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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殷与从周：
威仪修养视域下的孔子身世与心路

石　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５８０）

摘　要：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最深内 核，同 时 也 是 他 生 命 最 高 追 求 的 一 体 两 面。落 实 于 个 人 修 养，这

“一体两面”又可具身化为外表的“容仪”与内心的“爱人”，合而言之即春秋君子所普遍追求的“威仪”人格。可

以说正是因为继承与提升了前代君子的“威仪观”，才成就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而拥有儒家乃至中华文明至

高人格象征的孔子却明言自己并非生而为圣，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主义的青年，以

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

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同时兼具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身份最终达成和解；在 此

基础上，他以身作则，完美地使殷、周两 种 文 明 相 互 交 融。不 仅 如 此，他 还 在 关 乎 人 的 本 质 层 面，在 紧 紧 把 握

“三代”文明最深脉动的基础上，提 出 了“人 不 可 与 鸟 兽 群”“九 夷 可 以 为 君 子”的 人 类 情 怀 与“天 下”意 识。总

之，从“威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鲜活地还原孔子的生命历程，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更能从 其

人类情怀与“天下”的意识中，隐约看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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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仪”，是一个在前孔子时代便被贵族君子深刻阐发并深入践行的人格修养论概念。其外延

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扩大，体现为逐步从一个最初仅适用于天子一人的人格修养概念向普通士

人延伸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众多春秋君子的思考与实践是其演进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人格修

养的内外面相发生了分离。面对此分离，春秋君子的思考重点，落实于外在的等级与秩序的建构，

并将威仪观的形而上学基础建立在外在的天地及其“中和之气”上，这种理论取径与运思模式，主要

是由外而内的规范与塑造。在这种外塑的理路之下，前孔子时代的春秋君子对威仪观的理论形态

的阐发几乎做到了事无巨细①。而孔子出生和成长 的时 代，正值春秋君子对威仪观的理论建构趋

于完善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使威仪观的理论形态继续创新、提升，似乎成为

孔子肩负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青年孔子来说，完成此项历史使命的前提则是对前代的思想遗产

进行全面继承与践行。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动态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孔子的一生。

今人看待孔子，往往突出其“第一位教师”“伟大思想家”“杰出政治家”等身份，而对其所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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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所论，可参见拙文：《从修身到治国———孔门威仪观背后的微观身体政治哲学初探》，刊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２７－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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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殷宋血统则重视不足①。众所周知，孔子 乃为 殷商王朝王族之后，加上他又出生、成长于姬周文

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周公之国”———鲁。这一双重身份，构成了他生命历程中一切活动的背景与底

色。换言之，孔子的一生，即是其“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两种身份进行对话、冲撞并且最终融合、

提升的历程。作为“殷商遗民”，尤其是作为曾经担任过西周王庭容礼之官的微氏家族的直系后代，

孔子很自然地秉承了其家族得以立身于世的职业技能（或称家学），即关于天子（贵族）在各种典礼

仪节中所应采用的容貌、行止等技术；而作为“鲁国子民”，孔子又深受“周公之国”在礼乐制度方面

的熏陶，这不仅是对其禀自家学的职业技能的肯定，更为其进一步发掘礼乐秩序背后的形而上的根

据提供了契机。其特殊且复杂的身份与生命历程，不仅成就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格之一，也为中

华文化超越族群范围的“天下”意识打下了根基。以下，我们将通过揭示孔子所具有的两种身份之

间的张力以及对前代威仪观的继承与提升，来重新发掘一个不一样的孔子。并在如何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时代话题关照下，深入到孔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的内核，探寻可供借鉴的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

一、遗民与子民的双重性身份

殷商灭亡以后，孔 子 先 祖 的 血 脉 仍 能 绵 延 不 断，要 归 功 于“三 代”文 明 中 一 项 光 荣 的 政 治 传

统———亡人之国者，不亡其祭祀。也就是为胜朝之嗣立有封国，以使其祖先得以血食，文化得以传

承，如夏亡而有杞、殷亡而有宋，亦即《论语·尧曰》篇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１］１３６２。而历史

上所以能够有一位孔子，正是因为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王之庶出兄弟微子启、微仲于宋国。此即

孔子前第十五代先祖。再往上推，即是孔子前第十六代祖———纣王之父商王帝乙。自宋国建立，孔
子的历代祖先便开启了长期执掌该国政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孔子第七代祖孔父嘉被杀，其后代

