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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看君子人格的普遍价值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５３)

〔摘　 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ꎬ历来重视立德树人ꎬ构建形成了自己等差有序的理想人格体

系ꎮ 中国古代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ꎬ凸显出取法乎上、追求至高至善的理想色彩ꎬ同时给出效行相宜的可行性方

案ꎮ 君子人格经孔子悉心改造和重塑后广受认同与推崇ꎬ成为历代中华儿女立身行事师表效法的人格标杆ꎮ 君

子人格的内涵可以简括为“修己”与“安人”两个方面ꎬ前者侧重“内圣”之学ꎬ后者偏向“外王”之道ꎮ 中国近百

年来的社会发展ꎬ始终高扬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旋律ꎬ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也增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ꎬ增强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特色和拼搏意志ꎮ 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是我们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培育时代新人能够活态嫁接的老树新枝ꎬ必将在新时代犁铧翻垦的神州大地上郁郁葱葱ꎬ
呈现蔚为壮观的繁茂景象ꎮ

〔关键词〕立德树人ꎻ君子人格ꎻ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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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重点ꎬ是
探讨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ꎮ〔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核心是如何立德树人ꎬ即理想人格的培育和塑

造ꎮ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ꎬ历来重

视立德树人ꎬ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体系ꎬ

其中尤以君子人格受到普遍推崇ꎬ成为历代中华

儿女立身行事师表效法的人格标杆ꎮ 中国传统

的树人体系ꎬ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ꎬ不
仅是一种积淀丰厚、影响深广的历史文化现象ꎬ
更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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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ꎬ对我们今天培育时代新人、塑造完善人格

具有可贵的启示意义ꎮ

一、取法乎上: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的建构

中国传统“树人”思想ꎬ早在先秦诸子著述

中已屡见不鲜ꎬ其中管子的论述尤为简洁鲜明ꎮ
«管子权修»云:“一年之计ꎬ莫如树谷ꎻ十年之

计ꎬ莫如树木ꎻ终身之计ꎬ莫如树人ꎮ 一树一获

者ꎬ谷也ꎻ一树十获者ꎬ木也ꎻ一树百获者ꎬ人也ꎮ
我苟种之ꎬ如神用之ꎬ举事如神ꎬ唯王之门ꎮ”管子

提出的“树人”理念ꎬ充分说明人才的重要ꎬ表明

“为天下致利除害”必须任用贤才ꎬ“争天下者ꎬ
必先争人” («管子霸言»)ꎻ同时也提醒我们ꎬ
培养人才十分不易ꎬ应为计长远ꎬ久久为功ꎮ

中国古代早期的树人实践ꎬ或者说中国传统

最初的理想人格塑造ꎬ一直可追溯到上古的尧舜

时代ꎮ «尚书尧典»开篇就对尧帝这位“道德

圣王”作了近乎完美的描绘:“曰若稽古ꎬ帝尧ꎬ
曰放勋ꎮ 钦明文思安安ꎬ允恭克让ꎬ光被四表ꎬ格
于上下ꎮ 克明俊德ꎮ 以亲九族ꎮ 九族既睦ꎬ平章

百姓ꎮ 百姓昭明ꎬ协和万邦ꎮ” 〔２〕这是说尧帝处事

谨慎ꎬ明察是非ꎬ温文尔雅ꎬ思虑通达ꎬ对人谦和

恭谨ꎬ能够选贤任能ꎬ其善行光照天地ꎬ闻名四

方ꎮ 他德才兼备ꎬ敦睦九族ꎬ安顺百姓ꎬ能够协和

万邦ꎬ使万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ꎮ 如此赞誉是否

言过其实ꎬ是否带有一定程度理想化的夸饰成

分ꎬ当然可以存疑ꎬ但在先秦历史文献里ꎬ对尧舜

等上古帝王的褒扬之词可谓不胜枚举ꎮ
«国语郑语»载史伯的话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ꎬ其子孙未尝不章ꎬ
虞、夏、商、周是也ꎮ 虞幕能听协风ꎬ以成物乐

生者也ꎮ 夏禹能单平水土ꎬ以品处庶类者也ꎮ
商契能和合五教ꎬ以保于百姓者也ꎮ 周弃能

播殖百谷蔬ꎬ以衣食民人者也ꎮ
从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ꎬ虞、夏、商、周的朝

代兴替ꎬ实际上与主政者的德行功业密切相关ꎬ
对圣贤之人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ꎮ 孔子也多次

称赞周公ꎬ说他“为政以德ꎬ譬如北辰ꎬ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ꎬ强调 “吾从周”
(«论语八佾»)、“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等等ꎬ都是其推重周公之道的明证ꎮ 至春秋末

期ꎬ先秦史官及诸子对上古帝王多半予以不同程

度的理想化ꎬ常常称之为“大人” “圣人”ꎬ形成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系列形象ꎮ
孔子的弟子对老师非常敬仰ꎬ说孔子也是难

