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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是 这 个 不 竭
的 思 想 源 泉 ， 在 他 身
后 的 二 千 多 年 的 时 间
里 ， 始 终 浇 灌 着 后 人
的心灵之田。

孔 子 “ 理 想 国 ”
的 模 板 来 自 他 向 往 中
的 尧 、 舜 、 禹 的 时
代 。 他 在 《 论 语 • 泰
伯 》 篇 中 ， 就 毫 无 保
留 地 歌 颂 了 这 三 位 先
王 的 功 绩 ， 比 如 ， 称
尧 ： “ 大 哉 尧 之 为 君
也 ！ 巍 巍 乎 ， 唯 天 为
大 ， 唯 尧 则 之 。 荡 荡
乎 ， 民 无 能 名 焉 。 巍
巍 乎 其 有 成 功 也 ， 焕
乎 其 有 文 章 ！ ” 这 样
美 好 的 时 代 ， 具 体 来
说 ， 就 是 《 礼 记 • 礼
运 》 中 所 谓 “ 老 有 所
终 ， 壮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长 ， 矜 寡 孤 独 废 疾
者 ， 皆 有 所 养 ” 的 “
大同”景象。

当 然 ， “ 大 同 ”
过 于 遥 远 ， 相 比 这 些
久 远 的 先 王 ， 孔 子 更
推 崇 吸 取 了 夏 商 之 精
华 的 周 代 制 度 ： “ 周
监 于 二 代 ， 郁 郁 乎 文
哉 ！ 吾 从 周 。 ” 而 周
代 的 好 处 自 然 在 于 “
周 有 大 赉 ， 善 人 是
富 。 虽 有 周 亲 ， 不 如
仁 人 ” 。 这 种 美 好 的
社 会 就 被 对 应 地 概 括
为 “ 小 康 ” 。 从 诉 求

上 讲 ， 大 同 与 小 康 并
无 本 质 区 别 ， 都 是 实
现 一 种 人 们 安 居 乐 业
的 生 活 状 态 ； 区 别 在
于 ， 前 者 天 然 存 在 、
无 需 额 外 条 件 ， 而 后
者 需 要 执 政 者 加 以 制
度 的 保 证 。 这 种 制
度 ， 就 是 孔 子 思 想 中
最 核 心 的 “ 礼 ” ， 保
证 “ 礼 ” 得 以 实 施 的
人 被 称 作 “ 仁 人 ” ，
其 所 具 有 的 品 德 ， 也
就是“仁”。

孔 子 认 为 ， “
礼 ” 首 先 应 在 国 家 层
面 上 ， 得 到 统 治 者 的
推 广 。 其 体 现 在 于
各 种 祭 祀 ， 包 括 天 、
地 、 祖 先 、 山 川 、 五
祀 （ 门 神 、 灶 神 之
属 ） 。 其 中 每 一 项 并
非 空 泛 之 谈 ， 而 是 都
有 实 际 含 义 ， 比 如 祭
天 的 意 义 在 于 ， 天 气
的 变 化 决 定 播 种 、 收
割 等 农 时 农 事 的 对
应 ； 五 祀 则 涉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各 种 制 度 、 规
则 。 其 次 ， “ 礼 ” 在
更 加 具 体 的 日 常 层 面
上 ， 还 直 接 体 现 在 “
货 力 、 辞 让 、 饮 食 、
冠 昏 、 丧 祭 、 射 御 、
朝 聘 ” 等 ， 涉 及 每 个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 《 礼 记 • 礼
运 》 中 ， 孔 子 向 弟 子

言 偃 展 现 了 他 以 “
礼 ” 为 核 心 的 理 想 世
界 ， 并 阐 明 了 讲 “
礼 ” 的 目 的 和 意 义 ，
在 于 “ 礼 者 君 之 大 柄
也 ， 所 以 别 嫌 明 微 ，
傧 鬼 神 ， 考 制 度 ， 别
仁 义 ， 所 以 治 政 安 君
也 ” 。 不 过 ， 这 些 “
治 政 安 君 ” 之 道 并 不
完 全 为 各 国 君 主 所 理
解 。 令 身 居 卫 国 的 孔
子 不 由 向 弟 子 冉 有 感
叹 道 ： “ 苟 有 用 我
者 ， 期 月 而 已 可 也 ，
三年有成。”

