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导航

儒家的经典著作首推《论语》。《论语》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语言
的论纂，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语录，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
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
弟子编辑成书的。《论语》是研究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人著书的开始。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２０篇，约１１０００字。每篇都从文中
第一句话里截取两三个字作篇名，如《学而》、《述而》、《公冶
长》等。旧时，为了研读方便，一部《论语》分上下两部分。“上论”
自《学而篇第一》至《乡党篇第十》，“下论”自《先进篇第十一》至
《尧曰篇第二十》，故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在基本
无此分别。《论语》的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
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
活情况，可以看出孔子对政治的见解、对社会的设想、对教育的主
张，也可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
它的语句言简意赅，哲理深蕴，发人深省。不少语句经历代沿用，已
成为格言或成语，如：吾日三省吾身、见义勇为、既往不咎、不耻下
问、三思而后行、举一反三、任重而道远、后生可畏、欲速则不达
等。有些片段，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颇具
抒情意味。

在论语中最集中阐释的就是孔子的“仁”的思想。《论语》中“仁”
字出现过１０９次，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礼”、“乐”的
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
不过，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孔子却从未给它一个很明确的
定义，它只是很宽泛地蕴涵在孔子的宗教天命观、哲学观、政治观、



伦理观、教育观，及经济、法律、美学等思想中，体现在孔子提倡的
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具体原则中的。

说到为人处世，孔子提倡的是自爱和爱人。在人际交往中，孔子
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
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恶”。

说到为政治国，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
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不烦政扰民。他尖锐地指出“苛政
猛于虎”，还要求最高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
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总之，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仁”统率着忠、恕、孝、悌、宽、
恭、信、毅等诸多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
是智慧，是一种从极朴素的自然法则中演绎出的生命的大智慧。

《论语》中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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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篇第一

（共十六章）

一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①，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②，不亦君子乎？”

【译文】

孔子说：“学了知识后，能按时反复地温习它，不也是件愉快的事
吗？有志同道合的人远道而来，不也是件快乐的事吗？别人不理解
我，我并不怨恨，不也是个有修养的人吗？”

二

【原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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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②！”

【译文】

有子说：“（如果） 一个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好冒犯长
辈和上级，是很少见的；不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而喜好造反作乱的
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
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重兄长，这些准则应是‘仁’的根本吧！

三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①，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满口花言巧语，满脸堆起讨好的笑，这种人，是不会有
多少仁德的。”

四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①：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②？”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检查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情，是否
尽心尽力呢？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讲信用呢？对老师所传授的知
识，是否复习了呢？”

五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①，节用而爱人②，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
事，信实无欺，节省财用，爱护臣下，让百姓服劳役要顾及农业生
产，在农闲时进行。”

六



【原文】

子曰：“弟子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③。”

【译文】

孔子说：“年轻的人，在父母身边要孝顺父母，离开家要敬重兄
长，言语谨慎守信，博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做到这些
后还有余力，就可以学习文化知识。”

七

【原文】

子夏曰①：“贤贤易色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对待妻子，能看重其品德而看轻容貌；侍奉父母，能竭
尽全力；侍奉君主，能不惜献出生命；结交朋友，说话诚实守信用。
这样的人虽然自谦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八

【原文】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①。无友不如己者
②。过③，则勿惮改④。”

【译文】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即使学习，



学业也不会巩固。要把忠诚和信实放在（待人处世的）主要地位
上。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就不要怕改正。”

九

【原文】曾子曰：“慎终①，追远②，民德归厚矣。”

【译文】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好父母的丧礼，虔诚地祭祀历代祖先，社会
道德就会趋向淳朴厚道了。”

十

【原文】

子禽问于子贡曰①：“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
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②。夫子之求之
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③？”

【译文】

子禽向子贡问道：“先生到了一个国家，总能听到这个国家的政
事，是自己有心去打听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
“先生是靠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逊（使人乐意主动向他讲
述）而了解到情况的。先生这种取得别人信任而获知政事的方法，大
概和别人不一样吧？”

十一

【原文】

子曰：“父在，观其志①；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②，
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考察一个人是否孝）他的父亲在世时，看他的志向主
张；其父去世后，要看他的行为；如果长时间遵照他父亲生前的做
法，就称得上孝了。”

十二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①。先王之道②，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③，亦不可行也。”

【译文】

有子说：“礼的运用，处理事情以达到恰到好处为最可贵。先王的
治国之道，其妙处就在这里；小事大事都要依此而行。但如果有行不
通的时候，只知道一味求恰当，不用礼来加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十三

【原文】

有子曰：“信近于义①，言可复也②。恭近于礼，远耻辱也③。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④。”

【译文】

有子说：“诺言符合义的原则，才可以实践诺言。对别人恭敬庄重
符合礼的原则，才可以避免被羞辱。依靠自己的亲族，也才有可能靠
得住。”

十四

【原文】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①，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
正焉②，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享受安逸，做事勤快
敏捷，说话小心谨慎，主动向有道德的人看齐，时时改正自己的缺点
错误，这样，就可以说是一个好学的人了。”

十五

【原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
乐道①，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
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③。”②

【译文】

子贡说：“贫穷而不阿谀奉承，富有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
子说：“可以了；不过，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求道，虽富有却谦虚好礼
呢。”

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
先切料，然后粗粗锉出模型，再精雕细刻，最后磨光。’就是这样的意
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一
点，你就能举一反三，有所发挥了。”

十六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①，患不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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