以超越的圣人ꎮ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ꎬ贤于尧

舜远矣”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ꎮ 子贡更是

将孔子比喻为无法企及的日月:“他人之贤者ꎬ丘
陵也ꎬ犹可逾也ꎻ仲尼日月也ꎬ无得而逾焉”(«论

语子张»)ꎮ 孟子也将孔子与尧、舜、禹、商汤、
周文王相提并论说:“由尧舜至于汤ꎬ五百有余

岁ꎻ若禹、皋陶ꎬ则见而知之ꎻ若汤ꎬ则闻而知之ꎮ
由汤至于文王ꎬ五百有余岁ꎬ若伊尹、莱朱ꎬ则见

而知之ꎻ若文王ꎬ则闻而知之ꎮ 由文王至于孔子ꎬ
五百有余岁ꎬ若太公望、散宜生ꎬ则见而知之ꎻ若
孔子ꎬ则闻而知之ꎮ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ꎬ百有余

岁ꎬ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ꎬ近圣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 («孟子尽心章句下»)ꎮ 孟子不仅把

孔子与上古帝王等量齐观ꎬ称之为“圣人”ꎬ还将

他与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隐逸贤达比较说:“伯
夷ꎬ圣之清者也ꎻ伊尹ꎬ圣之任者也ꎻ柳下惠ꎬ圣之

和者也ꎻ孔子ꎬ圣之时者也ꎮ 孔子之谓集大成ꎮ
集大成也者ꎬ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章

句下»)ꎮ 这里既肯定孔子是圣人中能够顺应时

变的俊杰(“圣之时者也”)ꎬ又标举他是汇聚诸

多圣贤美好品格于一身的“集大成者”ꎬ〔３〕 对中

国传统人格的构建产生深广影响ꎮ 由此ꎬ古代圣

贤形象序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ꎬ孔
子接踵跻身之中ꎮ 随着汉代赵岐把孟子奉为“亚
圣”ꎬ以及唐代韩愈认定孟轲才是孔学衣钵的正

宗嫡传ꎬ并将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ꎬ〔４〕 古代圣

贤形象的队伍也在时代延伸中逐步扩充延长ꎮ
中国古代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ꎬ凸显出取

法乎上、追求至高至善的理想色彩ꎮ 为什么如

此? 原因乃在于中国人的人生修为和精神追求ꎬ
不像西方人依赖基督教“耶稣”、阿拉伯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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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真主”的启示ꎬ而是更多以“出乎其

类ꎬ拔乎其萃”的理想人格代表为引领和榜样ꎮ〔５〕

从西周时代起ꎬ中国人就呈现宗教意识淡薄ꎬ“重
人轻神”的特点ꎮ 孔子对殷周时期的天命鬼神观

念虽然基本信从ꎬ没有直接否定ꎬ却将其束之高

阁ꎬ不予探究ꎮ
子不语怪、力、乱、神ꎮ («论语述而»)
樊迟问知ꎮ 子曰:“务民之义ꎬ敬鬼神而

远之ꎬ可谓知矣ꎮ”(«论语雍也»)
季路问事鬼神ꎮ 子曰:“未能事人ꎬ焉能

事鬼?”曰:“敢问死ꎮ”曰:“未知生ꎬ焉知死?”
(«论语先进»)

孔子对鬼神是否存在以及人死后的冥冥世

界ꎬ皆无意关注和深究ꎬ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ꎬ
圣人存而不论” («庄子齐物论»)ꎮ 孔子所关

心和谈论的主要是对现实人世间事务的思考ꎬ即
“子所雅言ꎬ诗、书、执礼ꎬ皆雅言也”(«论语述

而»)ꎮ 朱熹注曰:“雅ꎬ常也ꎮ 执ꎬ守也ꎮ 诗以理

性情ꎬ书以道政事ꎬ礼以谨节文ꎬ皆切于日用之

实ꎬ故常言之ꎮ”中国文化这种不脱离伦常日用来

探寻社会治理方案的本质特征和逻辑理路ꎬ自然

且必然地走向树立至高至善的理想人格ꎬ以使

“为政者”或“为民者”皆前有目标ꎬ学有榜样ꎮ
这既是社会发展“顺人伦、明教化”的需要ꎬ也是

中国历史上不乏“捧圣” “造神”现象的原因所

在ꎮ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百家争鸣ꎬ诞生了奠定

中华文化根基和框架的先秦诸子学术ꎮ 诸子之

学ꎬ虽有司马谈“六家”之说(«史记太史公自

序»)ꎬ亦有刘歆、班固的“九家十流”之议(«汉

书艺文志»)ꎬ实则较有影响者不过儒、道、墨
三家ꎮ 西汉末东汉初ꎬ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

融入中华文化传统ꎬ我们于儒家、道家、墨家之外

又有了释家(佛教)ꎮ 从高标高举、取法乎上的

人生境界看ꎬ儒者崇“圣”ꎬ道者求“仙”ꎬ释者敬

“佛”ꎬ墨者尚“侠”ꎮ 不过ꎬ这些理想人格是儒、
道、释、墨各自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和人生境界ꎬ
虽可以高山仰止ꎬ却难以景行行止ꎬ不免让人感

慨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即ꎮ
古代先贤的传统人格建构ꎬ当然清晰地看到

这一点ꎬ如孔子就曾发出“圣人ꎬ吾不得而见之

矣”(«论语述而»)的喟叹ꎮ 中华文化向来具

有重人伦、重实用的特点ꎬ其传统人格构建也非

常注重从现实人格到理想人格的梯度层次关系ꎮ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ꎬ具有一定数量的“士”的阶