出逃鲁国邹邑。

在如此特殊的谱系之中，尤其值得我们 注 意的，乃是微氏 家 族 在 西 周 初 期 的 境 遇 与 职 责。对

此，１９７６年陕西扶风出土的属于微氏家族的大量礼器之上 的 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手资料。从这

批铭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微氏家族在武王灭商以后，不仅被封为诸侯，而且武王还令其“处甬”“以

五十颂处”。对此，裘锡圭考证曰：“‘颂’、‘甬’古音 极近，‘处甬’与‘以五十颂处’显然是 指 一 件 事

情。”［２］２８同时，裘氏指出，微氏之族徽形似“册”字，进而可以断定该家族世袭作册的职务，即为史官。

而其具体职责，则 是“辅 助 史 官 之 长 掌 管‘威 仪’”［２］２９。据 裘 氏 的 理 解，“古 代 所 谓 威 仪 也 就 是 礼

容”［２］２９。显然，裘氏以“威仪”释“颂”“容”“甬”，只是用到“威仪”一词外延中指涉仪容的部分。而

“威仪”一词在西周初年特指天子之内在明德落实于体貌、气象者。所以，微氏家族所职掌的，应理

解为塑造天子“威仪”之五十种具体条目，并非“五十种威仪”［２］２９，因为“威仪”一词在用法上，更多是

在整体上指称一种抽象的人格气象。若说一个人具有五十种人格气象，显然不合情理②。对此，同

窖所出７６ＦＺＨ１：６、１３号簋铭可资证明：“皇祖考司威义（仪），用辟先王。”［２］２８即是说“微氏家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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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此论断，胡适先生的《说儒》一文是个例外。在这篇影响深远的作品中，胡适首次对儒家学说与殷商遗民文化的关系给出了

详细的论证。该文又激起时人对“原儒”问题的大讨论，傅斯年、唐德刚等对其所论赞赏有加，而孟森、冯友兰、江绍原、郭沫若、钱穆等人

则纷纷撰文与之辩论。时至今日，“原儒”问题仍有学者（如陈来）高度关注。对于这段学术史争论，陈勇《现代学术史上的〈说儒〉之争与

“原儒”真相》一文可供参考，刊于《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１３９－１４７页。笔者较为认同胡适所论原始儒家源自殷商遗民文化的论断，并

试图从“威仪之学”对孔子的塑造这一较为微观的视域给出补充论证。另外，对殷商文化的重视，不仅是孔子思想中的独特现象，其在墨

子、庄子等可能具有宋国背景的先秦贤哲身上亦有明显的体现。因此，对于促成百家争鸣的思想遗产之一的殷遗民文化的研究，仍有继

续深入的空间与必要性，本文或可视为是对此课题的初步尝试。

对裘氏将形而下的“礼容”与形而上的“威仪”完全等同的做法，笔者不敢苟同。对于“威仪”与“礼容”“仪容”“礼仪”等概念的

更详细的分辨，可参见拙文：《从修身到治国———孔门威仪观背后的微观身体政治哲学初探》，刊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

第５期，２７－３３页。而从裘氏所引文献可以证明的是，中国古代王庭官制中，确实一直有一种专门负责“礼容”的官职，该项传统在目前来

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这与笔者对“威仪”概念初次提出的情形的推断是完全吻合的。对此，亦可参见前引拙文。



祖先以能够辅助天子之“威仪”而获职于西周王庭。同时，７６ＦＺＨ１：９、１０号钟铭亦载：“丕显高祖、

亚且、文考克明厥心，疋 尹（叙）厥 威 义（仪），用 辟 先 王，不 敢 弗 帅 祖 考 秉 明 德，（恪）夙 夕 左（佐）尹

氏。”［２］２８所谓“叙厥威仪”，当与前引“司威仪”义同。其中，“厥”字训“其”，所指代者，应是后文的“先

王”，即西周天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的信息：第一，西周初年的王朝官制中，专

门设有辅助天子之“威仪”的史官①。第二，孔子的先祖“微氏家族”世袭这一官职，即所谓“以五十

颂（容）处”。如此一来，孔子作为“微氏家 族”的直系后代，势必具有掌握这套“家学”的一切 便 利。

众所周知，后世百家之学皆出于王官，而孔子又是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授徒的教师。显然，在他之前，

