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学语文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上课教材

新理念大学语文
张铭远、傅爱兰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温故、知新
切问、近思



2

学期考试规则

1.期末考，采閉卷

2.禁止携带任何复印材料。

2.禁止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

3.考试范围以课堂内容为主，约占80%

以课外内容为辅，约占20%

成绩考核

平时报告：20 %

期中论文：20 %

期末考试：60 %

加分、扣分规定：
迟到、请假、旷课、全勤、课堂纪律、
教学互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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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纪律

1、钟声

2、方位

3、密度

4、合理

5、禁止

问卷调查

我对老师有何期待？

我对课程有何建议？

我对自己有何期许？

我的古文阅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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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三军，听我号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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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子书

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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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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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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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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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诫子书〉

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怠慢则不能励精

险躁则不能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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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诫子书〉

年与时驰，

意与岁去，

遂成枯落，

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

将复何及！

历史不是偶然

你的人生，要怎么书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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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力量

静以修身

学须静也

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告诫孩子，宁静下来后，才能静静思考反省。

心境无法宁静的人，不可能审慎的计划自己的未来，

学习也是如此，有安静的环境，才有宁静的心灵。

身为现代人的你，是否终日忙盲茫，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你是否应该让心静下来，思考一下未
来的人生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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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的力量

俭以养德
诸葛亮告诫孩子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过
一种简单的生活，节俭朴实的生活，藉此以慢慢培养自己
的人品与德行。自古俭以养廉，奢以养贪，

你懂得平衡自己的欲望吗？

你愿意约束自己不当的行为吗？

你能够适应简单朴素的生活吗？

你能够不成为物质欲望下的奴隶吗？

在鼓励消费的经济化模式，

你想过自我克制所带来的好处呢？

志向的力量

非澹泊无以明志

非志无以成学

诸葛亮告诫孩子要懂得规画自己
的未来，计划自己想过的人生，
及早立定将来的志向，不要斤斤
计较，事事讲功求利，如此才能
洞悉己志，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

你有目标理想志向吗？

你有人生的价值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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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力量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诸葛亮告诫孩子，纵然是
天才，如果要成材，也是
需要学习的，学习才是决
定你将来是天才还是庸才
的关键，而不是天赋的资
质。

你是乐在其中的学习吗？

你相信学习必有收获吗？

累积的力量

非学无以广才

诸葛亮告诫孩子，学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个人的资
质，惟有经过学习的诱发，才可能真正得到扩展。所谓真
积力久则入，成功的果实，含笑的收获，握在手掌心的幸
福，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积蓄，用决心与毅力，意志力，
贯彻始终，坚持到底，不可半途而废。

真积力久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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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力量

怠慢则不能励精

诸葛亮告诫孩子做事情切忌拖拖拉拉，所谓天道酬勤，人
一能之几百之，人十能之几千之，懒惰懒散是一种心灵的
疾病，养成拖延的坏习惯，就不能有效率地完成目标。

你认为自己够努力勤奋吗？

你想过该如何改变自己呢？

个性的力量

险躁则不能冶性
诸葛亮告诫孩子个性如果太过没有定性，浮躁不安，焦急
忙乱，就无法陶冶自己的个性与情绪。所谓行为养成习惯，
习惯成为个性，个性决定观念，观念控制行为，进而决定
你的命运。

你有意识到自己不好的个性吗？

你有想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吗？

你有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你有想要提升自己的情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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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力量

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

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告诫孩子时光转眼飞逝，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以
至暮年，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人生必须把握时机，切莫
少壮不努力，消磨青春，浪费时间，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生
命，不尊重自己的行为。所以要有计划有规划地安排时间，
管理时间，不要蹉跎光阴，好好地计划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你有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吗？

你有时间规划表的习惯吗？

你有达成目标的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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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使命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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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祖籍宋国，后迁居鲁国陬
邑(曲阜)。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
气。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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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
人”之首。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
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修订《诗》、《书》、《礼》、
《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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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
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地，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孔庙祭祀孔子。

