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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仁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论语》一书中，“仁”

字出现高达109次之多。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

间，针对不同情况，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孔子的弟子

颜回、仲弓、司马牛、樊迟、子贡等都曾向孔子问“仁”，而对于这些才智各异、

禀赋不同的学生，孔子作出的答复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称“仁”是什

么，或者“仁”不是什么，而应像孔子自己在《论语》中多角度论述“仁”那样，

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以求达到对“仁”的全面认识。 

颜渊问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上述这段对话，是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关于“仁”的讨论。译成现代汉

语，意思是这样的： 

颜渊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善。一

旦做到，天下人都会趋向于仁善。实现仁德要靠自己，难道能靠别人吗？” 

颜渊说：“请问实现仁德的具体做法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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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符合礼制的，不要看；不符合礼制的，不要听；不符合礼制的，

不要说；不符合礼制的，不要做。” 

颜渊听了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老师放心，我愿意遵照老师的这些话努

力去奉行。” 

孔子将“仁”视为最完美的道德品质。中国儒家历来推崇个人的品行修养与技

能修养，尤其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一个人只有自身不断完善（“穷则独善其身”），

一旦获得机遇，才能把握机会，取得人生的成功（“达则兼济天下”）。 

颜渊不愧是孔子第一得意门生，他没有仅仅停留在问题的一个层面（什么是

“仁”），而是直接切中问题要害，问孔老先生，怎样才能具体实现“仁”。孔子

也不愧是个好老师，简单四句话，就指明了方向。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文关

于“礼”的理解，在现代社会，“礼”完全可以理解为现代的法律法规，约定俗成

的社会秩序。一句话，实现“仁”的首要条件就是：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 

孔子还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子曰：“苟志于仁矣，无

恶也。”）只要养成了仁德，那就不会去做坏事，既不会犯上作乱、为非作恶，也

不会骄奢淫逸、随心所欲。而是可以做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善事了。现代的

法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每个成员都能有良好的法制意识。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人在合法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正当的权益，

消除不正当的欲望，遵纪守法，做良好公民。这就是现实意义上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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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弓问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

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时要像会见贵宾一样庄重，做事时要像举行盛大祭

典一样严肃。自己不愿做的，不要强加于人。同事中相处融洽，亲属中和睦友爱。”

仲弓说：“我虽然驽钝，但我愿意按老师教的去做。” 

仲弓也是孔子比较欣赏的学生之一，但同样是一个关于“仁”的探讨，孔子给

出的回答却与给颜渊的回答不一样。在孔子看来，仲弓虽有帝王之器，有领导才能，

但与颜渊不同，仲弓为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于是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

能将心比心并推己及人。在这里，孔子实际上说出了“仁”的三个方面： 

第一，尊重他人，“出门如见大宾”。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要想相

处得好，就在于仁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任何一个人要恭敬有礼，不能轻视任何一

个人，应该像看到贵宾一样，尊重每一个人。尤其作为领导，更应如此，这也是领

导者的学问。尊重他人，无论对谁，都是一项很重要的修养。 

第二，要有责任心。为大家做事的时候，要负起责任，担负这个责任的态度，

要“如承大祭”一般。古代对于祭祀是很慎重的事情。好比现代一个宗教徒到了教

堂，心情就完全不同。对上帝、对祖先，那种心情多么庄重！多么肃穆！去拜菩萨、

拜祖宗上香的时候，自然心里就诚敬。对于大众的事情，以这种心情、这种态度来

处理，这就是仁道。 

第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毛病：自己不愿意的，都推

给别人。作为普通人，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错。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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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际氛围，处理好人际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你自己不愿意的，就要想到别

人也不愿意。怎样使得人、事至于平和，就必须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后，孔子得出结论，只要做到以上三个方面，通常都能做到“在邦无怨，在

家无怨”。这个“怨”字包括两点：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这是人生哲学。我

们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好多的怨，即使对别人没有怨，也会怨自己的命真不好。

这是对自己的怨。第二，人与人之间相处，诸如同事之间相处，领导与部下之间相

处，彼此之间无怨恨心，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做到了于己于人都无怨无忧，就是真

正的“仁行”。 

司马牛问仁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

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輗乎？” 

 

孔子说：“仁者言谈谨慎。”司马牛问：“言谈谨慎，就能叫做仁吗？”孔子

说：“做起来很难，言谈能不谨慎吗？” 