不大可能有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学习微氏家族的“五十颂”。换言之，若非“微氏家族”的后代，便断然

无从获悉其代代相传的私家之学。可以毫 不 夸张 地说，并非孔子选择了西周、春 秋 君 子 的 威 仪 之

学，而是后者选择了前者。

以上，我们就孔子的家世简单地审视了其为学进阶的起点。与大多数人不同，孔子生来便具有

的殷宋血统给予他的不仅是一段光荣的家族史，更是与其血统几乎一样不可抗拒的“家学”———一

种专注于身体容止修养的技能。以此着眼，孔子自幼便以模仿成人行礼为游戏的异禀②，便不能不

说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然而，孔子特殊的血统、丰厚的家学固然是事 实，其 作为 没落 贵 族 子 弟 的 生 存 状 态 亦 是 事 实。

后者所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身份，即作为“周公之国”的鲁国子民。诚如前文已

提到的，孔子一支的没落，始于前第七代祖孔父嘉被杀。此后，孔子的祖先便逃到鲁国邹邑。期间

值得称道的先人，便是担任鲁国防地大夫的前第四代祖防叔，及其父亲鲁国邹邑大夫叔梁纥。然而

不幸的是，叔梁纥在孔子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此后孔子家庭的境遇每况愈下。但是，孔子之所

以为“孔子”，正在于其具有克服逆境并化逆境为动力的能力。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鲁国所特有的周

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的学习与继承上。

众所周知，春秋时代的鲁国，在政治上 已 经沦为 一个没有 什 么 发 言 权 的 二 流 国 家。但 在 文 化

上，却由于平王东迁的大变故，而成为“天下”保存文、武、周公之道最为完整的国度。仅此一点，便

值得鲁国子民为之骄傲。对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一事，充分体现了鲁国对三代诗、

乐、舞的完整保存及其在文化上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而吴人季札对鲁国所保存的宗周礼乐的观

赏，其所以能够成为一时之盛事，正说明礼乐在 周 代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政 治 教 化 作 用。作 为

“蛮夷”之人的季札，能够对鲁国所保存的乐舞做到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更说明周文化传播之广、影

响之深。而史官不惜笔墨对此事件大书特书，其所传达的亦无非是对鲁国文化的认同与赞扬。另

外，《左传》昭公二年载晋臣韩宣子出使鲁国，面对鲁文化的博大发出的赞叹，更进一步证明了以上

论断，其文曰：“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

与《鲁春秋》，曰：‘周礼 尽 在 鲁 矣，吾 乃 今 知 周 公 之 德 与 周 之 所 以 王 也。’”［３］１２２６－１２２７晋 国 亦 为 姬 姓 封

国，其文化亦与姬周同出一源，来自这样一个国度的大贵族，对于鲁国所保存的周文化仍发出如此

赞叹，更进一步体现了鲁文化在春秋时代的优越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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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威仪”一词，在《尚书》中仅见于《酒诰》与《顾命》两篇，其内涵专指天子一人于饮酒场合的仪容、体态，是周公

专门为了防止殷商酗酒之风腐蚀周天子的德行而提出的对策。而裘氏所谓“威仪也 就 是 礼 容”、五 十 颂 就 是 五 十 种“威 仪”之 论 断，则 略

显笼统。因为在西周初年，“威仪”只有一种，而微氏家族所执掌的“五十颂”，当指天子“威仪”中的五十种具体节目与表现。另外，据《史

记·殷本纪》载，商末“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又载武王“表 商 容 之 闾”，见 司 马 迁：《史 记》，裴 骃，集 解；张 守 节，正 义，北 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１８页。《索隐》引郑玄云：“商家典乐之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见司马迁：《史记》，１０９页。又《礼记·乐记》

云：“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见郑玄：《礼记正义》，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４５－１５４６页。以上所

引，可以表明微氏家族在殷朝即担任容礼之官，而“容礼”并不完全等同于“威仪”，后者是进入西周以后才新出现的概念。周朝仍令微氏

家族掌管的“颂”“甬”号称“五十”，应是虚指，泛称众多，理所当然应包括于更为抽象的天子“威仪”之内。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见司马迁：《史记》，１９０６页。



显然，出生于这样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度，又成长于众多君子人格相继登台的时代，怎