司马迁论孔子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
矣，当时则荣，没则
已焉。孔子布衣，传
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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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
龙骖回旧宅，凤德咏馀芬。
入室神如在，升堂乐似闻。
悬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唐·张说

论语．为人篇

仁，是孔子学说体系的核心，对个人的人生而论，
它是立身处世的基础，同时也是培养个人德行的
最高准则。仁蕴含了君子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性
和个人修养，例如孝、信、忠、恕等人们内心的
道德情感和要求。而礼是外在的表现，礼反映人
的仁德。孔子以礼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
要求。仁是内在，礼是外在，二者紧密结合。有
仁者之心，便能对友忠，对人恕，对社会义。无
论贫贱富贵，都能不改其志，以不违仁，不背礼
为标准。由此推及交友、喜乐等为人处世之一切
事情，都要合乎礼，归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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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仁人君子？

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孔子：人生价值观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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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人生价值观？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
者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
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
浮云。

无终食之间违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
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
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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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的精神

忠恕之道

成己成物

内圣外王

修齐治平

至诚无息

论语．为学篇

学习的目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学习的心态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学习的方法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7

论语．为政篇

1．教学目的：儒家认为从政者的任务在于为
百姓改善民生，教育人民，增强国力。为
政之道在于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举用贤
才，以收风行草偃之效。而为政更应以诚
信为本，有司各尽其职。最终能使人民近
悦远来，赢得民心。

2．教学要求：孔子认为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
以仁者之心对待国家、对待人民。同时，
也要“富而教之”，使人民安乐，然后给
予教化，最终社会和谐，国家安定。

政字释义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
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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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方法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

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
诸直，则民不服。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治民方式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
人，使民以时。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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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原则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为人」篇

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出发点，极大的
突出了同情心和善心的地位和作用，
并将其赋予了属于人特性的性质，认
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便在于人有「四端」
的存在，即仁、义、礼、智。由此，
他推导出为善便不是外内的要求，而
应该是内心的自发需要和人独特而必
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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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善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
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
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
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
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孟子：论人性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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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教学重点

孟子人性本善的这种观点，是将道德
提高到一个普世原则的高度。它独立
于其它的因素，对「为人」具有指导
性。且其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们只能服从。虽然孟子的体系中没
有外在法制的制约，但其实他已经为
内在的道德约束增添了一种强制性。



32

反求诸己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
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

教学重点

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严以待人，宽以律
己，出了问题先在对方身上找原因，
从孟子的观念中，我们应该将善于反
思贯彻到为人处世之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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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为学」篇
孟子为学，注重反省本心，从本原上将为学之根本途径和
不善(恶)之来源讲清楚。求放心，即以反思内省的方式使
本心重新呈显出来。这个学问之道，具体说来，就是存善。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句话还可以解释为
「读书学习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心灵
的旷达、高远、超越与自由境界。」人们在保存、养护好
天赋善性（良心、良知、良能）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个
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努力地扩展、充实、完善它，追求更完
美更崇高的理想人格目标，实现更伟大更高远的理想社会
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将个体求学修养与社会发展完善结
合起来。这既是孟子阐发「学问之道无他」的真正目的所
在，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为学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孟
子认为人性本善，学习并不是为了去恶，而是使人原本就
有的善心被激发和得以保存。

求其放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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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本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
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
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善言善道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
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
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
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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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学习并不是为了
去恶，而是使人原本就有的善心被激
发和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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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其人其事

‧孟子(公元前三七二——
公元前二八九年),名轲,
字子舆,战国时邹人,受业
于孔子孙子子思,是孔子
学说嫡传。曾经游说齐宣
王、梁惠王,宣扬自己的
主张,虽辩才无碍但没有
成功。他的弟子万章、公
孙丑为他编纂,成孟子七
篇,记录他的学术见解和
其言行。

 孟子具有高明亢爽的资质
，幼年受到母亲的良好教
诲；生长于孤苦的环境，
却能奋发向上，卓然有成
。他毕生阐扬孔子思想，
主张「性善」的学说，并
奔走各国，劝导诸侯实施
仁政，后世尊称他为「亚
圣」。

