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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在 光 明 照 千 古 

       ――客观评价孔子和孔子文化是编写《＜论语＞新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教授和新闻界朋友： 

  大家好！起初我对孔子是持有怀疑态度的。记得早在北京大学一次学术会上我说过：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

养也”，其中的“女子”如果指的是“女人”，那么孔子说的话则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贤不明、不孝不敬的，

单凭这句话了孔子就不配称为“圣人”。因为“女人”这个概念外延十分宽广，如果把“女子”解释为“女人”，就

等于说古今中外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乃至于他自己的女性先人，以及慈母、贤妻、女儿，无一例外都被了孔

子骂了。有人说：“孔子是在骂卫灵公的夫人――性情淫荡的南子”。即使是这样，南子不好，是可以指名道姓地骂

南子的，但是把有史以来所有的女性都骂成“小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对此，究竟是孔子的话有问题，还是后

人的翻译出了问题呢？带着种种疑团我们会同北京和济宁曲阜的近百名专家教授于一九九二年便开始了对孔子文化的

考证研究工作，编写了富有新意的《＜论语＞新译》。 

  《＜论语＞新译》是在省市有关领导关心重视和孔子研究院领导支持指导下，由我牵头历经十二年九易其稿编撰

而成的。全书六百页，为大三十二开，约三十四万字。整个编撰工作在尊重和借鉴传统译注的基础上，进行了以下尝

试：第一，内容方面，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为我所用的原则，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思想、新观

点，力求为中国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食粮和理论支持。第二，语言方面，既考虑古代汉语语言特点，又

遵循现代汉语语法特点，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和理解。第三，布局方面，《＜论语＞新译》共

二十篇，各篇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点评五个部分。题解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本篇的内容梗概，点评不仅对孔

子思想给予客观评价，还简要地阐发了孔子思想。 

  《＜论语＞新译》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革故鼎新”上。试举例说明： 

【原文】 

    例①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        

   贫。”（《论语•卫灵公》） 

【昔译】 

    孔子说：“君子只谋求行道，不谋求衣食。”[因为]耕田嘛，免不了饿肚子；读书嘛，就        

 可以升发财。所以，君子担心道不能行，不担心贫穷。 

【新译】 

    孔子说：“君子[重要的是]谋求正道而不是谋求吃喝。耕田，在务农贫苦时不离正道；进        

 学，在做官富贵时也不离正道。君子担心道不正，不担心受贫苦。” 

【原文】 

    例②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昔译】 

    孔子说：“高贵的人有智慧和卑贱人的愚蠢[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这显然        

 是宣扬“天命论”、“等级论”、“尊卑论”） 



【新译】 

    孔子说：“智商高的人聪明，智商低的人愚笨，是不可改变的。” （这是“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 

【原文】 

    例③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昔译】 

    孔子说：“只有妇女和小人是很难养活和对付的，对她们近了就会无礼，对她们远了就会        

 怨恨。”（这显然是歧视妇女、辱骂妇女，鼓吹“男尊女卑论”） 

【新译】 

    孔子说：“只有你们[几个]学生和小人一样是不好教育培养的，[传授给你们]浅近的知识        

 就不谦逊[说会了]，[传授给你们]深远的知识就埋怨[说听不懂]。” 

  请注意以下两点：春秋时期指女性的词是有分工的。“女”通常用作“通假字”。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全部

十八个“女”无一例外都是“通假字”。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全部十八个“女”无一例外都是“通假字”，都同

“汝”，都读“rǔ”，都是代词，译为“你”或“你们”，指的都不是“女人”。在孔子一生的言论中，没有一处是

用“女子”这个文言词组指“女人、妇女、女子”的。孔子所说的文言词组“女子”与现代汉语中的单纯词“女子”

列式对比可知： 

  孔子所说的→女（代词）＋子（名词）＝词组（短语）。 

  现代文中的→女（实词素）＋子（虚词素）＝名词（单纯词）。 

可见，拿现代文汉语中的单纯词“女子”，套两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文言词组“女子”，失之偏颇。较之传统译

法，《＜论语＞新译＝里面还有一百三十多个新观点，详见本书，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教授和新闻界朋友，道在光明照千古――客观评价孔子和孔子文化是编写《＜论语＞新译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孔子逝世两千四百七十四年之际，从源头上匡正和复原孔子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

事。对弘扬传统文化，充实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宝库，乃至世界文化宝

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些，我谨祝愿首发式圆满成功，把孔子文化研究新成果《＜论语＞新译》宣传好，使海内

外华人华侨，乃至各国友人都了解孔子文化的真谛，使孔子文化、孔子学说、孔子思想、孔子精神，薪火相传，源远

流长！ 

  谢谢！ 

                                 金 池 

                               200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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