能不使孔子在更高的层次反思与其家学密切相关的以君子修养为旨归的“威仪之学”？诚如本文开

篇所提及，春秋时代众多的先行者，早已对威仪观作出了初步的抽象化与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孔子

所要做的，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讲得更透、做得更实。真正完成上述一切，

几乎耗尽了孔子的一生。其身世之双重性，恰好浓缩了商、周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历史的吊诡，

就在于战胜了殷商“酒神型”文化的姬周“日神型”文化，在其蜕变、提升的历史当口，竟要将最重要

的使命交付于一位胜朝贵胄之没落子弟。而孔子能否肩负起这历史使命的第一关，就在于他能否

克服自己的血统与“家学”所天然遗传给他的强烈的族群意识。

二、对继殷使命的确认与期许

显而易见的是，青年时代的孔子，长期 以来 并 未觉解自己融会三代文明而贯通 以“普 世 性（天

下）”价值的历史使命。相反，那时的孔子，更以自己的血统为荣，并孜孜不倦地想要成为一位复兴

殷商文化的“先知”。这同时也是殷商族群的习俗及其对孔子的期待使然。特殊的血统与丰厚的家

学既是孔子崛起的资本，也是他必须偿还的债务，甚至还是他必须跨越的藩篱。惟其如此，他才能

超越族群主义，成为“有教无类”①的圣人［１］１１２６。

注意到孔子所具有的出生于鲁国的殷遗民身份，就不能不考察鲁国在两周政治格局中的特殊

性。前文对于鲁国完整保存周文化的特征已有介绍。除此以外，鲁国人民的构成，使得问题更显复

杂。众所周知，周公之子伯禽领封建鲁之前，该地本是商奄之故。而其人民则属于与殷商同文同种

的东夷。因此，鲁国居民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亦含有族群区别的事实。换言之，鲁国统治者为周族，

他们带来了周公之制；而被统治者则是殷商故旧，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仍保留着 故 国 传

统。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为鲁国祭祀制度的二元化特征。《左传》定公六年载：“阳虎又盟公及三桓

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３］１５５９杨伯峻注曰：“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 其 为 周 公 后 也。

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亳社。”［３］１５５９可见，作为统治阶层的“公及三桓”，其祭祀、盟誓用“周

社”；而被统治的“国人”，则祀、盟于“亳社”。在这样一种殷、周杂糅的生存环境下，具有明确族群意

识，并尝言“丘也，殷人也”的孔子［４］２７８，在说出“吾少也贱”一语时［１］５８３，其所表达的意涵，也许绝非

仅止于对财富、地位的贫乏、低下状态的描述，更隐含着由于殷遗民的身份而导致的与统治族群疏

离的事实。有趣的是，殷人后裔处于社会下层而被时人轻视的情况，亦绝非仅限于鲁国。从先秦文

献中记载的大量以嘲弄宋人为主题的寓言———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来看，这种情形，乃

是整个殷商族群在周朝统治下的共同境遇。

然而，“殷商遗民并没有忘掉他们祖先的光荣。胡适提到武庚之乱、宋襄公争霸之事，在在可看

出殷商民族的光复之志。胡适的判断值得严肃考虑，因为从各种文字记载上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孔

子有可能被视为殷商民族的‘弥赛亚’，被视为复兴殷商的重要人物”［５］９２。恢复祖先光荣的愿望的

热切，再加上现实境遇的低下，怎能不使整个殷商族群期盼着一位天赋异禀的“先知”？而孔子的种

种事迹，似乎表明，他就是那个“先知”。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即是孔子的“知礼”。《论语·八

佾》载：“子入大 庙，每 事 问。或 曰：‘孰 谓 鄹 人 之 子 知 礼 乎？ 入 大 庙，每 事 问。’子 闻 之，曰：‘是 礼

也。’”［１］１８３－１８４其中“或曰”者对孔子“知礼”的质疑，恰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异于常人之处的

了解，主要集中于他对于“礼”的深入研究。而前引语录中孔子的回应，更进一步加深了此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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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解此句曰：“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

第１７０页。其以贫富、地域的区别解释“类”字，可看做是一种传统的解法。然而，“类”字之义，并非仅仅限于此。从孔子“三代损益”的视

角来看，此处的“类”更应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语所用含义同。杨伯峻注此处“族类”曰：“族类指种族。”见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８１８页。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知礼”闻名的事实，不仅在平民（其主体当为殷商遗民、后裔）之间传开，更受

