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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9日
电 题：当中秋遇上教师
节

作者 姚中秋 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

中 秋 节 与 教 师 节
时日相近——实际上，
国庆节也与之相近；但
今年两节重合，十分难
得，据称这种“巧合”
本世纪仅有三次。媒体
编辑让我谈点想法，我
马上想到了“天地君亲
师”五个字，中秋关乎
其中的“亲”，教师节
关乎其中的“师”。

古代家户多在中堂
正中立一牌位，上书“
天地君亲师”五个字。
祖先牌位一般只在祭祀
时才请出来，天地君亲
师的牌位却是常年供奉
的 。 民 国 建 立 ， 帝 制
改为共和，“君”字也
就相应地替换为“国”
字。前些年到南方，在
一些老屋子的中堂，仍
可看到其遗迹。

不 要 小 看 这 个 牌
位，它简明而准确地体
现 了 中 国 宗 教 的 基 本
结构和根本精神。我新

近出版的《中国之道：
信仰、人生与制度》一
书，通过解读经典和中
西比较，对此进行了比
较充分的讨论。作为应
景文字，这里只简单谈
谈“亲”与“师”。

首 先 要 从 天 、 地
说 起 。 据 经 史 典 籍 记
载，五帝中的颛顼“绝
地天通”、帝尧“钦若
昊 天 ” ， 奠 定 了 中 国
宗教体系的中心——敬
天。“唯天为大”，天
的位置相当于西方多神
教 的 主 神 ， 但 没 有 人
格。孔子对子贡说的一
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天的
属性：“天何言哉？四
时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天是在四时
流转之中生生不已的万
物 之 全 体 ， 这 样 的 天
当 然 没 有 人 格 ， 不 说
话——从而与西方的人
格化神灵截然不同。

天 不 言 ， 人 要 把
握天道，惟有“观乎天
文”。所以，中国人最
重视“天学”，帝尧时
代就“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时”，通过观测
天象，把握“天时”。

敬天，必须顺天而生，
落 实 为 依 时 而 生 ， 节
日便由此而来。中国的
节 日 ， 普 遍 根 据 天 时
确定，与西方节日有很
大不同。中秋节即是如
此 ： 冬 至 、 春 分 、 夏
至、秋分这四时把一年
等分为四节，人们最早
在秋分这一天祭月，后
改为八月十五。

敬天的宗教精神，
也赋予中秋节以家人团
圆之意。天生万物，其
中包括人，人在天地之
中生生不已，这是天道
最 为 亲 切 的 体 现 。 因
此，在中国文化中，家
具有崇高的神圣性。如
《孝经》所言：“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人
的生命得自父母；孔子
曰：“子生三年，然后
免于父母之怀”，人生
而弱小，必须由父母养
育才能存活。父母是子
女的创生者，不是相互
算计的契约关系，也不
是庸俗的养活与被养活
的关系，而是生存本体
论意义上的生命之源与
流的关系。曾子说：“
身 也 者 ， 父 母 之 遗 体
也”，父母的生命遗留
在子女身上，三者构成
了家。家人的生命连为
一 体 ， 互 为 不 分 彼 此
的“亲”人，天然地相
亲相爱。

基于敬天的精神，
中国古代圣贤肯定了“
亲”这一点，将其确立
为最基本的伦理规范。
大多中国传统节日服务
于这一大义，创造出家
人团聚、相亲相爱的时
机和礼仪，中秋是其中
之一。分散在一年四季

的节日，总是催我们回
家，看望父母，祭祀祖
先，与兄弟姐妹团聚，
与亲人相亲相爱。

子女的身体延续了
父母的生命，当然“不
敢毁伤”；父母希望孩
子“立身行道”，因而
重视子女教育——在世
界各文明中，中国父母
最为重视子女教育，自
古如此。

父母可以教给孩子
生活常识，但人生和社
会的“大道”还得靠“
师”来教。师在中国社
会中的角色类似于神教
文明中的牧师、教士，
获高度尊重。孔子被尊
为“至圣先师”，自古
以来受到官方、民间的
广 泛 祭 祀 。 从 唐 代 开
始，各地建立文庙祭祀
孔子，并逐渐加上他的
杰出弟子和后世最卓越
的大儒，他们是天下人
之大师。唐宋以来，每
年仲春、仲秋上丁日的
祭孔仪式最为隆重，相
当于教师节。1985年确
定9月10日为教师节，与
夏历仲秋上丁日倒也相
差不远。

至 于 师 之 教 化 ，
可以用四个词概括：敬
天 、 忠 君 、 孝 亲 、 成
人。敬天、孝亲的重要
意义，上文已解释了。
忠君同样至关重要，因
为“君者，群也”，其
作用是合群，把无数相
互离散之人组织成一个
国 家 ， 并 发 挥 领 导 作
用，使成员避免相互战
争的“丛林状态”，集
体生产公共品，从而延
续生命，改善境遇，且
生生不已。看当今世界

贫穷落后国家的情形就
能明白，一个组织良好
的国家对人民的生存和
发 展 是 何 等 重 要 。 因
此，忠君是人间至关重
要的伦理规范——在今
天就是爱国，维护社会
政治秩序的稳定。一个
人知道了敬天、爱国、
孝 亲 的 规 范 并 身 体 力
行，就逐渐成长为道德
自主而勇于承担责任的
人。

这 里 倒 是 可 以 观
察、思考一下，今天的
师 是 否 有 如 此 角 色 意
识？相信很多人不甚满
意。这是我们面临的大
问题。不过近些年情况
有明显好转，尤其是在
世界格局变化和美国相
对衰落的背景下，西式
教育的光环在世界范围
内日趋暗淡，中国的教
育体系快速地中国化，
学校中的师将有越来越
明确的文化自觉，教孩
子敬天、爱国、孝亲、
成人。

按 现 在 的 法 定 节
日安排，教师节、中秋
节 、 国 庆 节 是 前 后 脚
的，这是历史演变的偶
然结果，也蕴含着深刻
的文明意义，体现中国
文明可大可久的根本规
范 ： 亲 亲 ， 爱 国 ， 尊
师；三者又统于敬天。
据此，人们的日常生活
也有了神圣的意味：尊
师而知“道”，可以“
下学而上达”；家在国
之中，国祚绵长，文明
悠久，则家得以不朽；
亲 亲 、 孝 亲 、 祭 祀 祖
先、抚育后代，个体的
生命就可生生不已于天
地之中而不朽。(完)

当中秋遇上教师节
展现天地君亲师

安徽省阜阳市举办“祭月还古韵、
铁花庆中秋”活动。翰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