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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仁”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 岳 森

（石家庄铁道大学 党政办公室，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孔子的许多言论都是围绕“仁”或“行仁”展开的。
“仁”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是孔子学说逻辑演绎的起点。按照礼的要求对

家人、社会“行仁”，也就形成了孔子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政治观。孔子是历史上著名的

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对后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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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新一轮国学热中，孔子的学说再次 受 到 了

世人的关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

的影响十分深远。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并强调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思

政部的研究生，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深入

了解中国国情，洞悉国人人际交往的特点和习俗，
更加充分全面地认识社会，有必要对孔子的学说

予以了解，特别是其对现代的影响应有所关注。
孔子和儒家的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也 是 关

于社会组织的哲学。儒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主

张把个人的修养、家庭的道德和社会的治理结合

起来。最典型的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里所

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要做了

国家领导人才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是说作为

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家尽力而为，也就是“止于至

善”了。后人又引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

实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孔子的哲学也被认为是道德哲学。他本人特

别注重修身，讲究人格修养。他的学说也是教人

修身。他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还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

内省。”他的这种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

对人甚至对自己学生的评价。传说他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在他得意弟子中勇者如子路、好学

者如子夏、善辨者如宰我 、高贵者如子贡等，但他

最得意的门生却是穷 困 潦 倒 但“一 日 三 省 吾 身”
的颜渊。这从侧面折射出孔子的思想倾向，也部

分地反映了孔子学说的重点。
孔子和儒家的学说被认为是入世的 哲 学，也

就是生活的哲学，世俗的哲学。它不像佛学教人

避世，也不像天主教哲学将人的注意力引向来生。
它更多关注的是当世怎么活着，现在怎么做。孔

子的学说离人们的生活很近，或者说讲的都是现

实生活中的事。因此，孔子的学说流传很广，影响

也很深远。
孔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对 亚 洲 和

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不仅普通人受其影响，有些

伟大的人物也深受其影响。毛泽东同志尽管对孔

子的政治观不太感兴趣，但对孔子其他方面还是

持一定肯定态度的，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孩子起的

名字也选了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的两

个字。据新华网报道，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曲阜考察时，在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

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两本书时说：“这两本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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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仔细看看。”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早年先是母亲

被人暗杀，后来当总统的父亲也被同僚杀害，她

自己说在黑暗中之所以挺了过来，《中国哲学史》
一书给了她很大的力量，其中儒家学说也起到了

十分积极的作用。
孔子学说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 的 重 要

观点和思想大都蕴涵在他的一系列名言隽语中。
有的大家可能知道是孔子说的，也有的可能不知

道是孔子说的，但都不影响人们平时运用。比如，
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有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这是《论语》的第一句话。还有比如，我

们高中或是大学同学或是我们的朋友远道来看我

们了，大 家 会 高 兴 的 说“有 朋 自 远 方 来，不 亦 乐

乎？”这是《论语》的第二句话。再有“吾十有五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

自己一 生 认 识 成 长 过 程 的 概 括。从 更 大 的 范 围

看，中国饮食文化很发达，中国人做饭的烹调技术

比西方讲究得多，这也部分地受到了孔子的影响，
他在《论语》中有一句话“食不厌精，烩不厌细”，对
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孔子作为教育家，有许多思想，如“有教无类”
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还

特别注意教 育 时 机 的 把 握，有 一 句 名 言“不 愤 不

启，不悱不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对于今天

的教师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的生平、历史地位及后世对其

学说的评价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公元前５５１年生于

鲁国，位于现在山东省中南部。他的祖上是宋国

贵族，其祖先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在孔子出生之

前，他的家族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
到鲁国。

孔子生平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比较详尽的

记载。他所处的时代是周朝中后期春秋向战国过

渡的年代。当时的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

已经很弱了，时局比较乱。孔子幼时家里很穷，但
他非常好学。这使他的学术成就很突出，并成为

儒学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学问和做人一致

性很强的人。他的学说很多讨论的是关于道德的

学问，他本人做人也比较地道，尽管当时和后来总

有 人 贬 低 他，但 总 体 上 看 孔 子 是 一 个 比 较 完 美

的人。

孔子尽管学问做得很好，但在政治上 一 直 很

不得志。直到五十多岁了才做了鲁国司寇，相当

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加最高法院院长。但他很不适

应官场的行事方式，司寇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一
场政治阴谋就逼他下了台。他的政治纲领在鲁国