‧孟母三迁

‧孟母断机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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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三迁

 孟母胎教：「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胎教之也」（《韩诗外传》）

 孟母三迁：

墓地市场学校

孟母断机

孟子读书不专注，孟母便把织了一半的布割断，
并借机告诫孟子求学不可中断，否则便会像快织
成的布被割断一般，前功尽弃。

孟
母
断
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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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杀豚

孟子故里

东边邻家杀猪，孟子问
母亲：「杀猪做什么呢
？」孟母回答道：「是
要给你吃的」话刚说完
，孟母便很懊悔的想道
：「我欲骗他，岂不是
教导他不诚信？」于是
赶快到东边邻家买肉煮
给孟子吃，表明自己并
没有欺骗他 。

《孟子》地位的提升

汉 代

唐 代

宋 代

汉书艺文志将孟子列于诸子略儒家类中，
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

韩愈开始表彰孟子，地位大幅提升。

二程更极力表扬孟子，朱熹又将孟子、论语、
大学、中庸，合为四子书。
南宋时更将孟子列于经部，由子部之书正式的
被提升为经部的著作。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

元 代 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地位仅次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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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说的影响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身为儒门亚圣的孟子，

也就自然地受到了重视。尤其到了宋代以后，理学家
更以孟子的「养气论」为重心，而发展出了极盛一时
的宋明理学。
宋神宗时还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并将他的牌位供
奉在学庙里面，和至圣先师孔子一同受到祭祀。而孟
子无论在民间或是官方的地位，也就不断地被提升，
逐渐地成为仅次于孔子「至圣」的地位，而被人和孔
子合称为「孔孟」。
时至今日，「孔孟学说」或「孔孟之道」已经成为儒
家学说的代名词了。孟子他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学说，
更运用自己的学养将之阐释发扬，而发展出更为完整
的思想体系，也让他自己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兼教育家了。孟子的思想观念，也就成为我
国传统文化与意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了。

《孟子》「为政」篇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扩展到政治上，针对统治者
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张，突出了统治者自身道德
修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将社会秩序的维护
建立在人生来就有的仁心上。孟子思想中另一重
点是针对人民的民本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他提倡民贵君轻、顺应民
心、保民、养民、富民和教民等思想。虽然这最
终也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但是他毕竟
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了为政者必要处理的课题的位
置上。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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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贵君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
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
侯为大夫。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
者，殃必及身。

为政以仁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
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
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
不保四体。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
而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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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臣民贼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
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
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
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
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
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政治论

 一、民本思想

国家最尊贵的是人民，不论君王或臣下，需保护
照顾人民，若不能善尽职守，皆该撤换。因此汤
武革命并非弒君，而是为民诛除残贼之人。

 二、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

1、分配土地耕作，减少征税

2、礼乐教化

3、与民同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乐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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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

 三、法先王

施政必须遵循尧舜、汤武，顺着天生仁性，
推行不忍人之政。

 四、用贤

礼贤下士，信任贤者，使贤者发挥才德，实
践理想。而贤者也应该以「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自我期许。

影响及贡献—政治方面
 主张民贵君轻主张民贵君轻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神坛）次之，君为轻」
这种主张大异于古代君权至上的理论，已可看出民
权思想的轮廓。

 赞同革命赞同革命

孟子认为君臣应各尽其职分，当国君不称职，人民
可以革命，推翻暴政。因此，当齐宣王问：「汤放
桀，武王伐纣，以为臣弒其君」时，孟子答说：「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其君也。」（梁惠王下）将
孟子视为民权革命的先驱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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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咏孟子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

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

故有斯人慰寂寥

《大学》「为道」篇

《大学》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
曾子所作。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
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
使人弃旧图新，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大学》提
出三纲八目，所谓三纲，是指明德、新民、止子
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
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
是为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
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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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知识的目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修齐治平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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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为本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教学重点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
人弃旧图新，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大学》乃儒
家「内圣外王」的心法，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由个人推衍至天下国家，即使在今日社会，依然
有其借镜之处。