到鲁国高层的重视。《左传》昭公七年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

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

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

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

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３］１２９４－１２９６

这段记载中的孟僖子，对于孔子的异禀，亦着意于其对“礼”的纯熟。他追述了孔子在宋国的远

祖让国、辅国之大德，且明言：“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时年三

十四岁的孔子［３］１２９５，刚过“而立”之年，便被鲁国高层所注意，且被后者许之以“圣人”“达人”的令名，

进而作出“托孤”之举。这不正说明孔子身上所 散 发的 威 仪、气 象，已 在 社 会 上———尤 其 是 殷 民 之

间———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吗？而此“符号”，更被形象地比喻为上天派到人间来的“木铎”。

此说法，出自孔子周游列国时主动请见夫子的“仪封人”之口。《论语·八佾》载：“仪封人请见，曰：

‘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１］２１９文中所谓“仪封人”，在历代注解中，总被下意识地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似乎其具有知晓天道隐秘与天下消息的超自然能力。其实，根据时代较早的郑玄注来看，他不过是

一个在卫国“下邑”担任“封”①职的低级官员。而卫国与鲁国的居民构成颇为相似，甚至有鲁卫乃

“兄弟”之邦的说法②。联系《尚书·酒诰》篇所提到的西周初年卫地酗酒之风颇盛的情况，可以想

见，卫国亦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后裔群体处于社会底层。而“仪封人”是其中一员的概率极大。若此

假设成立，那么其以“木铎”喻夫子，不过是一种寄托了族群意识的隐喻。其实质，则是普遍处于社

会底层的殷商族群对夫子的期许。何谓“木铎”？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木铎，施政教时所振也。

言天将命孔子制作法度，以号令于天下也。”［６］７９这样的言语，出自一个极有可能是具有殷商遗民身

份的基层官员之口，显然已将孔子视作能够复兴殷商文化往日光荣的“天使”。

有趣的是，面对这样的期待，夫子自己也表现出高度的认同。这种认同，亦成为夫子遇难时，使

其挺过难关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且看以下两例：一是孔子经过宋 境，司 马 桓 魋 欲 杀 孔 子。孔 子

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１］４８４二是“子畏于匡”，其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

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１］５７８－５７９而这种对天命的自觉，

不禁使我们想起商王对于天命的自信：“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７］３８４然而，同一句话，出于不同历

史境遇下的不同人之口，其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是截然不同甚至全然对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商王

的对立面，抑或称继承者，乃是文王、武王。而夫子所谓“文王既没”，“斯文”在“予”的叙述，所表达

的，不正是将自己看做是文王的继承者？文王乃西周圣王，而在东周时代圣王缺席的前提下，夫子

以下一语，是否更能表明其内心确曾盼望着自己以“新王”的身份代之而起？其言曰：“夫召我者，而

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１］１１９４子贡亦曾宣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１］１３４２其中所谓“为东周”与“得邦家”，除了表达出希望掌握实权而开创

新时代的心意外，其他解释似乎都未能切中其意。而这样的意念的萌生，想必与夫子对自己的殷宋

血统的确认与殷遗民群体对自己的高度期许脱不开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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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封人”是管边界封树的小官，见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１页。

见《论语·子路》篇所载，子曰：“鲁卫之政，兄 弟 也。”参 见 程 树 德：《论 语 集 释》，程 俊 英、蒋 见 元，点 校，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０

年，第９０２页。何晏《集解》引包曰：“鲁，周公之封。卫，康叔之 封 也。周 公、康 叔 既 为 兄 弟，康 叔 睦 于 周 公，其 国 之 政 亦 如 兄 弟 也。”见 皇

侃：《论语义疏》，高尚榘，校点，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３１页。皇《疏》引卫瓘曰：“言治乱略同也。”见皇侃：《论语义疏》，３３１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夫子的继殷之志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人洞悉。《论语·微子》篇载：“楚

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

殆而。’”［１］１２６１其中，接舆以“凤”喻孔子，颇有深意。而孔子亦曾常常言及“凤鸟”。《论语·子罕》篇

载孔子之言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１］５８８考察三代宗教，“凤”正是殷商民族最重视的