行不通，希望能在别的诸侯国得以实施。因此他

后来又背井离乡，周游列国１３年，到处宣传他的

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但哪个诸侯国都没有启用

他，一直没找到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后来年纪

大了回到鲁国，又过了三年就去世了。死的那一

年是公元前４７９年，活了７２岁，在当时也算是高

寿了。
孔子作为思想家很伟大，作为政治家 很 不 成

功，作为教育家是非常有成就的。他培养了很多

学生，其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学生。在学术上、政
治上很有建树。他生活的年代人们还不知道著书

立说，只有官方的著作，没有私人的著作。所以他

教授学生也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一样，多是用口述

身教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述而不作”。他

的主要学术思想集中在《论语》中，这本书是他死

后他的学生们追忆他的教诲时汇集起来的。孔子

的教育思想很高超，“有教无类”是其最突出的教

育观，与现在政府倡导的教育平等和基础教育均

等化基 本 上 是 一 个 意 思。这 在 今 天 看 起 来 很 平

常，但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十分不简单。他特别

注意身教言教相结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身作

则好。另外，他的实践教育搞得特别好，这也是十

分不易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很可贵，他很爱

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很多学生

和他就像朋友伙伴一样，不少学生一生追随他，在
周游列国的途中和他一样，“一箪食，一瓢饮，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还是 道 德 楷 模。他 在

他的弟子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当时名气很大。除

他的学问做得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不爱财，不贪色，道德志向

崇高，政治理想尽管无法实现但很坚定。他有很

多这方面的论述，也是这么做的。如“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 于 艺。”“三 军 可 夺 帅 也，匹 夫 不 可 夺 志 也”
等等。

孔子的一生是非常忙碌且有意义的一生。虽

然政治抱负无缘实现，但思想成果非常丰富，还教

育了一大批好学生。这些学生继承了他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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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学问做的很好，有些在其他方面也很突出。
加之学生的学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更显得他这

个祖师爷崇高伟大。他的儿子做人也很地道，尽

管学术上不如他，也不如他的孙子子思，但很有自

知之明。传说中有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孔子的

儿子曾对孔子说“你儿不如我儿”。还对他自己的

儿子子思说过：“你爹不如我爹”。这不一定是客

观事实，但符合逻辑。他的孙子或孙子的门人培

养了一个大学问家，就是孟子。孟子在很多方面

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因之后世有人称儒家学说为

“孔孟之道 ”。
历史上和孟子同时代或比孟子稍晚 一 些，儒

家还出了一个大学者叫荀子，也称荀卿、荀况。他

和孟子的研究方向不同，但也在很多方面发展了

孔子的学说。荀卿还有一点很不寻常，就是善培

养人，著述也多。我们看了他的著作会深受启发。
他培养了两个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学生。一个

叫李斯，当过秦始皇的丞相，为秦统一中国做出了

较大的贡献。另一个叫韩非，成为法家的代表人

物，对后世的影响比李斯还大。由于孔子后世有

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包括他学生的学生弘扬他的

学说，所以儒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受到世人的推

崇，其地位在他死后越来越高。到汉朝的时候，汉
武帝听从当时著名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儒家和孔子的地位达到了顶点，被
认为是至圣先师。按冯友兰的说法，当时儒家的