层ꎬ是现实正面人格中最可能向理想人格攀升的

群体ꎮ 只是ꎬ儒家心目中的“士”ꎬ是学以立志、
知耻有为的“贤士”ꎻ道家心目中的“士”ꎬ是返璞

归真、逍遥自在的“隐士”ꎻ墨家心目中的“士”ꎬ
是义无反顾、舍生取义的“义士”ꎻ魏晋以后逐步

形成和壮大的释家ꎬ其心目中的“士”ꎬ是心存善

念、一心向佛的“居士”ꎮ 从社会大体流向分野

看ꎬ儒者入世ꎬ走向中心ꎬ成为积极有为的士大

夫ꎻ道者出世ꎬ走向山林ꎬ成为潇洒无羁的方外隐

逸之人ꎻ墨者向下ꎬ走向民间ꎬ成为“路见不平一

声吼”的仗义侠士ꎻ释家作为融入中国文化的外

来宗教ꎬ潜入人间世ꎬ其成员化身为慈悲为怀、普
度众生的佛陀、菩萨ꎮ

当然ꎬ这只是十分粗略的倾向性描述ꎬ不同

类型的人格形态并非孤立绝缘ꎬ其间互有借鉴和

交叉ꎬ即便同一类型的人格形态也是各色人等ꎬ
异彩纷呈ꎮ 那么ꎬ诸家人格形态在中国社会历史

发展过程中各有什么境遇、各自命运如何呢?

二、效行相宜:君子人格的广受推崇

诸家人格形态的消长沉浮及演化嬗变ꎬ既与

各自相对独立的人格内涵和追求愿景相关ꎬ更与

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需求紧密相连ꎮ
春秋战国勃兴的诸子百家之学ꎬ经过秦王朝大一

统帝国崛起奉行极端化的法家学说ꎬ以及汉代初

期为之纠偏而盛行的因循自然无为的道家黄老

之学ꎬ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ꎬ开
始重视和倡导董仲舒提出的积极济世、维护等级

秩序、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儒家学说ꎮ 这一治国理

政指导思想的调整和重建ꎬ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和

文化演替发生了删繁就简、摈弃异说、推陈出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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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揽总的重大变革ꎬ即罢黜百家ꎬ独尊儒术ꎮ
由此ꎬ儒家学说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

社会的“官学”ꎬ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的主干和“显学”ꎮ 伴随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推

行的社会主导思想ꎬ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心

理结构ꎬ儒家所塑造的人格形象也受到越来越广

泛的认同和肯定ꎮ 儒家对传统人格的构建ꎬ明显

看到理想人格的培育和塑造要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ꎬ设计安排了一个等差有序

的传统人格系列: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至高无

上的“圣人”ꎬ次为执着行善、德高望重的 “贤

人”ꎬ又次为德才兼备、修己安人的“君子”ꎬ再次

为学以立志、知耻有为的“士”ꎬ等而下之者为

“小人”ꎮ 在«论语»里ꎬ“圣人”及“圣”字出现 ８
次ꎬ“贤人”及其意义上的“贤”字出现 ２０ 次ꎬ“君
子”出现 １０７ 次ꎬ“士”出现 １５ 次ꎬ“小人”出现 ２４
次ꎮ〔６〕从用词的频率看ꎬ«论语»所谈论的重点人

格形态显然是“君子”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贤人”与“君子”相近而略

高于“君子”ꎬ在«论语»中虽然多指富有道德和

才能的人ꎬ但有时也专指乱世中避世的隐士ꎮ 弟

子冉有曾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明确回

答:“古之贤人也” («论语述而»)ꎮ 他还夸赞

伯夷、叔齐这些避世逸民“不降其志ꎬ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ꎬ说“贤者辟(避)世ꎬ其次辟地ꎬ
其次辟色ꎬ其次辟言”(«论语宪问»)ꎮ 这种以

“贤人”指称避世隐士ꎬ与其“邦有道则仕ꎬ邦无

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的思想是

一致的ꎮ 作为热心济世的孔子ꎬ虽然理解和认可

隐者“天下有道则见ꎬ无道则隐” («论语泰

伯»)的避世态度ꎬ却并不赞成他们消极逃世的

做法ꎮ 他曾在听罢长沮、桀溺的避世高论后慨

叹:“天下有道ꎬ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ꎬ
表明其不愿像隐者那样逍遥于山林ꎬ而要为治理

天下尽心竭力ꎮ 由于孔子的基本旨趣是反对逃

世的ꎬ因而他所推重的效行相宜的人格形象主要

不是“贤人”ꎬ而是“君子”ꎮ 那么ꎬ在儒家等差有

别的人格序列中ꎬ孔子如何确定和把握君子人格

的特质呢?
“君子”概念早在西周时期已经频繁使用ꎮ

孔子突破殷周典籍中的“君子”多专指君王、执
政者或贵族的旧义ꎬ在“有位者”内涵的基础上ꎬ
赋予君子更多“有德者”的新义ꎮ 在«论语»里ꎬ
孔子及其弟子对王公贵族所具有和应有的道德

优点择善而从ꎬ汲取便于师法和遵循的内容推而

广之ꎬ扩大为社会应普遍倡导和推广的伦理规范

与要求ꎬ以解决如何做人ꎬ即如何培育和塑造崇

德守礼之人的根本问题ꎮ 为了使君子形象更加

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ꎬ孔子睿智地在«论语»
里采取比较排除法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君子人格