图腾，在很多殷商铜器之上皆有体现。《诗经·商颂·玄鸟》亦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８］２１２５杨儒

宾申论曰：“玄鸟之义多矣，但凤凰是其中的一解。”［５］９６而以“凤鸟”象征孔子，不仅隐含着时人“将殷

商的命运寄托在孔子身上之意”，同时，亦传达了夫子的继殷之志。因为，玄鸟总是能够“带来新兴

国族诞生的消息”［５］９６。

然而，要 想 实 现 复 兴 殷 商 的 理 想 何 其 困 难。《礼 记·中 庸》载：“非 天 子 不 议 礼，不 制 度，不 考

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 敢 作 礼 乐 焉；虽 有 其 德，苟 无 其 位，亦 不 敢 作 礼 乐 焉。”［４］２０３８－２０３９孔 子

“有其德”乃是公认的事实，而孔子“无其位”亦是现实的境遇。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主张“正名”

的孔子，竟然曾经两次流露出愿意参与反叛之事的念头①。而《史记·孔子世家》与《说苑·杂言》

所载同一则故事，可以很好地印证我们对于青年孔子心意的分析。《孔子世家》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 之 使 使 诸 侯 有 如 子 贡 者 乎？”曰：“无

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

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９］１９３２

《杂言》所载，相对简略。其文曰：

　　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

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管五官有 如 子 贡 者 乎？昔 文 王 处 酆，武 王 处 镐，酆、镐 之 间，百 乘 之

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

之利也。”楚王遂止。［１０］４１９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说苑》的编者刘向，皆为古今公认的大学者。他们以严谨的治学和广

博的见闻知名，或可间接证明以上两条材料所论非虚。从文中子西对孔子的忌惮，亦可嗅出时人早

已明白的一个事实，即夫子不但被广大的殷民所期待，或许他也确曾旗帜鲜明地表达过或表现出自

己便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预言的实现者［１１］３０９。

历史不可以假设，夫子终其一生都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其复兴殷商的理想也无从下手；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境界的提升，他充 满浪漫情怀的族群主义激情渐 渐 淡 去，取 而 代 之

的，则是对三代文明各自短长的理性思考，以及建基于此的人类情怀与“天下”理想。

三、超越族群意识的人类情怀

对于“青年孔子是一位追求殷商复兴的族群主义者”的假设，虽有不少证据可以支持，但假设终

归是假设，远不如夫子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回顾来得直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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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７６显然，孔子虽被时人与后

人奉为圣人，但圣人也还是人，而不是神。换言之，唯有人的生命历程，才会有自我人格的成长轨迹

可循。可以想见，夫子“少也贱”，因此立“志于学”。在王官之学向民间开放的过程中，孔子除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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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事皆见《论语·阳货》篇。其原文曰：“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程树德：《论语集释》，１１９０－１１９４页。“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

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 之 往 也，如 之 何？’子 曰：‘然。有 是 言 也。不 曰 坚 乎，磨 而 不 磷；不 曰 白 乎，

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见程树德：《论语集释》，１２００－１２０６页。



握自己的“家学”以外，亦不断地探索新的知识。正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他的生命被打开，人生

的境界亦随之提升。他的志向不再囿于复兴殷商这一族群的、阶级的局限，而是向着贯穿于三代之

下的文化动脉开放，以及向着天下苍生安身立命的根基靠拢。

孔子跨出族群主义的第一步，是对三代文明的客观审视。通过这样的审视，夫子对三代得失自

有取舍。就物质层面论，三代各有优长，夫子则择其善者而从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

冕，乐则韶、舞。”［１］１０７７－１０８５又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

周者，虽百世，可知也。”［１］１２７对于具有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三代文明，能够做出如此客观的评价，很

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曾经的族群主义者之口。在三代损益之间，周文化的品级，显然已经胜出。因

此，以下所引也就不 足 为 奇：“周 之 德，其 可 谓 至 德 也 已 矣？”［１］５５９“周 监 于 二 代，郁 郁 乎 文 哉！吾 从

周。”［１］１８２而周文化所以能够“监于二代”，且“郁郁”有文，归根结底要感谢周公“制礼作乐”。顺理成

章地，周公也就成为孔子最为敬佩和向往的完人，其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

也已。”［１］５３５“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１］４４１很明显，孔 子对 于 周 公 之 倾 慕 与 向 往，主 要

