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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什么是儒？或者说，为什么有“儒”这一名称？这是两千多年前

赵国平原君赵胜就已向孔子七代孙孔穿提出了的问题。《说文解字》

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人朱切。”中国人历来重

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冠婚丧祭等礼事的官

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精通当地的风俗文化和礼仪习惯，属于早期的

知识分子阶层，称为术士，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但是，他们地位低

微，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久而久之，形成

一种比较柔弱的性格。于是，柔便成为儒之本义。清代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曰：“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

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由于儒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所以在处世的

理念和方式以及筋骨体力上都呈现出柔的特征，儒之柔便内涵着“安

人”“服人”的意义。同时，“需”在甲骨文、金文中皆有沐浴濡身

之形，以“儒”取濡义则有沐浴洗濡的意思，其原因就在于早期的儒

以为人办礼事为业，在行礼之前必须斋戒沐浴、澡身浴德，如《礼记·儒

行》所言：“儒有澡身而浴德。”所以，这里的“濡”就不仅仅是沐

浴而已，更要以先王之道为准来修身养性，而取“濡”义之儒也就内

涵着“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的意义。这样看来，对“儒”之字面意

义的解析，既包含了其职业类别与知识构成，也体现出其社会地位、

性格特征与价值理念，将会有助于我们就文首提出的问题得到一个较

为清晰、合理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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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名为“说儒（先秦—魏晋南北朝）”。“说”，在此有评价、

议论之义，而“儒”则主要指儒家学派及其思想学说、行为举止、价

值追求等。书中记载了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关于“儒”的评议，在这

漫长的一千多年里，对“儒”之评议可谓嘲讽者有之，非议者有之，

独尊者有之，问难者亦有之。彼之评议何如？进一步说，我们能从这

些评议中对“儒”有何认识？首先，人道之开创。孔子当年创立儒家，

希望治世行道以实现天下大同，并提出“仁”，认为人所行之道即仁

道。到了孟子那里，开始进一步讨论人性问题，将动机与实效相结合

来论证人性本善的价值意义。而先秦又一大儒荀子，虽然其人性观点

与孟子相反，但却提出隆礼法后、学习积累等观点，让行儒家之人道

更具可操作性。联系“儒”字内涵的安人、服人之义，先秦孔、孟、

荀三位儒圣对“儒”之开创与体系性构建，我们得以明确“儒”由一

类职业阶层而成为学派，以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主干的初始价

值。其次，时行与包容之统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积极入世、易世行道，孟子推行王政，讨论

经与权的关系，而《庄子·天下》则提到儒家对存古人完备道术之《六

经》的熟知通晓和善用于事，这些都体现出儒家与时偕行变化、包容

合一的特质。随着时代的行进，儒家这些特质表现得更为鲜明，影响

也更为深远。汉代治国理政要求黄老无为之道得到真正的落实，看似

繁琐的儒家礼治因此而产生了实质性效果，儒道结合、儒法互用、王

霸并行的统治方式也合于一体。魏晋玄学之风的兴起，“儒道兼综”

局面的形成，再到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早期准备，这是儒家自先秦

以来的再一次时代融通和哲学新风开辟，体现出其内在的生生魅力。

最后，教化与反思之统一。冉有曾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

孔子曰：“教之。”子张曾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则以“不教而

杀”为“四恶”之首，可见儒家自创立以来就特别重视对民众的教化，

认为民众的命运如何关键在于王者的教化。于是，儒家在其坎坷历程

中，无论遇到先秦诸子的批判还是后世儒者的责难，抑或关于孔子自

身人格写照的描述和儒家发展过程中内含的弊病，都含有反思的成分。

这种反思力体现的是儒以先王之道澡身浴德之义，它不仅代表和推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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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儒学以后的发展方向，而且优化了儒学的教化意义与功能，使儒学

论古今而合知行的价值特点更为明显。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儒经历了开创、构建、焚杀、独尊、相争、