而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
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
伦理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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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教学目的：儒家认为读书人须有「穷则独立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而大学生
为今日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应该任重
道远，绝不能苟且小事，浪费求学光阴，
必须及早立定志向，精益求精，使自身不
仅能安身立命，还能贡献一己之力，服务
人群，贡献国家社会，这才是知识分子应
该有所认知的信念。

蔡元培
蔡元培（1968—1940）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清光绪
进士，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1898年，弃官南下，
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4年创设光复会，次年加
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出
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奠
立了民主教育基石。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开创了学术民主新
风，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任院长一职，奠定了我国
科学研究事业基础。毛泽东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
模‛。1940年，病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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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风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是蔡元培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的办学方针。
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
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所谓
思想自由，蔡元培认为是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
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
则科学、社会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兼容并
包旨在尊重学术自由，不论新旧学派均给予做正
当学术工作的自由。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北大学
术气氛活跃，树立了一代自由且独立的文化新风。

一、抱定宗旨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
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
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
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
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
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
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
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
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
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
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
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
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
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
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
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
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
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
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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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砥砺德行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
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
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
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
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
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
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
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
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
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
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
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
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
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敬爱师友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
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
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
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
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
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
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
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
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
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
于诸君者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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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远怨」之道

放于利而行，多怨。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中的「远怨」之道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
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页158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
者其天乎？～页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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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生成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宇宙循环规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
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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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认识论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
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
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
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
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争无尤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仁，言善信，

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蔡志忠 老子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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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启示的八种人生智慧

居善地：避高上，趋低下。

心善渊：避浅近，趋渊深虚静。

与善仁：利泽万物，不求回报。

言善信：如水的运行轨迹，可见证无误。

正善治：如水清静自正，治国亦如此。

事善能：办事为政能力，如水随物赋形。

动善时：冬冰春化，涸溢待时而动。

不 争：不与人争夺功劳，故远怨。

无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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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之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无为而治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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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的人生
第一，儒家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社会性；
道家不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自然性。

第二，儒家以“天”为最高存在，凸显历史
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
宙视野。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向善，择善
，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以道
观之，物无贵贱。

第四，以儒处顺境，以道处逆境。

第五，儒家所说在真诚，道家所说在真实。

《庄子》「为人」篇

1．教学目的：认识庄子逍遥本旨，庄子对于
人和人生的理解与他的「道」是相一致的，
他认为人们应该向往着「逍遥」、「自由」
与超越世俗尘垢的精神解脱。一切事物，
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如此便能达到理
想的人生境界。

2．教学要求：体会庄子的人生智慧，在于求
得心灵的自由与超脱，并非是要人们离群
索居，消极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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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

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
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数十而未止
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
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
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
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
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
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
而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然而若辞。寡人
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豚子食于其
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
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
形者也。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刖者
之屦，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
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
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
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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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
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
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
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
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
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
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
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吾国。吾与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庄子》「为道」篇

1．教学目的：认识庄子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
求。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思想核心，这种自
由是人超脱“物”的限制后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
的境界，也就是逍遥游的境界。“游”字可看做
庄子对于自由的一种形象表达，是精神境界达到
自由后的一种状态。由自由的精神世界关照现实
生活后，生活也可处于一种“游”的逍遥自然状
态中。。

2．教学要求：认识庄子追求心灵自由的具体认知与
实践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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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
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
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
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
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
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
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
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
由来，此之谓葆光。

逍遥游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
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
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
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
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
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
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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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为政」篇

庄子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追求逍遥、自由，
在会政治方面也同样是如此，追求大自在
与大自由。为君者须能存心淡漠，顺物之
自然，而不容于私。

庄子所代表的人生哲学虽和儒家积极
入世有异，但其实他对生命的庄严自重是
值得今人细细体会，无须将其主张以其避
世、离世，擅自歪曲否定之。

肩吾见狂接舆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
孰敢不听而化诸？

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
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
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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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根与无名人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
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
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
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
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帠为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为？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
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斄之狗来藉。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
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
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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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
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
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福祸福相依相依 明哲保身明哲保身