集中于制礼作乐这件事。而隐藏在这种倾慕与向往背后的，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契合。

殷周鼎革，周公面对昔日强大、辉煌的殷王朝的顷刻覆灭，理性的解释已不足以说明其原因，神
秘的“天命”感油然而生。政权的转移，不再取决于武力的角逐，而是变成了“天命有德”这一新兴理

念的证明。殷商的辉煌不再为殷商族群所独占，而是被周人所继承；商朝的前代哲王，亦不是周人

统治的障碍，而是后者所要尊敬和学习的楷模。于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传承之上的连续性，代替了

族群斗争所导致的断裂性。换言之，殷、周两族，在政权的归属问题上，当然是处于对立的两端，但

在更广阔的、高于族群政治的视野下，二者则同是“文化”的整合者与继承者。周公的制礼作乐，亦

不是凭空的建构，而是以继承为主，损益为辅。其精神内核，则是对具有不同特质的三代文明背后

一以贯之的文化主轴的把握与体会。

孔子对于周公的倾慕，应是其“五十而知天命”以后的事情。正是随着他生命境界的提升，他才

能逐步认识到周公制礼作乐所维护和发扬的是高于某一特定族群文化的传统。《论语》中一个著名

的例子可以间接说明这一论断，那就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问题。《论语·八佾》载孔子批评管仲不

知“俭”、不“知礼”［１］２０７－２１２。很明显，孔子对管仲的个人品德、生活作风颇有微词。然而当子贡、子路

以“仁”问管仲于孔子时，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论语·宪问》载孔子之言曰：“管仲相桓

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 仲，吾 其被发左衽矣。”［１］９８９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

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１］９８２又曰：“人（仁）①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

怨言。”［１］９６３可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在个人作风、品德修养等私人领域，孔子眼中的

管仲实在乏善可陈；然而一旦将管仲放在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捍卫华夏文化的历

史背景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竟与前者截然相反。诚如孔子所言，“微管仲，吾 其 被 发 左 衽 矣”，与

“三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人文命脉的捍卫与传承相比较，个人生活的奢侈、品德修养的不善，实
在不在一个论域之中，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即使管仲捍卫华夏文明居功甚伟，孔子仍然有所保留地以“如其仁”称之。因为在“夷夏

之辨”之上，孔子有更高的人类情怀，从这个层面看待管仲与桓公的“尊王攘夷”，管仲的成就将会立

刻打折扣。而孔子对管仲的最终评价———“管仲之 器小哉！”［１］２０６———也许正是立足于对人类情怀

的关照而做出的盖棺之论。其所以用“器小”来定性管仲，乃是因为，“尊王攘夷”的口号，独断地将

“三代”文明的成果，仅仅局限于“诸夏”之国，而与 之 相对的“蛮夷”之邦则被排斥于外。在孔子 看

来，诸夏是人，蛮夷亦是人，同是人，便一定能够由“夷狄”而进至于“华夏”。族群的、血统的区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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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人、仁通用，如‘井有仁焉’，‘孝弟为仁之本与’之 类，其 例 甚 多。朱 氏 义 为 长。《家 语·教 思 篇》子 路 问 管 仲 之 为 人。

子曰：‘仁也。’是魏晋人旧说如是，似可从。”见程树德：《论语集释》，９６４页。



遮蔽，早已在孔子的境界中被取消。取而 代之 的，则是如何使三代文明之“道”，播 至 四 海、泽 被 八

方。对此，《论语·公冶长》篇载孔子之言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１］２９９又《论语·子罕》篇载：“子

欲居九夷。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１］６０４－６０５以上所引，无不证明孔子对经过

周公整合与提升的“三代”文明的自信，以及一种基于人类情怀而特有的对“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肯

定。可以说，孔子的人类情怀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将诸夏之外的异族亦纳入其思考的范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蛮夷”与“华夏”一视同仁，这是其人类情怀积极表现的一面。另

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思考维度，则体现在人的“群居”性，以及人与鸟兽的区别方面，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折射出夫子“天下”意识的边界所在。《论语·微子》篇所载一则故事，是对这一维度的极好说

明。其文曰：

　　长沮、桀溺耦 而 耕，孔 子 过 之，使 子 路 问 津 焉。长 沮 曰：“夫 执 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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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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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６５－１２７０