交合等波折舛错的命运，自此以后，儒无论作为学派还是学说，可以说

都再未完整经历过这一段时期的命运。总而言之，这一系列评议可谓对

平原君当初提出的问题的时代性深入，书中对其进行编载、注释并加以

导语，其目的实为通过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对儒之评议进一步探寻儒之价

值，以期由儒之历史价值认识、探讨其当代价值。在全书完成过程中，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出现差错，在此对知名与不知名的帮助、

指导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切望读者不吝赐教，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

伟大复兴！ 

 

作  者 

2015年 8月于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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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节选） 

【导语】《论语》是春秋时期主要记载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

行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共二十篇，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微子》属《论语》第十八篇，共十一章，

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与当时隐者的偶遇、交谈，以及双方对彼此的

评价，既体现出儒家所追求的价值与当时社会实际状况存在的冲突，也

让我们看到儒家思想的源头性面目。隐者对孔子的回避甚至冷嘲热讽，反

映出儒家积极入世、易世行道的价值追求为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所不容，

然而孔子易世之勇气和责任感仍被隐士们以“凤”“知津”者赞之，可见

圣人伟大之处，也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开端。同时，这又说明行道于天

下之理想为双方共同认可，只不过在对“道”的认识上有根本区别。 

儒家之道乃人道，即便道不行于天下，人却必须行道，即以礼行节

义之道。因此，儒家在最初就提倡入仕从政以易世行道。尽管行道在当

时不能以礼制的方式完成，但孔子的礼制却并非强制性的法治，而是“无

可无不可”的中和之道。篇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自我评价和认识向我们展

示了儒家源初的思想体系，即以和为本、以仁为德、以礼为治，而这些

在周公对自己儿子的训导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微子（节选） 
楚狂接舆①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②，来

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

之，不得与之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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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接舆：人名，和孔子同时代的楚国的隐者。 

②谏：匡正；挽回。 

 

长沮、桀溺①耦②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③问津④焉。长沮曰：“夫执舆⑤

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

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

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⑥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⑦怃然

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①长沮、桀溺：人名，当时的隐者。 

②耦：ŏu，音同“偶”，两个人并肩耕地。 

③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的学生。 

④津：渡口。 

⑤舆：马车。 

⑥耰：yōu，音同“优”，古代的一种农具。这里用作动词，即用耰耕

作。 

⑦夫子：古代一种敬称，凡是任过大夫级官员的人就可被称为“夫

子”。孔子曾经做过鲁国的司寇，故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后来，夫子就

成为老师的同义词。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①，以杖荷蓧②。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

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

者也。”使子路反③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

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

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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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丈人：老年人。 

②蓧：diào，音同“吊”，古代耕田用的竹器。 

③反：通“返”。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②、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

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③，身中清，废中

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逸民：古代称节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 

②虞仲、夷逸、朱张、少连：此四人身世无从考证，联系上下文来

看，当是没落贵族。 

③放言：不再谈论世事。放：放置。 

 

周公①谓鲁公②曰：“君子不施③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④。故旧无大

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注释： 

①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

育家，周文王四子，周武王弟，约公元前 1100 年出生。曾两次辅佐周武

王东伐纣王，后摄政辅佐成王，并制作礼乐，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

驱。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②鲁公：周公的儿子伯禽，封于鲁。 

③施：同“弛”，怠慢，疏远。 

④以：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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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上 

【导语】《孟子》一书由负有“亚圣”之誉的战国思想家孟轲所作，
共分十四卷，《孟子·滕文公》上、下两篇分属第五、六卷。《滕文公上》

共五章，主要记述滕文公及其大臣同孟子的交谈以及孟子与其弟子、其他

学派学者的对话，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提出人性皆以善为一的“性善”