范蠡告誡文种

飞鸟尽飞鸟尽，，良弓藏良弓藏

狡兔狡兔死死，，走狗烹走狗烹
韩信临刑感叹

敌国破敌国破，，谋臣亡谋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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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与文范蠡与文种均为春秋越国的大臣，辅助越王句践复国种均为春秋越国的大臣，辅助越王句践复国，，灭吴灭吴後後，范蠡，范蠡
立刻立刻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
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
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
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
勾践亲自送一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勾践亲自送一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
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
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最早在霸王项羽的部队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最早在霸王项羽的部队
里当兵，由于不受重视，韩信改投汉王刘邦。后来，韩信成为汉军的里当兵，由于不受重视，韩信改投汉王刘邦。后来，韩信成为汉军的
统兵元帅，领兵统一中国。韩信领兵作战，一路所向无敌，最后用十统兵元帅，领兵统一中国。韩信领兵作战，一路所向无敌，最后用十
面埋伏的办法，把项羽的精锐部队消灭殆尽，并且，紧追不舍，在乌面埋伏的办法，把项羽的精锐部队消灭殆尽，并且，紧追不舍，在乌
江边逼得霸王项羽自刎而死。汉军胜利后，刘邦马上取消了韩信的齐江边逼得霸王项羽自刎而死。汉军胜利后，刘邦马上取消了韩信的齐
王称号，封他为楚王，后来又贬他为淮阴侯。最后，韩信被刘邦的妻王称号，封他为楚王，后来又贬他为淮阴侯。最后，韩信被刘邦的妻
子吕后处死。韩信在受到迫害时发出了子吕后处死。韩信在受到迫害时发出了飞鸟尽、良弓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狡兔死死、走、走
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感叹

浑沌凿窍浑沌凿窍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
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
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
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
窍，七日而浑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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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三种人生态度〉

梁漱溟先生的〈三种人生态度〉是他以人生为切入点，比
较中西方哲学思想得出的深刻见解，是他对于文化的看法的延
伸。他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以叔本华的‚意欲‛概念为核心。‚
他认为,人生是‘意欲’的活动和表现,‘意欲’的内在要求和环
境的外部障碍的矛盾斗争,构成了生活的本质。生活的过程也即
‘意欲’之满足与不满足的无尽连续‛1,由此，他根据‚意欲‛的不
同趋向分出了人生的三路向和三种态度，即‚梁氏后来也用‘逐
求’、‘郑重’、‘厌世’来概括西、中、印三种文化精神。
在他看来,这三种文化精神分别代表了三种人生的根本态度和人
类文化的三种基本路向。

三种人生态度勿宁说代表三种人生方向的思考，实则人生
在任何阶段过程中，这三种思维始终持续交杂互存，故而正面
人生的意义在乎能适时地藉由这些智慧，缓解当下的退缩与挫
折，继续坚持人生的道路。

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

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
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
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
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
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
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
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
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
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
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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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人生态度，厌离
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
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
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
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
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
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
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
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
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
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
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
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
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
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郑重
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
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
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
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
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
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
“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
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
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
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
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
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
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
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
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
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
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
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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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可
以说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自人类有文明以来
有无数哲学家为之争论、困惑。当代高校大学生
中，不乏有学生轻视生命、游戏人生，因各种各
样小事放弃自己或是伤害同学，故大学生须及早
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顾炎武〈廉耻〉

顾炎武的时代是明末清初，当时正是明朝覆亡，
清军入侵中原，天崩地裂的危亡之时，顾炎武有
激切的救世之心，因他身处国破家亡之际，亲见
知识分子平日只知袖手谈心性，一旦大难来临，
少数人虽能殉死以报君王，但对国家大局却无丝
毫裨补；而大部分则是变节投降，令人不齿。遂
揭橥一「耻」字，作为立身之大节，以「耻」统
括一切德行，认为人们道德上的过恶，都是由于
「无耻」导致。而士大夫之无耻，更是为国耻，
深刻掌握廉耻心与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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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
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
之能言也！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
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
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顾炎武〈廉耻〉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
所用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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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恥之恥