作了辨析和界定ꎮ 一方面ꎬ他反复说:
君子喻于义ꎬ小人喻于利ꎮ («论语里

仁»)
君子坦荡荡ꎬ小人长戚戚ꎮ («论语述

而»)
君子求诸己ꎬ小人求诸人ꎮ («论语卫

灵公»)
君子成人之美ꎬ不成人之恶ꎬ小人反是ꎮ

(«论语颜渊»)
君子和而不同ꎬ小人同而不和ꎮ («论

语子路»)
君子泰而不骄ꎬ小人骄而不泰ꎮ («论

语子路»)
在多视角多层次的对照比较中ꎬ孔子不仅为

我们划定君子与小人的楚河汉界ꎬ确立君子人格

的内在情操和外在形貌ꎬ同时也不言自明地申述

了君子人格的意义和价值ꎬ以及培育君子人格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另一方面ꎬ孔子又在君子与圣人之间划出界

线并拉开距离ꎮ 他对弟子称他为“圣人”颇为不

满ꎬ表示“若圣与仁ꎬ则吾岂敢”ꎻ他还强调说:
“圣人ꎬ吾不得而见之矣ꎻ得见君子者ꎬ斯可矣”ꎮ
(«论语述而»)在孔子心目中ꎬ圣人是难以寻

觅、难以企及、高不可攀的至善典范ꎬ而君子则是

可望可及、经过努力可以实现和达到的人格境

界ꎬ是理想又现实、尊贵又亲切、高尚又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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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形象ꎮ〔７〕

孔子精心塑造的君子人格ꎬ伴随«论语»的

问世而流布四方ꎬ大有登高一呼ꎬ八方响应的效

应ꎮ 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ꎬ对君子

人格竭力张扬申说自不待言ꎮ 与儒家学派颇多

歧见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ꎬ虽然在某些方面不

满儒家学说ꎬ但对君子人格却津津乐道ꎮ 如墨子

说:“君子之道也ꎬ贫则见廉ꎬ富则见义ꎬ生则见

爱ꎬ死则见哀ꎮ 四行者ꎬ不可虚假ꎬ反之身者也”
(«墨子修身»)ꎻ“君子不镜于水ꎬ而镜于人ꎮ
镜于水ꎬ见面之容ꎻ镜于人ꎬ则知吉与凶ꎮ” («墨

子非攻»)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ꎬ不言

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ꎻ“礼为情貌者

也ꎬ文为质饰者也ꎮ 夫君子取情而去貌ꎬ好质而

恶饰”(«韩非子解老»)ꎮ 如此等等ꎬ无不表明

他们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ꎮ
道家学派对宇宙演化、社会更迭、人伦秩序

及其相互关系等ꎬ均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ꎬ
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彼此矛盾甚至截然对

立ꎬ但在认同和赞赏君子人格这一点上ꎬ两者却

颇为一致ꎮ 老子说:
重为轻根ꎬ静为躁君ꎮ 是以君子终日行

不离辎重ꎻ虽有荣观ꎬ燕处超然ꎮ 奈何万乘之

主ꎬ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本ꎬ躁则失君ꎮ〔８〕

在老子看来ꎬ重是轻的根基ꎬ静是动的主宰ꎮ
所以君子四处行走也不离装载日常用品物资的

车辆ꎬ即便有荣华富贵享受ꎬ也能看穿诱惑ꎬ超然

处之ꎮ 君子的境界不仅超越庸碌、轻浮的小人ꎬ
而且比那些以躁动、率意方式治国的“万乘之

主”也远胜一筹ꎮ 庄子对君子人格也赞赏有加ꎬ
他说:“君子之交淡若水ꎬ小人之交甘若醴ꎬ君子

淡以亲ꎬ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ꎻ他还说:
“天下尽殉也ꎬ彼其所殉仁义也ꎬ则俗谓君子ꎻ其
所殉货财也ꎬ则俗谓之小人” («庄子骈拇»)ꎮ
凡此种种ꎬ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同样颇

为认同和称许ꎮ
当然ꎬ若细加分辨ꎬ儒家与道家虽然共同推

崇君子人格ꎬ但在两者推崇的内涵却有不同的意

蕴和旨趣ꎮ 儒家树立的君子形象ꎬ是现实社会伦

常关系中的有德之人ꎬ是内在德性与外在事功统

一的人格样板ꎻ而道家标榜的君子形象ꎬ则多半

是超越世俗生活、顺应自然之道的得道行道者ꎬ
是奉行“无为而无不为”原则的“无为之治”的高

手ꎮ 儒、道的这种分别ꎬ并非否定或降低君子人

格的价值和意义ꎬ而是丰富和提升君子人格的内

涵及普遍适应性ꎮ 如果说ꎬ在原典儒学里ꎬ“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内容ꎻ那么ꎬ
经过道家思想的渗透和补充ꎬ君子人格于刚健有

为、热心济世的意脉外ꎬ则增添了道家顺其自然、
清净自守的要素ꎮ 这种以儒为主ꎬ儒道互补ꎬ甚
至兼容墨家、法家、佛家积极因素的衍化嬗变ꎬ使
君子人格在传承、接受、流布、扩散的过程中ꎬ显
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吸引力ꎬ成为中华民族广泛