思想。第二，强调通过上行下效以推行礼，具体在处理丧葬的问题上，主

张父母的丧事应该由儿女亲自办理，并尽行孝道，无论天子还是老百姓都

要守“三年之丧”。第三，认为治理国家、实行仁政首先在于农业的发展，

并因此提出井田税制，重视经界，减轻赋税，使民先有“恒产”，后才能

有“恒心”。在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之后便设立学校，发展教育，教化百姓

明白人伦关系。第四，主张亲疏尊卑、长幼有序、爱有差等的社会人伦关

系，区分“劳心”与“劳力”，“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提出“夫物

之不齐，物之情也”，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认为社会分工为必要

与合理，因此也反对农家学派“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市贾不

贰”的思想，认为农家学说只会使圣人无暇忧民、百姓“相率而伪”。第

五，在文明观方面，区别华、夷的同时也主张“用夏变夷”的化夷文明观。

第六，通过分析血缘宗亲和人性本善的不同，指出墨家“薄葬”“爱无差

等”之说的错误与不合情理，认为注重亲疏尊卑乃为人之根本。 

本篇主要以治国实行仁政为基点，从人性、社会经济、教育、人伦

关系以及当时的化夷关系等多方面阐述了儒家的立场以及与其他学派之

间的差别，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 

滕文公上 
第一章 

滕文公①为世子②，将之楚③，过宋④而见孟子⑤。孟子道⑥性善，言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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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尧舜⑦。 

注释： 

①滕文公：名宏，战国中期著名的滕国复兴国君，以“仁”“善”治

国，当时世称“元公”。滕：周武王封与其弟错叔绣的封地，在此建立了

滕国（故城位于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七公里滕城村一带）。战国初期，滕

国为越国所灭，后又恢复，不久为宋国所灭。 

②世子：古代帝王、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又称“太子”。 

③楚：国名，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

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战国时国势强盛，为“五霸

七雄”之一，公元前 223 年为秦所灭。 

④宋：周代诸侯国名。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旧都

（今河南商丘）。周成王时，武庚叛乱被杀，又以其地封与纣的庶兄微子启，

号宋公，为宋国。战国初年曾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公元前 286 年为

齐所灭。 

⑤孟子（约公元前 372—前 289 年）：姓孟，名轲，字子舆，邹

（今山东邹城市）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曾为子思的学生。作有《孟子》七篇，被后世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

“亚圣”。  

⑥道：讲述、论述。 

⑦尧舜：尧即唐尧，五帝之一，传说中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

联盟的贤明首领。舜姓姚，名重华，相传为中国历史上的先贤，受尧的

禅让而称王于天下，当时国号为“虞”，故又称“虞舜”。后禅位于禹，

葬于苍梧山（今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境内）。儒家视尧、舜为仁孝的典范，

以其统治为理想境界，极为推崇。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瞷①谓齐景公②曰：‘彼丈夫③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④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⑤曰：‘文王⑥我师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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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⑦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⑧

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⑨ 

注释： 

①成瞷：齐国的勇臣，姓成，名瞷。瞷：jiàn，音同“见”。 

②齐景公：姓姜，名杵臼，齐庄公的异母弟，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

公元前 548 年即位，在位 58 年。齐，国名，公元前 11 世纪周分封的诸

侯国，姜太公建都于营丘，后更名为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春秋初期

国力富强，成为“五霸七雄”之一。公元前 221 年为秦所灭。 

③丈夫：古时对男子的尊称。 

④颜渊：姓颜，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能

安贫乐道，好学德高。公元前 482 年，即在孔子 70 岁时去世，年仅 32

岁，被后世尊称为“复圣”。 

⑤公明仪：姓公明，名仪，鲁国贤人。 

⑥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

而演八卦，作《周易》。 

⑦周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同姜子

牙一道辅佐武王治理天下。 

⑧《书》：指《尚书》，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典章文献的汇编。儒家

经典之一，也叫《书经》，相传为孔子所编。 

⑨出自《尚书·商书·说命上》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药性不猛

烈，疾病就治不好。瞑：miàn，音同“面”，头昏眼花。瘳：同“疗”。 

 

第二章 

滕定公①薨②。世子谓然友③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

今也不幸至于大故④，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⑤曰：‘生，事之以礼；死，葬

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

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⑥，饘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⑧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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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滕定公：滕文公的父亲。 