关于仁，这次孔子的答复又不同了。他说，有仁德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不随

便说话。司马牛听了，有点不以为然：讲话慢一点，不随便放言高论，这样就叫做

“仁”吗？这个很容易嘛！孔子说，你不要看得容易，真做起来很难。孔子之所以

这样说，是因为司马牛“多言而躁”，就是有放言高论的习惯，所以孔子告诫他不

要随便说话，不要急于表态，开口说话前一定要谨慎，三思而后言。 

俗话说，“祸从口出”，现实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逞口舌之快，言语不慎而

惹出不必要的事端来。所以孔子再三告诫司马牛，要做到仁，做人首先就要慎言。

从个人修养来看，小心慎言也是美德之一。对自己不了解的事、不了解的人不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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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论，不轻易评论，不先入为主。说话简而有度，有理有节，恰到好处。无问时

不轻发言，无事则涵养于心，藏而不发，潜而不露，这就是仁德的自然而然。 

 

樊迟问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

诚意。即使到了不开化的蛮荒之地，也不能背弃。” 

在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

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

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孔子强调这三点，要求人们“恭”“敬”

“忠”，固然是对的，但是，他最后强调的“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常常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言下之意，往往是说自己原本也很好，都是社

会把自己染坏了。孔子在这里强调人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就是说，即便你

到了一个周围环境非常恶劣、甚至人们都不知道仁义礼貌为何物的环境中，你也要

保持自己的“恭”“敬”“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孔子所希望的那样，不管

处于怎样的环境中都不改变自己美好的素质，那么，我们的环境还可能不美好吗？

我们还可能被不理想的环境染坏吗？ 

爱  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

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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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在孔子的学生中，樊迟的智商似乎是不太高的，就仁这个问题，樊迟前前后后

就问过老先生三回了。有意思的是，孔老先生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尤其是第

三次的回答，樊迟事后还是通过同学子夏才得以解惑的。樊迟第三次跑去问孔子什

么是仁。孔子说：“善待他人，爱护他人。”樊迟似懂非懂，接着又问什么是智慧？

孔子说：“知人。”樊迟听了更是一头雾水。于是，孔子就给他解释：“举用正直

的人，来指导教化那些枉曲的人，可以使不正直的人也变得正直了。”（“举直错

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听了还是不明白，只好退下。 

回去的路上，樊迟碰到了同学子夏，就问子夏：“刚才我向老师请教，老师说：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话含意太丰富了，

从前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出贤能的皋陶来治理国家，那些不仁的人都远离了。

后来商汤有了天下，从众人之中选出贤能的伊尹来治理国家，那些不仁的人也都远

离了。”从子夏的话中可以知道，在孔子看来，知人善任不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

种仁德，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

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说：

“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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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

慈惠就能够让人心甘情愿供你调用。” 

在这段话中，孔子着重强调“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这些人类的美

德。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我们当然也必须朝这些方面努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

到，社会是复杂的，个人具备了这些美德，并不必然会产生某种利益。如果认为具

备了这些美德就一定能有怎样的好处，那就不很妥当了，甚至也是非常靠不住的。

比如，一个人庄重固然可以避免受到庄重的人的侮辱，但却不一定能避免受到不庄

重的人的侮辱。一个人诚信，自然会比不诚信的人优先受到任用，但是诚信只是一

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仅仅做到诚信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被任用的要求的，被任用的

主要因素还是要有才能。至于做到慈惠，原本是做人的本分，如果是为了方便使唤

人才去故意慈惠，那未免失去了慈惠的本意。 

让自己培养这些美德，不应该是为了某种利益上的好处，而应该当成是一种精

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说，即使一点儿实际的利益也没有，我也要培养庄重、宽厚、

诚实、勤敏、慈惠等这些美德。诸葛亮曾有句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不要因为善事太小，就不去行善，更不要因为坏事看来无足轻重而去作

恶）。人的很多美德并不总是体现在大是大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上，相反，它们更

多的是体现在日常普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庄重、诚实，勤勉、慈爱同样也是如

此。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誓，可

谓仁之方也已。” 

7



 

子贡问孔子：“假若一个人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

算是仁人了吗？” 

孔子回答说：“这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

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先帮助别人站得住；想要自己过得好，先帮助别

人过得好。凡事如果能以自己作比，并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有自己的事业，有所“立”；每个人也都渴