认同和推崇的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榜

样ꎮ
君子人格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在中国民众

的心目中ꎬ具有极高的共识度和影响力ꎮ 这一

点ꎬ民间流传大量有关君子的民谚俗语ꎬ足可明

证ꎮ 譬如ꎬ在义利气节方面ꎬ人们常常张口就说:
“君子爱财ꎬ取之有道” “君子盼得天下富ꎬ小人

发得一人财” “君子不怕明算账ꎬ小人贪恋不义

财”“君子争礼ꎬ小人争利” “义动君子ꎬ利动小

人”“君子务本ꎬ小人逐末”“君子重名节ꎬ小人重

名号”“知足称君子ꎬ贪婪是小人”等等ꎮ 在诚实

守信方面ꎬ人们经常爱说:“君子一言ꎬ驷马难

追”“君子一言ꎬ快马一鞭” “君子说话ꎬ如笔泼

墨”“君子坦荡荡ꎬ有话当面讲”“明人不做暗事ꎬ
君子不说假话”“君子当面骂人ꎬ小人背地说话”
“有事但逢君子说ꎬ是非休听小人言”“直率坦白

真君子ꎬ笑里藏刀是歹人” “君子不欺暗室” “君
子无戏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等ꎮ 有关

君子的俗语民谚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ꎬ
除了上述义利气节、诚实守信的内容以外ꎬ起码

在仁义济世、处世交友、砺学修身、怡情养性、慎
独操守等层面ꎬ相关俗语民谚同样繁花似锦ꎬ让
人目不暇接ꎮ〔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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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精炼、意蕴深厚的民谚俗语ꎬ是中国人

世代积累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追求的结晶ꎬ是中华

文化传统在民间沉淀和淘洗出的处世良言ꎬ常常

被民众百姓看作不证自明的“道理”ꎬ发挥着警

策自己、说服他人、指导日常生活的独特作用ꎮ
有关君子的民谚俗语在社会生活中俯拾即是ꎬ充
分说明君子人格家喻户晓、深入人心ꎬ广受推崇ꎮ

三、修己安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

君子人格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或者说

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不同学者对此有

不同概括和解答ꎮ 余秋雨从君子怀德、君子之德

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
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九个方

面ꎬ勾画了君子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貌ꎮ〔１０〕 牟钟

鉴从仁义、涵养、操守、容量、坦诚、担当六个方

面ꎬ对君子人格的定义及由来作出自己的阐

释ꎮ〔１１〕还有的学者从忠恕、宽厚、仁德、情义、谦
逊、诚信、中和、亲民八个方面ꎬ描绘君子人格的

特质和气象ꎮ〔１２〕其实ꎬ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君子

的论述汗牛充栋ꎬ历代仁人志士崇尚和践行君子

人格的佳话趣闻也车载斗量ꎬ我们很容易从某些

方面攫取某些要点形成对君子人格内涵的归纳

和总结ꎮ 这类提要性的梳理和概述ꎬ对于了解和

掌握君子人格的丰富蕴涵ꎬ无疑十分有意义有价

值ꎬ但有时也会面对巨细难究、举不胜举的遗珠

之憾ꎬ以及因观察视角和层面的不同ꎬ存在所见

内涵远非一致的参差之异ꎮ 这里ꎬ我们尝试在总

体把握上对君子人格的整体形貌作一个轮廓性

速写ꎬ作为上述学者对君子人格要点概括和重点

刻画的背景与衬托ꎬ以供参照互补ꎬ深化认识ꎮ
从总体把握看ꎬ君子人格的内涵可以简单概

括为“修己安人”四字ꎮ 此语源自孔子与子路的

一段对话:
子路问君子ꎮ 子曰: “修己以敬ꎮ” 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ꎮ”曰:“如斯

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ꎮ 修己以安百

姓ꎬ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子路求教怎样成为君子ꎬ孔子给出的回答是“修
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ꎮ 这层

层递进的答案实际就两个关键词ꎬ表达两层意

思:一是“修己”ꎬ一是“安人”ꎮ 此处的“安百姓”
其实也是“安人”ꎬ不过扩大“安人”的范围罢了ꎮ
这也告诫我们ꎬ要想成为君子ꎬ绝非只是提高自

身修养ꎬ以严肃恭敬的态度独善其身即大功告

成ꎬ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作为ꎬ不仅使家族

及周边的人安居乐业ꎬ还要给天下百姓带来安宁

和快乐ꎮ 儒家学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ꎬ主要

包括人的内在伦理修养论和外在治世政治论两

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ꎬ前者强调不断地“反求

诸己”ꎬ严于修身ꎬ即人们常说的“内圣”之学ꎻ后
者则突出“推己及人”ꎬ匡救天下ꎬ即后世所说的

“外王”之学ꎮ 正如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
所言:“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ꎬ这
也是后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ꎮ 简单地说ꎬ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往一复的循环圈ꎮ
一部中国儒学史大体即是在此循环圈中活

动ꎮ” 〔１３〕

这种通过不断内省提升自我修养ꎬ使自身具

有圣人之德ꎬ从而对外实施王者之政ꎬ使天下百

姓安居乐业的人生导向和价值追求ꎬ孔学后人在

«大学»里作了更为具体、明晰的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先治其国ꎻ欲治

其国者ꎬ先齐其家ꎻ欲齐其家者ꎬ先修其身ꎻ欲
修其身者ꎬ先正其心ꎻ欲正其心者ꎬ先诚其意ꎻ
欲诚其意者ꎬ先致其知ꎮ 致知在格物ꎮ 物格

而后知至ꎬ知至而后意诚ꎬ意诚而后心正ꎬ心

正而后身修ꎬ身修而后家齐ꎬ家齐而后国治ꎬ
国治而后天下平ꎮ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ꎬ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ꎮ
这里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ꎬ如果说前五项侧重

