义上的“儒 ”，是古代具有宗教性、政治性和教化职业的知

识分子的通称。后来它还有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的传授的意思。

2、儒家 所谓“儒家”乃是指先秦至秦汉之际形成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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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层）

3、儒教 儒教是一种信仰

4、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课本内容——儒家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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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代表——孔子

孔子是当时由旧儒向新儒过渡的典型代表之一。由于他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

育，整理并删修殷周以来的古代典籍，并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所以，成为儒家学

派的创始人。

儒学开始于孔子，并由此形成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派，后世即称为“儒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551 年)，卒于鲁哀公十六

年(公元前 479 年)，享年 73 岁。孔子 36 岁时，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只是想做一个教师，他试

图指导国家政治，并想使其抱负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实现。孔子在鲁国做过小官，

一度曾摄相事。但在鲁定公十三年他毅然离开鲁国，开始了 14 年的访问诸侯列

国的活动。晚年又回到鲁国，以聚徒讲学终其生。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

《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

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

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三、孔子主要思想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

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

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

人” （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

伏尔泰、康德）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

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基本主张：仁、礼、为政以德、天命观、教育观

（1）思想核心：“仁”，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仁爱、关怀、体谅、容忍

等一切美德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

人尊重和同情，它是统摄“义、礼、忠、恕”等德行的最高理想，也是个人修养

的最高标准。

（2）“礼”：克己复礼，恢复“周礼”的权威，以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立国立身的基础。（周礼的基本内容：以宗教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法

制度；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

（3）“为政以德 ”“正名”：体现了民本思想。认为统治者应“正己然后正人”，

以德治民。他把“仁”扩充到政治领域，要求君主爱民，实行仁政。“正名”的

主张，认为上起天子、下至平民，都应该安守本分，名实相副，并由此提出“君

君、臣臣、夫夫、子子”的人伦观。

（4）天命观：敬鬼神而远之。他主张祭祀是对鬼神表示诚敬的意思，至于鬼神

是否存在，则可以不问。相对于天命鬼神而言，孔子更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

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

（5）教育观：有教无类（要一视同仁）

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

学思并重

均衡发展（诗书礼乐，重视德智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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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语》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

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每篇之

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

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

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者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

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

中还有些比较长的段落。

《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

《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

含蓄隽永的语言；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哲理。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

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

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

育原则等。

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

《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 20 篇、492 章，首创 “语录体”。

是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五、《论文》选读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不也是品德上有修养的人吗？孔子说：

"学过的内容在适当的时候温习，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有志同道合的朋

友从远方来，不也愉快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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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有子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尊长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

触犯尊长的人而喜好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 事务，根本建立

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

习乎？

（我每天多吃地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呢？跟朋友交往是不

是诚实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复习过了呢）

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谓好学也已。”（《学而》）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小心谨慎到

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习了。）

5、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所

以，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仁德了。”）

6、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晨得知了道，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

7、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士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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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对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的。”）

8、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

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

9、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译文】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

在安乐中。仁人是安于仁道的，有智慧的人则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的。”

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译文】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

照义去做。”

11、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衰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损矣。

见《论语·季氏》。直：公正，正直。谅：信实，诚实。便（pián 骈)辟：奉迎

谄媚。善柔：善于当面恭维、奉承。便佞（nìng 泞)：善花言巧语而不正派。

这几句大意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正直、诚实、博学，这

三种^是益友；对人谄媚奉迎、当面恭维、花言巧语，这三种人是害友。作为择

友的标准以及识别好朋友坏朋友时可以作参考。

12、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论语·里仁》

孔子说：“道德上有修养的人明白大义，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只明白自己的利益。”

是指认为君子与小人价值指向不同，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

能动之以利害。 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

13、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参加射箭比赛吧！即使是参加

射箭比赛，也是先互相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箭之后走下场来，又互相敬

酒。这才是君子之争。 这就是孔子的竞争观。

14、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春秋·孔子《论语·子罕》。

匹夫：普通平民。这两句大意是：可以在三军中夺取一国的主帅．却不能强迫一

个普通平民放弃他的志向。孔子认为“夺帅”是战争中可以诉诸武力的手段，“夺

志”是对人性的侮辱，是对人格的践踏。～两句后来被广泛引来勉励人们要坚强

不屈，坚贞不渝，保持高尚节操，矢志不变。

15、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春秋·孔子《论语·述而》。长：常。戚戚：指

面容、神情悒郁悲凄。这两句大意是：君子胸怀坦荡宽广，小人心胸狭窄，常常

忧愁。有些人胸怀旷达，无私无畏，因而总是显得无忧无虑，泰然自若。有些人

则心胸狭窄，多私心杂念，因而总是显得愁眉苦脸，哀哀戚戚。这两句可以用来

形容或说明人们的品质、性格存在种种差异，所以遇事表现很不一样。

六．作业

熟悉儒家文学常识，背诵《论语》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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