望追求物质利益，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能有所“达”。但在我们追求自己理想的

过程中，难免会和别人的追求相矛盾，相竞争，在这种时刻，是用损人利己的方式

去追求，还是用与别人共赢的方式去追求，是衡量我们会不会做人的一个关键要点，

也是衡量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的一个关键标准。孔子明确要求我们能推己及人，“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自己也这样对待别人，别人才能这样对待自己，

那样才能实现大家的良性竞争，出现双赢的局面。否则，如果都只想着损人利己，

那么很可能结果会两败俱伤。 

所以做人，应当将心换心，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彼此尊重，才能构建一个和

谐的人际环境，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创立良好的发展空间。这其实也是仁的另一个表

现。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

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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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互乡的地方，那里的居民很难说话，不好相处。一次，互乡的一个年轻

人来拜见孔子，孔子居然接见了这位年轻人，这让众门生感到很困惑。于是孔子对

弟子们解释说：“（对待别人）要肯定、鼓励他进步的、好的方面，（而）不是要

鼓动他倒退。（所以做人）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来是为了求进步，（我们就应

当）肯定他求上进，而不要对他的过去死缠不放嘛。” 

孔子在这一段话里，虽然没有提到“仁”字，但却体现了一种“仁爱”的精神，

那就是对所有具有向善之心的人都不能嫌弃，而应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换言

之，就是不能只顾培养我们自己的仁爱精神，还要尽可能地培养和鼓励别人的仁爱

精神。要善于看到别人要求进步的善意，要努力促使更多的善意的产生，而不因为

别人曾经的错误或不足而歧视那些还不具备仁爱精神的人们。就好比我们每天打扫

卫生一样，要保持自己家门口的清洁，也要努力保持别人家门口的清洁，这样才能

得到全社会的清洁。 

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是倡导我们学会怎样做一个君子，怎样做一

个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然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以做好人为荣，以做坏人为耻

的风气。这对促进人们向善为仁自然是有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个

问题，就是对坏人的歧视，一个人一旦被社会判定为坏人，比如做了错事或犯了罪，

那么大家就会歧视他。为此孔子提出了“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的观点，就是对

于这样的人要鼓励他们进步，这样并不是肯定他们过去的错误，而是希望他们放弃

过去的错误向着仁爱正确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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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许多人都知道仁爱很好，很值得去追求，但是一看到仁的标准有那么多，往

往会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孔子说：“仁离我们远吗？只要我们想仁，仁就会来。”

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仁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心想去追求，

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仁。仁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这其实与

我们平常所说的“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有点相似。 

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里面，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就需要

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仁爱，应该首先从自己对别人的仁爱

做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达到仁的标准，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我

们长期不懈的追求和坚持。但是只要我们能去追求，我们都会距离仁近一点，我们

心中的仁爱之心就会多一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话的确是

至理名言，追求仁，实践仁，我们可以先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

未见也。”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的人，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爱好仁的人是

无人可比的；厌恶不仁本身就已经是在实行仁，是不让不仁影响自己。有把一整天

的力量都用在实行仁上而力量不够的吗？也许有，但我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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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在孔子的心目中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能够达

到标准的人，也是很少的。这一点从孔子在《论语》中对许多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来，

几乎没有一个人达到了孔子心目中仁的标准。尽管如此，孔子依然不遗余力地去宣

扬关于“仁”的主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执著，不管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否完

美，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这段话还表达了孔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仁的标准虽然很高，但却不是高

不可攀的，而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可以争取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追求仁的修养，不

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学习和培养仁爱精神，可以从我们

所接触的人开始，可以从每一件小事开始。 

生活中往往在遭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才会反省自己的“不会做人”，在处于顺

境中时往往会忽视对自己的反省。尤其是一些权力在握的人，更是很少会考虑仁爱

问题和做人问题，因为这时候，周围的人往往都会为了某些利益而不得不迁就他，

一旦他失去了权力或处于逆境中的时候，再来反省平时的不会做人时往往是追悔莫

及了。 

 

孔子论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诚为世界观，也是人

生观；诚为天道，亦为人道。诚为修养论，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诚为自我修养的基

础。诚于中而形于外，心不诚，言而无信，言行不一，一切道德规范都将流于形式，

成为骗人的谎言。诚信渗透于一切人类行为，所以儒家说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诚信与否系于一切事业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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