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
谓士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恥。无恥之恥，无恥矣。

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

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 齐人妻妾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
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与饮食者，尽
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
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
墦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
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
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
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
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
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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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廉耻〉

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
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
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
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
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
醒之人也。

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
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
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
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
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
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
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
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顾炎武〈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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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身成仁

孔子孔子曰曰：：

志士仁人，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有杀身以成仁。

舍生取义
孟孟子子曰曰：：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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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遺書 過零丁洋詩

辛苦遭逢起一经，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

孔曰成仁，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惟其义尽，

所以仁至。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庶几无愧。

居天下之广居，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威武不能屈，

此所谓大丈夫，此所谓大丈夫，君子君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何谓大丈夫？君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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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行由品」篇

《六祖坛经》

惠能的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佛家经典,亦是中国佛教著作唯一
被尊称为“经”者。《坛经》记录了惠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
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易懂，是研究禅
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坛经》主张“即心即佛”的佛性
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等的中心思想，提出“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修行方法。慧能的顿悟成佛从根本
上否定外物，他是让人们忘掉一切，领悟一切皆空的境界，
将禅学引入世俗化，为禅宗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教学要求：

神秀主张“渐悟，慧能提倡“顿悟”，对两种修行方式的认识。

佛教在中国发展
吸收阶段：

从东汉到隋唐，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在这
一阶段被翻译过来。唐太宗贞观3年，29岁的
玄奘离开长安，到天竺游学。一生共译佛教
经论75部。

中国化阶段：

隋唐以後，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
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
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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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思想

即心即佛：

顿悟见性：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六祖坛经

是惠能的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佛家经典
，亦是中国佛教著作唯一被尊称为“经
”者。《坛经》记录了惠能一生得法传
法的事迹及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
，文字通俗易懂，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
的重要依据。

视频：禅宗_六祖惠能故事（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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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是什么?

禅是梵语“禅那”（ȯान）的音译。
本是佛教基本的修行方法（禅修），
指专心致志，将意念集中于当下，从
而使大脑里的杂质沉淀下来，让思维
如水一样清澈、透明。

佛是什么?

佛是“佛陀” 的
略称，意义是觉
者或智者。也就
是说，佛是一个
对宇宙人生的根
本道理有透彻觉
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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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

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祖师渡海东来
。时梁武帝一心钦慕佛法，不论是建
寺、造经、供僧，皆不遗余力。

唐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

之後达摩到少林寺，面壁九年悟道
，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传于
二祖慧可。

中国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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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

二祖慧可将衣钵心法下传三祖僧璨、
四祖道信，至五祖弘忍，之後分为南
宗惠能（顿悟），北宗神秀（渐修）
二派。

渐悟 v.s 顿悟

神秀：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惠能：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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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人的身体像是菩提树；人的心则像明镜台
，菩提树、明镜台都会沾染尘埃，人的身
心也是如此，难免被世俗的物欲所熏染，
一个修佛、学佛的人必须像拂拭明镜台上
的尘埃一样，打扫身心．使之清洁。

渐悟渐悟

神秀的渐悟之说，并不否定顿悟即可成佛，
这只是修行方式不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
镜台，人是世间存在的个体，必有所七情六
欲困扰，故而若欲明见自性，知晓一切皆空
，当须时时勤加修持，方能解迷觉悟，由渐
修的过程通往顿悟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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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悟渐悟

身＝树（本体）＋菩提（最高智慧）

心＝台（本体）＋明镜（最高智慧）

佛性为人所共具，但常为尘埃所障，
故须时时拂拭（持戒、坐禅、读经，
渐修），排除世俗杂念，保持本质清
净状态。

惠能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菩提树，也没有明镜
台，当然也没有人，没有尘埃；本来什么
也沒有，自然不会有“惹尘埃”这样的事
情发生。了解到一切本性皆空，就能够“
顿悟成佛” 。