确可以称为宗教。
此后的两千多年尽管朝代更替，但孔 子 及 儒

学在多数时期地位仍然很高。需要说明的是，后

来这些儒家学者尽管也尊崇孔子和儒学，但已经

不再像孟子、荀况等先贤们那样富有创新精神，符
合时代要求，富有活力。而是更多地把儒学神化

了，有的教条化了，变成了在现实中不中用，只是

在科举赶考时有用的东西。这不能怪罪孔子，只

能怪罪后世的统治者和没学问的文人。所以到了

中国近代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这些学说解决不

了问题，受到了质疑。“五四”运动还喊出了砸烂

孔家店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克鲁

泡特金的自由主义等传入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

义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深入研究就会发 现，孔 子

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有共同点，
比如都 崇 尚 集 体 主 义 等。两 者 也 有 一 些 相 通 之

处，比 如 都 注 重 道 德 修 养，倡 导 为 社 会 为 他 人 服

务等。

　　 三、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仁”及对后

世的影响

　　“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按孔子的话说

“仁”就是“爱人”。如何实行“仁”也就是如何“爱

人”？孔子认为应推己及人，并说，要“己欲立而立

人，己 欲 达 而 达 人”，这 是 推 己 及 人 的 肯 定 方 面。
在他看来，还有推己及人的弱表达方式，他的学生

仲弓问仁时他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认为

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即“仁之方”。
在孔子看来，实行“仁”包括对己对人对社会

等许多 方 面。对 己 他 特 别 注 重 修 身。他 曾 说 过

“刚、毅、木、讷 近 仁”，这 是 从 个 人 修 养 方 面 来 说

的。在对待个人与他人关系方面如何行仁，他曾

对子路说过“修己以安人”，还将这方面推向特殊

情况，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

仁”。
对自然界如何行仁？《论语》中子贡 问 仁 时，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他看来这也

是行仁。关于行仁的态度和途径，他又说“仁远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后来孔子学说最主要的

继承者孟 子 又 把 它 发 展 成“人 皆 可 以 成 尧 舜”。
如果从意涵传承上看，佛教的禅宗六祖惠能等人

受这一学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孔子的仁也就是“爱人”，和比他晚一点的墨

子关于“爱人”主张有所不同。墨家主张“爱人”要
爱无差等，提倡兼爱。墨子的学说对后世的侠客

影响很大，主张在他们的团体内要过“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生活。儒家不是这样，孔子坚持行仁

就是“爱人”，但主张爱有差等。比如一个人爱父

母，爱兄弟姐妹，爱社会上的其他人，是不能完全

一样的。这个差等怎么掌握？用什么标准？孔子

认为要遵从“礼”的规定。孔子说过“不知礼，无以

立也”。“礼”类 似 于 现 在 人 们 所 说 的 礼 节、礼 仪

等。是当时和比当时更早的时代人际交往的“规

矩”。在周朝的 时 候 形 成 相 对 完 整 的 文 本《礼》。
传说周公还曾修订过，所以有的也称周礼，是当时

的六经之一。六经的其他几部分别是《诗》、《书》、
《乐》、《易》、《春秋》。《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历

史上曾有人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是《礼》的

修订者，其实不是。从《论语》中反映出孔子的言

论来看，他的确想修订《礼》，以规范当时一些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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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标准的做法，纠正他认为“礼崩乐坏”的局面，
但实际并没有修订。近代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当时

还没有私人著作，私人著作的出现是孔子时代之

后的事情，在他之前只有官方著作。
在孔子看来，行仁要按礼的要求爱父母、爱亲

人等。那么个人对社会，或者对社会上的人应该

怎么爱呢？这也应该有规矩，这就是“义”。义就

是事之“宜”，也就是“应该”。孔子认为社会中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这是对社会的

义务。做了这些应该做的就是道德的，不做就是

不道德的，也是不义的。在这方面，孔子把道德看

得比效果还重要。认为行仁义必须是为做而做，
如果做这些事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比如为了什