以“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ꎬ那么后三项则偏

向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ꎮ 在主要反映孔

子思想的儒学原典«论语»里ꎬ“修己”与“治平”
两个方面尚浑然统一并融合于一个体系之内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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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发展过程中ꎬ这两个方面则有所割裂和分

离ꎮ 孔子之后儒家学术的分化ꎬ主要是孟轲、荀
况两派ꎮ 相对而言ꎬ孟子更多发展儒学原典中以

“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ꎬ而荀子则多半发展

儒学原典中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ꎮ
孟子胸怀豪情ꎬ颇有治世雄心ꎬ曾高调宣称:

“如欲平治天下ꎬ当今之世ꎬ舍我其谁也!” («孟

子公孙丑下»)他“平治天下”的方策ꎬ主要通

过“正人心” “施仁政”的办法来实现ꎮ 他指出:
“仁义礼智ꎬ非由外铄我也ꎬ我固有之也ꎬ弗思耳

矣ꎮ 故曰‘求则得之ꎬ舍则失之’ꎮ” («孟子告

子上»)他认为实施“仁政”的关键ꎬ就是要把人

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激发出来ꎬ由此便

“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ꎮ 孟子这种

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目标的

治世方略ꎬ自然得出“人有恒言ꎬ皆曰:‘天下国

家’ꎮ 天下之本在国ꎬ国之本在家ꎬ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的结论ꎮ 孟子这种由内而

外、由己而天下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ꎬ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的治世方略ꎬ既针对普通大众ꎬ更针对

君王国主ꎮ 他认为ꎬ实施仁政的要点ꎬ在于有仁

人充任国君ꎬ因为“君仁ꎬ莫不仁ꎻ君义ꎬ莫不义ꎻ
君正ꎬ莫不正ꎮ 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

上»)ꎮ 正是如此ꎬ孟子谈论“君子”时特别强调: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ꎬ以其存心也ꎮ 君子以仁存

心ꎬ以礼存心ꎮ 仁者爱人ꎬ有礼者敬人ꎮ 爱人者ꎬ
人恒爱之ꎻ敬人者ꎬ人恒敬之ꎮ” («孟子离娄

下»)
与孟子侧重以“仁”为核心的内圣之学勾勒

君子人格的形象不同ꎬ荀子则显然偏向以“礼”
为重点的外王之学ꎬ即注重外在道德规范对君子

人格的陶冶和塑造作用ꎮ 这当然与他“人之性

恶ꎬ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基本观点有

关ꎮ 荀子站在“性恶论”的立足点上ꎬ认为“人之

生固小人ꎬ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ꎮ” 他指出:
“君子小人一也ꎮ 好荣恶辱ꎬ好利恶害ꎬ是君子小

人之所同也ꎻ若其所以求之之道ꎬ则异也ꎮ 
尧禹者ꎬ非生而具者也ꎬ夫起于变故ꎬ成乎修为ꎬ

待尽而后备者也ꎮ” («荀子荣辱»)在荀子看

来ꎬ“人之生固小人”ꎬ因而“君子之与小人ꎬ其性

一也”ꎬ之所以后来产生高下优劣的分野和变化ꎬ
主要缘于学习和修为ꎮ «荀子劝学»云:

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

经ꎬ终乎读礼ꎻ其义则始乎为士ꎬ终乎为圣人ꎮ
真积力久则入ꎬ学至乎没而后止也ꎮ 故学数

有终ꎬ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ꎮ 为之ꎬ人也ꎻ
舍之ꎬ禽兽也ꎮ 故«书»者ꎬ政事之纪也ꎻ«诗»
者ꎬ中声之所止也ꎻ«礼»者ꎬ法之大分ꎬ类之

纲纪也ꎮ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ꎮ 夫是之谓

道德之极ꎮ
余英时认为:“此段所言ꎬ即是荀子的‘君子

之学’ꎮ” 〔１４〕因为“始乎为士ꎬ终乎为圣人”者ꎬ中
间全是成为“君子”的阶段ꎮ 王先谦«荀子集解»
注“终乎为圣人”曰:“荀书以士、君子、圣人为三

等ꎬ‘修身’、‘非相’、‘儒效’、‘哀公’ 篇可证ꎮ
故云:始士终圣人ꎮ”由于“圣人”是难以企及的

最高境界ꎬ荀子所谓“始乎为士ꎬ终乎为圣人”ꎬ
实际上是指出如何成为“君子”的路径ꎮ 所以他

紧随下文说:“君子之学也ꎬ入乎耳ꎬ着乎心ꎬ布乎

四体ꎬ形乎动静ꎮ 端而言ꎬ蠕而动ꎬ一可以为法

则ꎮ”荀子给出成为君子的通道是:“始乎诵经ꎬ
终乎读礼”ꎬ并说:“学至乎«礼»而止矣ꎮ 夫是之

谓道德之极”ꎬ其突出礼、强调礼的重要性一目了

然ꎮ 当然ꎬ荀子虽看重隆礼重法的一面ꎬ也并非

排斥修身养性的作用ꎬ其«劝学»篇申述“君子博

学而日参省乎己ꎬ则知明而行无过矣”ꎬ即是明

证ꎮ
如果说ꎬ孟子和荀子的君子论分别从不同侧

面发掘“修己”与“安人”、“内圣”与“外王”的义

理ꎬ那么ꎬ«中庸»则综合两者的思想对君子人格

作了诸多精彩描述ꎮ «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

篇成书甚晚ꎬ大抵为汉代辑佚修订而成ꎬ因而其

中明显看出兼有孟、荀的影响ꎮ “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问学ꎬ致广大而尽精微ꎬ极高明而道中庸ꎮ
温故而知新ꎬ敦厚以崇礼ꎮ 是故居上不骄ꎬ为下