77

顿悟顿悟

惠能顿悟之說，强调明心方能见自性，领悟
「一切皆空」的境界，否定外物的色相存在
，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的修行方式，认为「佛性人人皆有」，见自
性即是见佛，故创立「顿悟成佛」说，意谓
着人是可以突然觉悟而成佛的，人们重要的
是把握住佛教真理，并不须要长期刻苦地按
次第进行修习。

顿悟顿悟

在惠能看来，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
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
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
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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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五祖弘忍看来，神秀讲的是“从
有到无”的功夫，而“无”亦不是“
空”，佛法是讲空的，萬法皆空，色
即是空，所以五祖认为神秀的诗不及
惠能。

儒、道、禅之“异”

儒家讲入世，人生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把人自身的发展与对家庭、社会的贡
献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道家讲出世，提倡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认为
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倒不如无知的草木
，无私虑的初民，远离尘世间的争夺和有为。

禅宗讲超世，认为现实人生都是苦海，所以要
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盘（无苦的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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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禅之“异”

儒家讲敬，事思敬，行为举止皆须合乎
礼，是克己復禮的道德之学。

道家讲静，讲柔弱、谦虚、不争，着重
内心平静，是顺应自然的虚静之学。

禅宗讲净，认为人心像菩提树、明镜台
时时沾染尘埃，须拂拭清洁，是超脱
生死轮回的般若之学。

佛教 ／ 儒家

完全的牺牲奉献

割肉贸鸽，舍身饲虎

克制的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
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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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選擇?

儒家儒家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要——进进，积极进取，积极进取

道家道家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要——退退，以退为进，以退为进

佛家佛家告告诉我们要诉我们要——放下放下，轻装上路，轻装上路

苏轼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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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近思

后世评论神秀与惠能的偈语体现两种修行
方式，前者主张“渐悟”而后者则提倡“
顿悟”，两者的思想理念有什么不同？

禅宗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释、道三家中的
佛家的代表者。请简要谈谈禅宗观念与儒
家、道家思想的异同。

禅宗与道家在思想上有何相同之处？

佛教流传中国后，之所以能广为传播，其原因
和依附老庄道家有着重要关系，庄子中的许多
术语，都被佛教在阐释思想时所使用，如：道
、名、心、性、空、生死、有无、自然、逍遥
、心斋、坐忘等等，这表明老庄道家的思维系
统，和佛教有着相似的概念。而佛教在中国转
出禅宗一系，亦是如此，禅宗「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庄子亦强调「得意忘言」，文字只
是通往真理的障碍。而且禅宗是人们日常生活
就可以进行修持的，这也和老庄道家清静守虚
，顺应自然，安时处顺，以求精神解脱，达到
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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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禅宗

日本禅宗，于鎌仓时代（1185年—1333年
）自中国传入。结合儒学、老庄、佛学、
神道教，形成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
“武士道”。

日本的茶道、花道、武士道、传统文学，
甚至园林造景等，皆受到日本禅宗很大的
影响。

苏 童
本名童忠贵。1980年考
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
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
表小说，代表作：《城
北地带》、《米》、《
妻妾成群》、《碧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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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她凌晨就提着篮子去
肉铺排队，可是她买不到猪头肉。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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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票

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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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张买猪头发生冲突

母亲主动示好，张承诺

母交付衣服，张调离

张雪中送猪头、尼龙袜

杂货店相遇

母、张买猪头发生冲突

母亲主动示好，张承诺

张雪中送猪头、尼龙袜

故事剧情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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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复杂：母亲、张云兰

坚持妥协；营私母爱；尖刻守诺

人性的复杂：

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

“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
她会发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
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黑
暗与光明相共。”

---雨果《<克伦威尔>序》



87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
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
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
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
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莫言2012瑞典学院演讲

 谈谈你的理解！

“张云兰为什么要给他们家送猪头肉来？知恩
图报吗？可她不是个反面人物吗？！各种不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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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细节·题目

 人性“复杂”，非简单绝对的善恶对错

 文学的独特之处（感悟、探究、人学）

“张云兰为什么要给他们家送猪头肉来？知恩图报
吗？可她不是个反面人物吗？！各种不理解……”

请重新起一个最好、一个最差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