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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犹豫不决。孔子说：“正为天下无道，故周流在

外，求以易之。”他认为，如果有能力改变混乱的世

界，就应该为之努力，而不是逃避困难，仅仅为了趋

利避害。因此，要躬身入局，以一种舍我其谁的魄

力，一种当仁不让的能力，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的哲学核心围绕着“仁”的概念展开，“仁”字在

今本《论语》中出现110次。孔子曰“仁者，爱人”，“仁”代

表了一种深刻的同情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哲学。

《论语》中的每一章节，都是对日常生活中普遍

现象的反思和指导。从如何尊老爱幼，到如何治国

理政，孔子都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正是通过对日常生

活中各种事件的评论，展现了一个关于人类行为和

社会结构的复杂网络。

为什么孔子要在《论语》里如此强调我们该怎么

跟朋友相处、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相处，怎么每天对

自己有点儿要求？为什么孔子要把自己落入一个二

元的世界里，而不是在一个超越二元的、终极的，不

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世界里？这其实是孔子的慈悲

使然。他相信大部分的人此生在俗世间，还是要透

过相对世界发表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在不了

解义的境界下过完此生。

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孔子

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牺牲精神似乎与现代价值

观发生了冲突。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过时的道德观

念，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解决冲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可能路径。追求个人主义与自由的境遇下的我们似

乎又陷入了另一层困境，“社恐”“讨好型人格”“孤

独”的焦虑层出不穷。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这意味着

人生的很大一部分议题是如何与人交往。

而“己”与“人”的交往必然是一个面向共同世界索

要生存资源的竞争、冲突过程，传播的目的是通过灌输、

说服乃至欺骗来征服和支配他者，以使己方获得更好的

生存条件。如果传播只是与暴力一样的控制他者的手

段，那人类社会就不能免于冲突、战乱和失序，正如春秋

战国时期。由此，在一个相对世界里，“仁”就显得重要。

“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己”与“人”的交

往则是一个超越自我走向他者、化解分歧寻求共识从

而共享意义的过程，传播的目的是相互连接、相互理

解、相互成全，并与他者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仁是什么？仁就是将心比心，就是用自己的心

感受宇宙、用自己的心感受他人、用自己的心感受有

情与无情的众生。当你有这种瞬间的感受力时，套

用一句科幻电影的说法——可以用你的心穿越宇宙

的虫洞，宇宙的终极秘密是爱。这个爱不是小情小

爱，更接近于孔子说的仁爱——你能否随时把自己

的意识频谱调到与任何人对接，并且在他的身上积

蓄能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是否拥有Wi-Fi万能

钥匙，走到哪儿都能连接上网？“仁”就是孔子给我们

灵魂的一把万能钥匙。

而且我们越深入体会孔子，就越能理解为什么

每当国家有危难时，总会有人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从同情自己的家人到同情自己的乡党，到同情

自己的族人，再到同情人类这样一种广泛而深远的

爱，让他们涌现出舍生取义的勇气。所以孔子说以

人为本，就是后来生发的信念、勇气、责任、担当……

都是以内在的同情心为核心的。

在当下数据与机器泛滥愈有取代人之势时，人

所应对的不仅是与人如何相处，还有与机器、与数据

如何相处。“仁”这一古老的概念，在数字化和自动化

不断侵蚀人类情感与责任的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仁者，爱人”，在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的同时，我们

不应忽视对个体尊严和公正的维护。

人物 小传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

坛》主讲嘉宾。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

化、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笔记小说等。近

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已出

版《世说新语会评》《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

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

《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世说新语〉研究

史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四书通讲》《〈世说新语〉

通识》等二十余种。主编《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丛

书、《世说新语鉴赏辞典》《〈论语〉的大智慧》及学术论

文集等多种。

刘强

记者 手记

去听一听经过时代考验的声音吧

在这个数字泛滥、步履匆匆的时代，世人的日常被

无尽的屏幕亮度与不断更新的通知填满。对许多人而

言，沉浸于《论语》的古文之中，可能初感“望洋兴

叹”——遥远而难以驾驭。然而，正是在这种快节奏生

活里，我们或许更需要在《论语》的古智中寻找那份难

得的静谧与深度。这些快餐式的信息消费很可能是

“纸上谈兵”，与真正的智慧和精神满足相去甚远。《论

语》教我们“温故而知新”，在反复地阅读与深入地思考

中，不断地发现新的理解与灵感。

提及在当下如何读论语，刘强提出“诚心读、虚心

读、恒心读、乐心读”。《论语》并非死板的教条，它其实

在挑战和疏远那些僵化的规则。这部精心编撰的作

品，有着清晰的结构框架，是一个学术生命体。深入

《论语》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道的体验

——只有带着探索和传承道的心态，我们才能从中汲

取乐趣和智慧。当我们翻开古籍，特别是如《论语》这

般的经典，不应带着傲慢，而应以谦卑的态度，去倾听

那些经过时代考验的声音。古圣先贤已经深思过我们

今天试图解答的许多问题，他们的答案，蕴含着无穷的

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同济大学教授刘强的《论语的现代阐释》讲座现场。

▲ 图为“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尼山圣境。 新华社图

◀ 在曲阜市孔子雕像研究院，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杜庆收在雕刻孔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