么好处，那么即 使 做 了 应 做 的 事 ，也 不 是 义 的 行

为。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好处”就是“利”，义和利

是对立的。重义轻利的人是道德的人，是义士；重
利轻义的人是不道德的人，是不义之人。

孔子 在《论 语·里 仁》篇 里 说 过：“君 子 喻 于

义，小人喻于利”。他所说的“小人”和我们今天说

的“小人”不是一个意思。他称的“小人”更多的是

指一般人，或“君子”之外的人。他的这种思想直

接影 响 到 了 他 对 人 的 评 价，甚 至 包 括 他 的 学 生。
他的弟子子贡官做得大，买卖做得好，挣钱多，且

对他周游列国给予了很大的资助，但在孔子眼中，
子贡还是不如曾子，更不如颜渊。

孔子还有不少其他的学说，如“智”、“信”等。
其思想有的 隐 含 在 他 自 己 的 言 论 中，如“人 而 无

信，不知其可”。也有的反映在他与弟子一问一答

其弟子的言语中。如谈到“智”时，他的学生子夏

曾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他
的另一个学生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孔子自己也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等等。
有些在今天看并不一定合适，但确实对后人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后人把孔子的上述思想概括、阐发并 以 官 方

规定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即仁、义、礼、智、信。
仁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其他几个方面都是围绕

着如何行仁展开的。所以说“仁”是孔子哲学思想

的核心。不少人认为孔子的学说是道德哲学，也

源于此。

　　 四、孔子的社会伦理观及其现实意义

“仁”或“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的其他

言论或学说亦多是围绕着“仁”或“行仁”展开。按

照“礼”的要求爱自己的父母等亲人，这是家庭伦

理。按照“义”的要求对待社会上的人，这是社会

伦理。按照“智”的要求对待自然界（如“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等），这是生态伦理，等等。所有

这些构成了孔子的社会伦理观。他的这些学说直

到现在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还很大。
在孔子看来，按照“礼”的要求，人们应该孝敬

父母，而且这是爱人的最高等级，最优先级，这就

是“孝”道。他在这方面有好多论述，如“父母在，
不远游”等。他还由之推到已过世的上祖等。如

他对弟子说过，“入太庙，每事问。”在对待平辈的

兄弟姐妹等，孔子论述不是太多，他的弟子和后人

按照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概括为“悌”，
后来发展成弟子规和女儿经等。在对待社会上其

他人，孔子认为要行仁义，对上要忠，对下要宽恕。
所以有人就孔子的学说问他的学生时，曾子说过

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行仁爱人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冲突怎么办？

在孔子看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严格按“礼”的要

求做，而且一定要有先后，不能乱。并且认为一旦

在这方面乱了纲常，会有很多麻烦产生，家庭和社

会就会动荡混乱。比如你如果是一个君子，你爱

别人不能超过爱你的兄弟姐妹，同样爱你的兄弟

姐妹不能超过爱你的父母，否则你就会陷入窘境。
孔子本人也遇到过这类问题。《论语·先进篇》记
载了一个事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孔

子哭得十分伤心，门人见了提出要厚葬颜渊，孔子

马上制止：“不可”。当时还有人提出把孔子的车

卖掉给颜渊买个好点的椁。孔子也回绝了，还说

了一些话。意思是说我儿子死的时候没有椁，我

学生颜渊死了用我的车换椁，这不合适啊。
按照孔子的观点和逻辑，如果全社会 的 人 都

按礼的要求行事，这个社会就太平了。怎么实现

这一社会理想呢？孔子认为要注意道德教化，就

是教社会的人们按礼行事。要遵从社会的道德规

范，每个人都找准自己的位置，做该做的事。这在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反映得比较充分，子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国君

