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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普及性与专业性兼备
“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是源自于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语录，作者旨在帮助
现代人回归经典，在当下找回一种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朴素*平常的生活现
场找到并体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快乐；作者尝试着让经典回归生活，用日常生活
感悟，用自身的言行来逐字逐句地解读经典，说明了经典从来就不是死了的，冷冰冰的
知识，而是活泼泼地存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随着我们认识的提高，对经典的理解不
断深入，经典可以永远对我们有着指导意义。同时作者认真研读了数十本学者的注解，
博采众家之长保证了《论语》的注解的专业性。可谓兼具普及性与专业性，可作为大众
学习《论语》的入门学习书。
2.影响力
近些年在中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全国的国学教育看广州，广州的国学教育
看天河，这是源于天河区有这样一位深深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局长，也就是本
书作者柳恩铭。他以推广经典文化为己任，不辞劳苦常年奔波于教师培训场所并发表经
典教育演讲，对教师们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动员，很多的教师听众被作者的激情和感染
力影响，从而投身经典教育工作。
本书以经典为强大支撑，对教育的本质、经典的教育意义进行探讨和解答。作者的读书
心得体会部分颇有演讲的风格，使文章颇具感染力。 

内容简介

当前形势下，读者亲近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经典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文化的凝
聚力表现为文化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传递、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政治、思想、伦理、情
感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民族凝聚力、聚合力的基础，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一种
文化资源。作者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把读书、读《论语》作为日常的生活方式，为
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美好，让更多的教师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
要性，他结合自身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体悟，写成了这本《论语心读》。
这是一本可以引领读者通读《论语》的书。一本与读者探讨以下问题的书：什么样的书
才可以称之为经典？如何能够让经典活起来？如何能让经典和我们自身的生活联系起来
？怎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怎样在教育体质内实施经典教育？

作者简介

柳恩铭，心理学硕士，教育学博士，曾任中学教师、校长，现任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



长。被聘为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在教育
界以推行经典教育而闻名，在尊重现代教育理念的前提下，发展全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全的人格。 

他相信，经典教育是重建文化信仰的需要，是重塑文化灵魂的需要，是重构文化场域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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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时十年，研读《论语》
。我读出了真实的孔子，真性的孔子，真心的孔子！我读出了真诚的《论语》
，唯美的《论语》 ，永恒的《论语》！我以实证的态度、情感的热度，证明《论语》承
载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
担当、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勤劳简朴的传统、家庭中
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灵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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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论语》承载的以生为本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全面发展的
课程、尊重个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径、君子人
格的激励等等，是中国当代教育应该传承、必须传承、必要发扬的永恒的教育智慧！
《论语心读》 ，一年四印。身为作者，感激中华书局的用心，感激朋友的倾心，感激读
者的热心！我渴望《论语》成为中国人的“心读” ，我渴望《论语心读》成为国人案头
、床头、心头的常备书。而今当这个渴望开始向现实迈进的时候，我却诚惶诚恐，深感
责任之大、使命之重、压力之巨，只能引导读者向前、向上、向善，唯有抱着“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持重，继续修订《论语心读》 ，使之更精、更准、更美、更新！
历时十年，研读《论语》
。我读出了真实的孔子，真性的孔子，真心的孔子！我读出了真诚的《论语》
，唯美的《论语》 ，永恒的《论语》！我以实证的态度、情感的热度，证明《论语》承
载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
担当、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勤劳简朴的传统、家庭中
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灵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证明《论语》承载的以生为本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全面发展的
课程、尊重个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径、君子人
格的激励等等，是中国当代教育应该传承、必须传承、必要发扬的永恒的教育智慧！
《论语心读》 ，一年四印。身为作者，感激中华书局的用心，感激朋友的倾心，感激读
者的热心！我渴望《论语》成为中国人的“心读” ，我渴望《论语心读》成为国人案头
、床头、心头的常备书。而今当这个渴望开始向现实迈进的时候，我却诚惶诚恐，深感
责任之大、使命之重、压力之巨，只能引导读者向前、向上、向善，唯有抱着“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持重，继续修订《论语心读》 ，使之更精、更准、更美、更新！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说： “教育的目的在于改变自己。 ”我深以为然。教育不能改
变世界结构，不能改变世界的贪婪、腐败、暴力，但是，教育却能改变自己，改变人心
。杜甫有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谈到儒家“有教无类”的情怀时曾感叹：
“愿得学校千万间，让天下孩子读好书。 ”杜甫的宏愿终生没有实现，我的梦想也难变
为现实。但是，愿天下更多人都读到《论语心读》的梦想却可以并正在实现！学生读了
《论语心读》会有收获，有追求，有坚守，走向社会不会被污染，只会影响他人！教师
读了《论语心读》 ，会消除职业倦怠，会从此不知疲倦，会有终身学习的生命状态！公
民读了《论语心读》 ，会充满仁爱，会充满期待，会相信自己，会相信未来！
我之情感，我之思想，我之理想，我之信仰，我之梦想，全在《论语心读》 。我之《论
语心读》有别于古今中外之著者，在于唯美，在于真诚，在于激情，在于永恒！你读，
你幸运！教师读，教育幸运！同胞读，民族幸运！
柳恩铭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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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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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快乐人生
子 ① 曰： “学而时习之 ② ，不亦说 ③ 乎？有朋 ④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 ⑤ ，不亦君子 ⑥ 乎？”

【注】 

①子：对有道德、有学养男子的尊称。 《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撰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论
的语录体文集，其中“子曰”的“子”均指孔子。②学：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还包含了
做人的学习。习： 实践。③说（yuè） ： 同“悦” ，愉快、高兴。④朋：同门。同在
一位老师门下学习的叫朋，引申为志同道合的人。⑤愠（yùn） ：恼怒，怨恨。⑥君子
：有德者或有位者。此处指前者，即孔子理想中的高尚人格者。 

【译】 孔子说： “学了并不断去实践它，不也很快乐吗？有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切磋道
德学问，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恼怒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心 读】
孔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件：一是终身学习并不断实践。如是，则永不落伍，
永葆青春。有人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甚至要有一河水。我认为，教
师必须拥有大海一样宽、一样深、一样厚的学养，学生才能自游、畅游、远游，才能“
直挂云帆济沧海” 。
二是与道义相期者交流。人是群居动物，必须交流，重要的是与什么人交流；儒家认为
应与志同道合、道义相期者保持交流常态。生命中每一分钟都不可逆，什么人都交往，
势必迷失自己，甚至迷失心智，生命状态是迷茫、困惑抑或无聊，人生的轨迹不是向前
、向善、向成功，而是停滞、犹豫、平庸。有人说，跟谁混，很重要。沙子和水泥混是
混凝土，精品；汽油和大米混却是废物，无用。言之有理。
三是修养德行。遇事不顺， “反求诸己” ，提升境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 。渴
望被认识、渴望被赏识、渴望被尊重是人的本性；被人误解，甚至被诽谤中伤而不怨天
尤人者，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往往成功！
活得很累，活不出生活的质量，活不出生命的意义，是因为在乎的人太多，在乎的事太
多，在乎的物太多。快乐人生要做减法：做想做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做感兴趣的事
情，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这样的人生充实！终身学习且不断践行，与道义相期者交游
交流，修养德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这样的人生快乐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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