不倍ꎮ 国有道ꎬ其言足以兴ꎻ国无道ꎬ其默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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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ꎮ «诗»曰:‘既明且哲ꎬ以保其身ꎮ’其此之谓

与!”这是«中庸»探讨君子人格最具代表性的一

段话ꎬ也是吸收孔、孟、荀诸家思想对君子人格作

出的极富魅力的描述ꎬ在一定意义上不妨看作前

期儒家对君子人格勾画的一个总体性轮廓ꎮ 至

于君子人格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及忠、孝、
廉、悌等不可或缺的要素ꎬ自是不言自明之理ꎬ且
学界多有阐述ꎬ此不复赘ꎮ

四、历久弥新:君子人格的时代价值

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ꎬ
是历代中华儿女“立己达人” 〔１５〕 共同的价值追

求ꎬ是中华民族文化特点和精神标识的集中体

现ꎮ 与西方人执著企求“绝对理性”“上帝天堂”
这种外在的精神超越方式不同ꎬ中国人主要立足

现实世界ꎬ在处理人间事务中追求人生的圆满和

价值的实现ꎬ走的是一条人生内在自我超越之

路ꎮ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ꎬ即便是先秦诸子所追

捧ꎬ乃至有些神化的尧、舜、禹等“圣人”ꎬ也与古

代神话中的女娲、后羿等人格神有着本质的区

别ꎬ更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所敬奉的耶稣、伊斯兰

教奉若神明的真主等ꎬ而是堪称“人伦之至”“万
世师表”的圣贤ꎮ 信奉谋事在人、注重经世致用ꎬ
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倾向ꎮ 由这种“入世文

化”为主导精神而熔炼出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ꎬ
无意也不屑于构筑彼岸世界的“伊甸园”和“极
乐净土”ꎬ而是讲究和重视在此岸世界“立德、立
功、立言”ꎬ以达到人生“三不朽”的境界ꎮ〔１６〕这种

人生哲学和社会风尚的弘扬与普及ꎬ使中国得以

避免全民族的宗教迷狂ꎬ以及极端化民族性格的

产生ꎬ造就出一种非宗教的、以人伦纲常为中心

的伟大文化传统ꎮ 为什么儒学作为先秦诸子学

说的一种ꎬ能够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出类拔萃ꎬ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和主流? 为什么君子

人格能够在道家隐士人格、墨家侠士人格、佛家

悲悯人格等诸多人格模式中脱颖而出ꎬ成为中国

人普遍崇尚和追求的人格形态? 其深层奥秘即

掩藏在中华文化积极入世的主导倾向里ꎮ

一个民族的人格形态或者说集体人格ꎬ既是

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和绽放ꎬ又是体现时代变迁

的文化符号ꎮ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ꎬ特别汉武

帝“罢黜百家ꎬ独尊儒术”后纲常名教盛行ꎬ儒家

的君子人格被统治者奉为人格典范加以倡导ꎬ成
为社会主流人格形态ꎮ 魏晋以降ꎬ经历崇尚虚

无、轻蔑礼法、淡泊宦途、雅逸率性的士族文化的

涤荡ꎬ君子人格中儒家纲常名教伦理的成分ꎬ在
“魏晋风度”的冲击和掺杂下有所暗淡与衰落ꎮ
至隋唐ꎬ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ꎬ尤其是中唐以后

儒家道统的重振和复兴ꎬ包括宋明理学对儒学的

阐扬发挥ꎬ王阳明心学对人生哲学的独到贡献ꎬ
以及佛学对中华文化的有效渗透ꎬ君子人格在漫

长历史征途中栉风沐雨ꎬ历练提升ꎬ内蕴变得更

加精微丰富ꎮ 其突出表现就是ꎬ伴随中国文化

儒、道、释走向合流ꎬ君子人格作为中国人对标看

齐的主导性人格ꎬ在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本的前提

下ꎬ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形成了“以儒治世、以
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复合型人格形态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ꎬ中国传统文化的

厚土围垒和深宅大院ꎬ面对“打倒旧文化、提倡新

文化”的狂涛巨澜ꎬ很快溃坝决堤ꎬ汪洋一片ꎮ 陈

独秀等在«新青年»上呼唤青年锻造现代人格ꎬ
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

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

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１７〕 新型人格ꎬ以及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ꎬ唤醒中国人在

革故鼎新中ꎬ打破一个旧世界ꎬ建设一个新世界ꎮ
这一追求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ꎬ中
国共产党引导人民不仅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ꎬ而且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ꎬ创造生机勃勃的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中华儿女的人生理想

