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国学的读本很多，其中多名家之作。 
但这一本有所不同： 

●  这是一个带理想主义色彩的科普作者所写的。 
●  这是一个正在全力以赴的创业者所写的。 
●  这是身体力行后的朴素翻译。不是凭想象的词藻堆砌。 
●  先秦十二部经典之作首次在一本书中凝聚。 

古老的信仰在我的心中成长， 
我的灵魂将得到更新。



先秦时间轴的说明 

总是说先秦，先秦，那么先秦到底是哪段时间？春秋、战国又是从哪 

儿到哪儿？春秋和战国有重叠吗？另外，春秋、战国和周朝之间又是什么 

关系？还有，孔子、老子、庄子，他们是同时代的吗？这些问题是读者经 

常有所困惑的。 

为了直观地解答这些问题，我制作了这个先秦时间轴。 

先秦时期  指的是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公元前2070年）起， 

至秦朝建立（公元前 221 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夏朝，是大禹的儿子启建 

立的。

上古时期  指的是夏朝建立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岁月。我们常说的伏羲、 

神农、女娲、黄帝、炎帝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神话时期  指甲骨文出现（约公元前 1300年）之前的时期。包括了上 

古时期和先秦时期的早期。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由于没有文字，历史在口 

碑相传中被加入了很多讲述者个人的感情和描绘。当然，这一时期，历史 

除了被口碑相传外，还得到了绘画的重要帮助。绘画远比文字出现的早得 

多，大约在 3万年前就已出现。但无论是口碑相传还是绘画，都无法精准 

地记录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加入口碑相传者和绘画观看者的个人情感和猜 

测，因此，这一时期神话和现实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和准确判断。但 

也正是如此，让这一时期显得尤其单纯和美好。 

西周、东周与春秋、战国  西周之后是东周。春秋之后是战国（二者 

没有重叠）。春秋和战国可以理解为是东周的两个时期，但准确地讲，战 

国在东周灭亡（公元前 256 年）之后还延续了几十年。以秦朝建立作为战 

国的结束。周朝存在了近 800 年。 

圣贤们出现的先后顺序  孔子、老子、孙子、晏子是同时代的。孔子 

和老子见过面。这四位圣贤去世 100 多年后，孟子、庄子、荀子三位圣贤 

才刚刚出生。 

先秦，是历史的时间轴中小小的一段，却异常的明亮，照亮了整个时 

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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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写这本书 

当今社会，媒体终日带领着人们搜寻古怪荒诞的事情，只为博取人们 

的哈哈一笑。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变得麻木。一个只知娱乐，失去信仰，不 

愿思考和探究人性的民族，是危险的。除了 XX 哥、XX 姐、XX 帝、XX 门， 

5000 年文明里有更值得你一看的东西。 

2300 年前，我们这块土地曾有圣贤生活过。2300 年过去了，无数的 

事物都被时光掩埋，帝王、城池、财富，无一幸免。但，圣贤的思想却在 

时光中保留下来。时光是最无情但也是最公平的价值鉴定师。真正的财富 

会被时光收藏，历久弥新。 

先秦时代，是华夏文明中思想最自由奔放，最不受束缚的时期。文明 

从原始的泥土中萌芽。圣贤们群星闪耀，光芒四射又纯朴率真。我希望通 

过这本书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这些被时光收藏的 

财富。

这些财富，会成就你的一生。 

看过市面上很多先秦文学的译文，心中很遗憾。这些译文中有些掺入



了世俗气，用现代的世俗来解读先秦的世界；有些译文则翻译的太酸了。 

先秦，纯真质朴，英雄浪漫。这样的译文是扭曲的，所以我决定重新翻译。 

先秦文学著作并非很多，但即便如此，要把所有先秦著作全部看完也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考虑到现代人能够分配给读书的时间，我从所有先秦 

文学著作中选出了十二部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这十二部分别是庄子、老 

子、荀子、孟子、论语、孙子兵法、韩非子、山海经、尚书、晏子春秋、 

左传、战国策。然后，又从这十二部中选出最经典的段落和句子，汇聚于 

这本书中。 

大俗大雅，这就是先秦文学。 

洗涤心灵，让你成为内心强大的人，这就是先秦文学。 

让你深刻理解正直、仁爱和信守承诺的含义与价值，并明白这些品质 

在现实和金钱化的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可贵，从而自觉将它们融 

入你自身的品质，这就是先秦文学。 

先秦时代，距离今天的我们已经过去了 2300 年。听起来很遥远，但 

翻开这本书，随着阅读的展开，你会发现看似遥远的东西，似乎又和你很 

亲近，和你内心最美好的部分很贴近。 

先秦，其实一直就是你灵魂的一部分。 

时隔 2300 年，恰老朋友相见，美好而温暖。 

翻开书，从今天起，成为尊贵的人。 

2011 年 3 月 16 日



几点阅读前的说明 

●  不同的书里，相同的一段文字，标点却不同？ 

标点符号的概念是直到汉代才出现的。汉代时称之为句读（dòu）， 

相当于现在的句号和逗号，没有其他标点符号。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标点是胡适、周作人等六人在借鉴了国外标点符号 

的基础上，于 1919 年提出的方案，1920 年由北洋政府颁布的。新中国成 

立后，又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换句话说，先秦时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因此，你所看到的先秦文学中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根据其个人理解来 

断句并添加的。尽管大多数的断句都有共识，但也会有部分的断句存在分 

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能是见仁见智，各断各的。 

本书中的先秦文学中的标点符号，对于有共识的，都采用了共识的标 

点。对于存在分歧的，原则上是根据作者本人的理解来标点的，力求准确。 

●  有个别段落在出现引号时，前引号和后引号的数量不匹配？ 

这是因为书中的段落都是节选的，当节选的部分中只包含了前引号（或 

后引号）时，就会出现前引号和后引号不匹配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很少。 

●  极个别的段落，不同的书中，文字有所不同？ 

先秦时期，距今已有 2300 年。尽管这期间历朝历代都对先秦文学极 

为重视，这种重视保证了先秦文学流传了 2300 年仍保持了高度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但毕竟流传了 2300 年，极个别段落的极个别文字的出入和分 

歧仍难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本书遵循的原则是与目前能考证的最早版 

本的文字保持一致。



●  有的段落只有原文和译文，没有作者感悟？ 

的确，有的段落没有作者感悟。这种情况有三种：一，有些东西很难 

用语言表达。当然，也或许是作者语言驾驭能力不够。二，我不认为我所 

产生的感悟会对你有帮助，所以就没写。三，曾经写过，后来觉得多余， 

被我自己删掉了。 

这本书的原稿我是在 2005 年完成的，写完后感觉还不是很满意，但 

对于怎么改又没有主意，所以就决定放一放，打算过段时间再拿出来重读。 

这一放就是六年，2011 年，我将这部书稿拿出来重读，并进行了修改， 

改后感觉满意了，可以出版了。 

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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