的要有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
父亲的要扶幼履行父亲的责任，做儿子的要按孝

道孝敬父母，这样社会就安宁了。他后来的继承

者又从不同的途径发展了他这方面的学说，把个

人修身、正确对待他人和促进社会安宁联系在一

起。如荀子倡导：“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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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 穷 人，齐 给 速 通 不 争 先 人，刚 毅 勇 敢 不 以 伤

人。不知则 问，不 能 则 学，虽 能 必 让，然 后 为 德。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

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

修告导宽容之义。”应该说，这些精神和原则对于

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荀子发展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还从社会

组织的角度深入研究“礼”。他认为人生活在世界

上，没有办法孤立地生活，必然要加入一定的社会

组织。而社会组织不是很理想，人们为了在一起

生活而无争执，各人在满足自己欲望方面必须要

受到一定 的 限 制，这 些 限 制 性 的 规 则 也 是“礼”。
礼的功能就是确定人们行为的规矩，人们遵礼而

行就是有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从中可以

看出，荀子的观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而 且 和 西 方 后 来 卢 梭 的 社 会 契 约 论 也 有 相 通

之处。

　　 五、孔子的社会政治观及其局限性

在孔子和儒家早期代表人物的学说 里，仁 是

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而且也是

其学说演绎的起点。按照礼和义的要求，对家人、
社会的人乃至自然界行仁就形成了孔子整个的社

会伦理道德体系。
孔子还把仁的理念推广到了社会政 治 领 域，

从相关言论中 可 以 分 析 孔 子 的 社 会 政 治 观。《论

语》记载，他的学生子张曾问仁于孔子，子曰：“能

行王者于天下为仁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

认为周朝前期文王、武王、周公等做得很好。后来

者应该效法先王。
他曾评价周文王“治天下有其二，以 服 事 殷。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与对周文王的推崇

相一致，他也认为人类社会美好的阶段是在周朝

的前期，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行仁应该没法恢复周

朝的礼法。在 另 外 一 个 场 合，颜 渊 问 仁 时，孔 子

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他说的这个礼，就是周礼。

他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思想和治 国 理 念，
也是希望说服各诸侯国的君主们推行周礼。孔子

为之非常卖力，也特别辛苦，有时受到威胁，有时

还受到非难和嘲讽。《论语》记载，有人曾对他的

学生子路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随他周游列国

的学生有的也出现过动摇。尽管如此，孔子本人

仍然意志坚定，甚至有时发感慨地说：“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些对于我 们 当 代

人有什么启示呢？

中国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 一 句 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孔 子

这么伟大的人物且如此尽力，仍然在政治上无法

挽回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统治，说明政治人物必须

要顺应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相对于我们今天

来说，当前，就是要坚定地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定地推进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尽管孔子的政治观点不合时宜，政治 理 想 行

不通，但并不是说他的政治理念、治国方略都是无

用的。他有 许 多 政 治 思 想 和 政 治 策 略 非 常 有 价

值。比如他对政治理想的坚定执着就十分可敬，
他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教导弟子在政治

上要有志 向，遵 崇 高，不 投 机，重 策 略。“笃 信 好

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 有 道 则

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

道，富且贵焉，耻也。”对如何搞政治，他也有自己

的见解，他说：“政者，正也”。他还说：“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论语》
中的言论看，他也比较注重政治谋略。如子夏问

政，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他还

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还有

“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等，他对弟

子讲的这些都是实话，也是很实用的道理。
总之，孔子虽然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但他

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更是一

个成功 的 教 育 家。他 的 学 说 经 历 两 千 多 年 而 不

衰，这种现象本身就十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

们应该思考如何向他学习，像他那样做人做学问。
他有缺点，但我们不要只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

他的伟大之处。
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博 学 的 人。

有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说他“大哉，孔子！博学而

无所成名。”他的弟子对他尊崇有加。有个与子贡

同朝为官的叔孙武叔诋毁仲尼。他的学生子贡对

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 贤 者，丘

陵也，仲 尼，日 月 也。”笔 者 很 赞 同 子 贡 的 这 个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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