事 实 上 ， 孔 子
曾 经 拥 有 过 数 年 的 施
政 经 历 ： 他 于 五 十 一
到 五 十 五 岁 期 间 （ 前
5 0 1 年 — 前 4 9 7 年 ） 担
任 过 鲁 国 的 中 都 宰 ，
并 以 大 司 寇 行 相 事 。
他 的 施 政 经 历 以 “ 堕
三 都 ” 失 败 而 告 终 。
或 许 是 觉 得 自 己 以 “
礼 ” 为 核 心 的 治 政 安
君 策 略 过 于 抽 象 ， 孔
子 晚 年 时 又 向 另 一 位
弟 子 曾 参 ， 也 就 是 未
来 的 曾 子 ， 进 一 步 阐
明 了 “ 礼 ” 的 实 际 用
途 。 只 不 过 这 次 ， 孔
子 把 说 法 换 成 了 更 加
直 白 的 “ 明 王 之 道 ”
。

曾 子 先 替 孔 子
向 我 们 解 释 了 何 谓 “
明 王 ” — — “ 不 劳 不
费 之 谓 明 王 ” 。 孔 子
指 出 ， 要 实 践 与 古 代
贤 君 一 样 的 明 王 之
道 ， 需 要 做 好 “ 七
教 ” 和 “ 三 至 ” 两 大
方 面 ， 实 现 “ 内 修 七
教 而 上 不 劳 ， 外 行 三
至 而 财 不 费 ” ， 达 到
不 费 公 帑 也 能 守 卫 国
家 、 外 征 强 敌 的 强 国
目 的 。 反 过 来 说 ， “

既 劳 又 费 ” 就 是 阻 碍
东 周 国 家 实 现 礼 制 明
邦 的 最 大 阻 碍 。 简 而
言 之 ， 军 役 、 军 费 繁
重 ， 还 总 没 有 尽 头 。
那 么 ， “ 七 教 ” 、 “
三至”何谓：

上 敬 老 则 下 益
孝 ， 上 尊 齿 则 下 益
悌 ， 上 乐 施 则 下 益
宽 ， 上 亲 贤 则 下 择
友 ， 上 好 德 则 下 不
隐 ， 上 恶 贪 则 下 耻
争 ， 上 廉 让 则 下 耻
节，此之谓七教。

至 礼 不 让 ， 而
天 下 治 ； 至 赏 不 费 ，
而 天 下 士 悦 ； 至 乐 无
声 ， 而 天 下 民 和 。 明
王 笃 行 三 至 ， 故 天 下
之 君 可 得 而 知 ， 天 下
之 士 可 得 而 臣 ， 天 下
之民可得而用。

为 了 帮 助 年 轻 的
曾 参 理 解 一 个 完 美 国
家 的 运 行 方 式 ， 孔 子
先 用 七 组 “ 上 、 下 ”
对 偶 的 排 比 句 ， 具 体
描 述 了 “ 礼 ” 在 操 作
层 面 的 内 容 和 社 会 功
能 。 而 这 就 是 一 种 “
仁 君 ” 的 统 治 方 式 ，
它 将 为 国 家 的 良 好 运
行 提 供 社 会 大 众 的 支
持 。 当 国 家 遵 循 “ 七
教 ” ， 走 上 正 轨 之

后 ， 则 可 以 通 过 “ 三
至 ” ， 来 实 现 “ 明
王 ” 的 完 美 统 治 ： 对
天 下 的 贤 良 给 予 最 大
的 尊 崇 （ 至 礼 ） ， 给
天 下 的 士 人 给 予 最 不
吝 啬 的 奖 赏 （ 至 赏 ）
， 向 天 下 的 人 民 给 予
最 好 的 礼 乐 （ 至 乐 ）
。 有 了 这 样 的 管 理 机
制 ， 能 使 君 主 得 到 百
姓 的 拥 护 ， 民 众 亲
附 ， 军 队 出 战 得 胜 还
朝。

有 如 上 古 贤 王 的
当代“明王”/仁君，
具 备 各 种 惜 民 、 尚
贤 、 兼 听 、 明 察 的 美
德 ， 其 所 建 立 的 令 所
有 人 都 满 意 ， 内 部 稳
固 、 对 外 无 敌 的 最 佳
国 度 ， 就 是 孔 子 心 中
始 终 追 求 的 那 个 “ 理
想王国”。

然 而 ， 当 居 卫
的 孔 子 再 次 面 对 冉 有
困 惑 的 眼 神 时 ， 他 对
自 己 心 中 这 个 “ 理 想
国 ” 的 建 立 ， 也 未 必
如 当 初 那 般 坚 定 。 子
曰 ： “ 如 有 王 者 ， 必
世 而 后 仁 。 ” 孔 子 大
概 也 明 白 ， 已 过 耳 顺
之 年 的 他 将 无 法 再 拥
有 另 一 个 三 十 年 ， 期
待 一 位 能 带 来 仁 政 的
明王了。

孔子 
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