追求也踏上培育和塑造现代人格之路ꎮ 由于中

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ꎬ始终高扬救亡图存、民
族复兴的时代主旋律ꎬ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也

增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

识ꎬ增强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特色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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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ꎮ
与此同时ꎬ经历新中国成立的改朝换代、拨

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ꎬ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沧桑巨变ꎬ“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反传统潮流ꎬ
早已在岁月河道的疏浚和校正中悄然隐退ꎮ 传

统文化的庙宇殿堂虽经历史潮汐的冲击、淹没和

浸泡ꎬ并没有坍塌、破败和荒芜ꎬ而是以坚实的基

础和巍峨的雄姿岿然屹立ꎬ在新时代阳光的照射

下更显气象庄严ꎬ熠熠生辉ꎮ 传扬传统文化浑厚

而悠扬的晨钟暮鼓ꎬ如朗朗弦歌ꎬ高山流水ꎬ滋润

万众心田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ꎬ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ꎮ”他还指出:“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ꎮ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ꎬ都有其固有的

根本ꎮ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

的精神命脉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ꎮ” 〔１８〕 这

也提醒我们ꎬ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推崇

和践行的人格范式ꎬ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宏大工

程中具有重要参照价值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时代新人”的要

求ꎬ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德树人的新

目标ꎮ 如何培育“时代新人”? 主要涉及五个方

面的要求ꎬ即有理想、明大德、强本领、勇担当、重
实干ꎮ 其实ꎬ这些内容古代先哲谈论君子人格时

早已响鼓重槌ꎬ反复申论ꎮ “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卫灵公»)、“君子学以致其道” («论

语子张»)ꎬ这不是强调君子要有理想有抱负

吗? “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君子

以见善则迁ꎬ有过则改” («周易益象辞»)ꎬ
这不是把明大德作为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吗?
“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病无能

焉ꎬ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卫灵公»)ꎬ这
不是将本领和能力看作君子的基本素质吗? “君
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守ꎬ
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ꎬ这不是肯

定君子要有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吗? “君子以自

强不息”(«周易乾卦»)、“君子欲讷于言而敏

于行”(«论语里仁»)ꎬ这不是说明君子要有奋

发有为的实干精神吗? 如此等等ꎬ无不表明传统

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与当代如何做人做事的观

念要求ꎬ在许多方面是并行不悖、高度重合的ꎬ完
全可以一脉相承ꎬ融会贯通ꎮ

为什么在时代发展疾速前行、社会生活日新

月异的当下ꎬ传统君子人格能够“苟日新ꎬ日日

新ꎬ又日新”ꎬ〔１９〕 彰显出生机勃勃的持久活力?
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由古代延续而来ꎬ现代只是

历史长河中的一瞬ꎬ而漫长的古代不仅在时间上

是千百个既往现代的累积ꎬ并且在知识文化上拥

有无数既往经验和智慧的积淀ꎮ 人们之所以经

常说鉴往知来、借古开今ꎬ就在于历史和传统中

蕴藏着大量处理今天繁难事务的睿智和启迪ꎮ
当然ꎬ今天新人与传统君子所处时空不同ꎬ各自

面对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问题ꎬ需要以不同思

路、不同方法回应和解答不同的时代课题ꎬ这是

显而易见无须赘述的ꎮ 但两者在面对和处理不

同时代矛盾乃至云泥之别的时代课题时ꎬ具有大

致相同的内在精神气质ꎬ即孔子所说的“吾道一

以贯之”的伟大民族精神ꎬ这也是昭明彰著毋庸

置疑的ꎮ 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坚毅顽强的奋斗

意志、精益求精的钻研品格、敢闯敢试的革新追

求、爱岗敬业的挚诚奉献、助人为乐的古道热肠

等等ꎬ这些既是我们时代披荆斩棘、开拓前行的

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ꎬ也是对“天行健ꎬ君子以自

强不息”“地势坤ꎬ君子以厚德载物”为标志的君

子人格内蕴的时代诠释和生动实践ꎮ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大熔炉数千年熔

炼和锻造的人格典范ꎬ不仅汇聚和饱蕴着许多中

国人立身处世“千古不易”的基本理念及原则ꎬ
而且具有与时俱进ꎬ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品格ꎬ如
宋代理学家程颐所说:“君子之学必日新ꎬ日新者

日进也ꎮ” 〔２０〕作为中华民族坚韧性格和美好品德

的象征ꎬ君子人格从遥远的古代健步走来ꎬ一路

跋山涉水ꎬ不畏困难ꎬ饱经磨砺而不断开拓新境ꎬ
—３１—

从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看君子人格的普遍价值



展现了历久弥新的时空超越性和古为今用的时

代价值ꎮ 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是我们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培育时代新人能够活态嫁接的

老树新枝ꎬ必将在新时代犁铧翻垦的神州大地上

郁郁葱葱ꎬ呈现蔚为壮观的繁茂景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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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诠释»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１６７、１７２ 页ꎮ
〔１５〕此语源自孔子名句:“夫仁者ꎬ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

而达人”(«论语雍也»)ꎮ
〔１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ꎬ其次有立功ꎬ

其次有立言ꎬ虽久不废ꎬ此之谓三不朽ꎮ”
〔１７〕陈独秀:«新青年»创刊词«敬告青年»ꎮ
〔１８〕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

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ꎮ
〔１９〕«礼记大学»汤之«盘铭»ꎮ
〔２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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