桀溺所谓“辟世之士”与“辟人之士”，正是隐者与儒者之不同。对于孔子来说，选择避人，乃是

迫于现实的不得已之举。而长沮、桀溺的避世，则是对人性与社会的彻底失望。面对后者的诘难，
“夫子怃然”。这说明，对于现实世界的礼坏乐崩 与人心不古，孔子亦深以 为 然。但 夫 子 宁 愿 选 择

“避人”而不愿“避世”，正是根源于其所怀抱的深刻的人类情怀。换言之，回答“避人”还是“避世”的

问题，对于孔子来说，无异于是回答“何为人”“何为人的生活”的问题。对此，《论语·微子》篇记载

子路对“荷蓧丈人”的批评，可以看做是孔门给出的答案。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１］１２７７所谓“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即是对天下皆为“滔滔者”而不可挽回的现实的清

醒认识。而所谓“行其 义 也”，则 是 对 儒 者 的 选 择 内 在 原 因 的 告 白。诚 如 王 博 先 生 的 分 析：“如 果

‘群’是人的本质和命运，那么离群索居的生活就和真正的人无关。生存始终而且必须是在人群中

的生存，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和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每个人正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与鸟

兽的关系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与价值。”［１２］５１显然，人的存在与价值，就在于人的“能群”。而这种

“能群”，仅限于与人“群”，而非与鸟兽“群”。换言之，人作为“能群”的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

对他者存在的承认与尊重。不仅如此，更要在承认他者存在的基础上进而安定他者、成就他者。因

为，这也是“成己”“立己”的前提。《论语·公冶长》载子路、颜渊陪侍夫子，三人各言己“志”，子 路

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则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怀之。”［１］３５３－３５４所论皆为承认人的本质为“能群”，且暗示着孔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的人类情怀［１］４２８。《论语·宪问》又载子路问“君子”于孔子，孔子依次给出了三种由低到高

的“君子”境界，即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以安百姓”［１］１０４１。所

论无不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能群”本质的肯定，这也即是笔者窃以为的孔子的“人类情怀”与“天

下”意识。

四、小结与启示

孔子是圣人，但不是天生的圣人。圣人亦是人，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

主义的青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

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

身份最终达成和解。也许，《论语·乡党》所记夫子“惟酒无量，不及乱”［１］６９４，并非仅仅是对一个事

实的陈述与判断，更是一项关乎文化命脉的隐喻，其中隐含着某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即以夫子

之一身，秉承与交融着殷、周 两 种 不 同 的 文 化 气 质———“酒 无 量”之 迷 狂 与“不 及 乱”之 克 制（即 威

９４



仪）。孔子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他能够兼顾彼此，不使自己的生命落于任何一边。进而言之，孔子

不仅用自己能动的精神使两种文明交融贯通，更在一生的身体力行之中使其完美展现。不仅如此，

他还在关乎人的本质层面，提出了“人不可与鸟兽群”与“九夷可以为君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

识。换言之，在突破族群意识的藩篱后，在平等审视三代文明而各有损益的前提下，孔子将隐含于

三代文明之下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和盘托出，用自己的生命为儒者与后世勾勒

出一幅理想君子的人格肖像①。

可见，孔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对于日益复兴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其建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在实践上和

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１３］２７２。而孔子所谓“人不可与

鸟兽群”的思想，恰可看作是对马克思这一经典论断的古典式表达，他在将人之“类”与“鸟兽”等非

人之“类”作出区分的同时，也彰显了某种将人与人相互联结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正是在这种联结

之中，个体的人以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获得了确定的规定性。而且，孔子“九夷可以为君子”

的“天下”意识，在肯定人的类本质的同时，也 肯 定了异质文明必然共同存在的实然 状 态。不 仅 如

此，异质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与转化提升的应然趋向亦蕴含其中，诚如个体的人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相互给予对方规定性一样，异质文明之间亦相互确证了对方的特质与实体性；诚如“人获得

自由幸福是以他人的自由幸福为前提的；没有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幸福，便不可能有整个共同体的自

由幸福”［１４］１５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亦以不同文明之间 求 同 存 异、休戚与共的尊重、交

流为前提。而孔子的“天下”意识，若能去除其中“夷夏之辨”的消极因素，其对于当下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建构也具有直接的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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