②薨：古代诸侯死称为薨。 

③然友：滕文公的老师。 

④大故：重大的事故或灾丧。此指父母亡故。 

⑤曾子（公元前 505—前 435 年）：姓曾，名参，字子舆，鲁国人，

孔子的学生，被后世尊为“宗圣”。其名下著作有《曾子》《孝经》《大学》

等，并主持编辑《论语》。 

⑥齐疏之服：粗布毛边的衣服，即孝服。齐：zī，音同“滋”，衣服

的缝边。疏：粗。 

⑦饘：稠厚的粥。 

⑧三代：夏、商、周三代。 

 

然友反①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③鲁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④曰：

‘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

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⑤曰：‘君薨，

听于冢宰⑥。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⑦，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⑧

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注释： 

①反：回返，回复。 

②父兄：同姓的老臣。 

③宗国：同一宗族的国家。滕国与鲁国均属周文王的后代，故称鲁

国为宗国。 

④《志》：书名，记载有关国家历史、制度、风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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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

（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政治家、

教育家、思想家，被后世尊奉为“圣人”。 

⑥冢宰：周朝官制中总揽政务大权的政府首脑，辅佐天子，为六卿

之长，即后来的宰相。 

⑦有司：指官吏。 

⑧尚：加上。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①，未有命戒②，百官族

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③。 

注释： 

①五月居庐：一种葬礼。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葬前孝子

住在庐中，庐由土砖砌成，仅以草为屏。 

②未有命戒：没有命令和训诫，因为居丧时不说话。 

③悦：满意。 

 

第三章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①云：‘昼尔于茅，

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②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

下，取于民有制。阳虎③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注释： 

①《诗》：指《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大概是周初至春秋中

期的作品。原来称为《诗》，汉代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又称《诗经》。 

②出自《诗经·豳风·七月》篇。这句话的意思是白天割茅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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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搓绳子；赶紧修盖好房屋，又开始播种了。绹：拧成的绳索。乘：升

架，治理，修缮。 

③阳虎：鲁国正卿季氏的总管，又叫阳货。 

“夏后氏①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②，周人百亩而彻③，其实皆什一④

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龙子⑤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

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⑥，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

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⑦然，将终岁

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⑧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

母也？’夫世禄⑨，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⑩惟助

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注释： 

①夏后氏：指夏朝人民。 

②助：借助，殷商时期一种耕种和税收制度。划分相同大小田地九

块（每块七十亩），将其中八块分给八家，留一块为公田。每家各种其田，

公田八家同耕，则各家私田不用赋税。 

③彻：通彻，均用，周朝的耕种和税收制度。以一百亩公田为单位，

八家同耕，其中以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一家所耕实为十亩，收税则按

百亩收成为计。 

④什一：十分之一的税率。 

⑤龙子：古时的贤人。 

⑥狼戾：狼藉、很多。 

⑦盻盻：愤恨的目光。 

⑧称：举起，拿起。 

⑨世禄：做官的人世代都享有一定俸禄和收入的制度。 

⑩出自《诗经·小雅·大田》篇。这句话的意思是下雨滋润我们的

公田，并惠及我们的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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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庠序①学校以教之：庠者，养②也；校者，教也；序者，射③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

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④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注释： 

①庠序：古代的乡学，即地方学校。 

②养：教养，教育。 

③射：射箭的技术和礼仪，“六艺”之一。 

④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岐周虽然是旧的

邦国，但是其国运却呈现出新的气象。 

 

使毕战①问井地②。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经界③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④，谷禄不平，是故暴

君污吏必慢⑤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

将为⑥君子⑦焉，将为野人⑧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
⑨九一而助，国中⑩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⑪，圭田五十亩，余夫⑫

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

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⑬

之，则在君与子矣。” 

注释： 

①毕战：滕国的臣，受文公命令去主管井田。 

②井地：井田。 

③经界：划分井田的界限。 

④钧：通“均”。 

⑤慢：怠慢，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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