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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郎朗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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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与孔子本来就不搭界，一个现代一个古代。一个弹钢琴，一个传播思想。一个活着风光，一个死后荣耀。一个挣钞
票，一个收风干猪肉。一个当学生，一个当老师。一个经常出国也不知周游列国的苦滋味，一个周游列国也没出过中国的
大门。郎朗也没学过孔子思想，孔子没见过钢琴。两个人全都走四方，一个吸引世界人眼球，年纪轻轻就风光无限，一个
活着被人撵得屁滚尿流，有如丧家之犬，死了也是毁誉参半。这两个人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
独木桥。假设两个人同时活着也是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主儿。 
可最近出现的事，还真是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了。郎朗到美国白宫弹《我的祖国》，写着博客说着话，孔子像在天安门立
起来。孔子立在那却一言不发。孔子活着的时候也肯定没想到，其思想影响中华几千年，塑像也放在了天安门广场。一个
能说话辩解，一个不能发声。说话的未必是真话，不说话的反而显示了几千年形成的伟力。沉默是金，诚哉斯言。 
郎朗弹钢琴在世界名声响当当，到美国白宫弹也顺理成章。都是名人，名人在一起就显示出份量。郎朗没有想到的是，就
是因为弹一首《我的祖国》，引来众多围观者、批评者。有人认为，《我的祖国》弹得好，大长了我国的威风，大灭了敌
人的志气，一定要打败美帝野心狼，有人因此把他称之为民族英雄。有人认为，《我的祖国》弹得糟，显示中国人是个暴
发户，GDP三十年超过美国，经济好政治就狂妄，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小家子气。也有人说没有必要对《我的祖国》进行必要
的解读，美国人都没当回事，中国人却当回事，把本来不是政治化的内容过于政治化了。还有人说郎朗还年轻，应还郎朗
一个朗朗天空。郎朗自己也说他弹《我的祖国》不知这首歌的背景。权力部门也出来解释，说对郎朗弹的内容没有进行审
核，全由郎朗自己来定。 
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孔子同意与否就立在那里了。这一立，同样引来众多的围观者、批评者。有人说立得好，有利于
重建传统文化，重塑传统道德，对于世风日下的道德有整合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有人说孔子的思想几千
年来证明就是一个没准的主儿，不用时批，五四运动批了一次，毛泽东批了一次。用时立，蒋介石立一次，改革开放之后
又立一次，对于孔子就是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还有人说孔子是个害人精，他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培育的是
封建专制统治者需要的臣民。更有人说，孔子是个自由人，由此推出儒家自由主义。原来搞自由主义的刘军宁先生，也通
过自由的视角，与孔子进行了自由的对话。不过活人和死人的对话，总是个吓人的事，再说活人和死人对话，本来就不公
平，活人说，死人不会说。即使说了，也是活人强加给死人的。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而思想史，就是小
姑娘打扮的重灾区，一切思想史都是当代思想史。历史的小姑娘活得还真不容易，天天为了打扮而被人翻箱倒柜。 
本来就是一个郎朗，搞得千人千面。一个孔子，搞得万人万面，孔子毕竟比郎朗年头长了几千年。郎朗变成了每一个人心
目中的郎朗，孔子变成了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孔子。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却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在每
一个人心中展示了不同人的形象，一个人的价值在每一个人心中展示了不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对他们二人按着自己不同
的价值观进行重组或重塑，这种价值观的重组或重塑展示了每一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展示了社会
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不同样式，展示了每一个人对自由本能的或理性的诉求和对尊严的社会承认。 
在社会多元化、思想多元化、价值多元化逐渐形成的社会里，人们应该更多展示宽容或包容的一面。尽管“在一个人权未
被践踏、人们不因其所信和所是而相互迫害的世界里，宽容的事业是不需要捍卫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总是那么不尽人
意，“公民自由得到尊重、舆论与信仰的多样性得到宽容的时代与社会是极端稀少的——在人类整齐划一、不宽容与压迫
的沙漠中，是罕见的绿洲。”（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第247页，以下只注页码。）一个多元价值观
的形成，一个多元社会的形成，需要所有人通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懈追求，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宽容的绿洲。人类心灵是不完
善的，不完善的心灵需要不同的观点碰撞和交锋，“舆论的多样性会对真理有益。”如果对真理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
表面上不符合真理的言论“情愿采取迫害者的逻辑，说我们之所以迫害别人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而他们不得迫害我们是
因为他们是错误的。”（第266页。）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因致命的自负而导致致命的错误。没有人绝对正确，没有人绝对错
误，对社会多元的承认、思想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尊重，是现代公民、现代自由人的基本标志。郎朗的多元化解读，孔子的
多元化解读，都是人的不同价值的展示，不能通过一种价值消灭另一种价值、一种价值打击另一种价值。宽容别人就是宽
容自己，宽容别人的价值就是宽容自己的价值。 
人是骑士而非马匹，人是自己目的的寻求者，他以其自己的方式追求目的，追求的方式越多，人的生活就变得越丰满，个
体间相互影响的领域就越广，新的和预料之外的机会就越多，他沿着新鲜而未被探索的方向改变自身性格的可能性越多，
展示在每一个个体面前的道路也就越多，他的行动与思想的自由就越宽广（第252页）。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可公度的，有
的价值观甚至呈现出敌对状态，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的认同感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他们人之称为人的一部分。如熊
比特所言：“认识到一个人的信念的相对有效性，却又能毫不妥协地坚持他们，正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转
引伯林：《自由论》，第246页。）同理，郎朗和孔子成为多元化解读的标本，是野蛮人步入文明人的标志，社会进步的象
征。 



多元价值如果与权力保持距离，每一元价值都如青春般曼妙。如果与权力融为一体，每一元价值都显得老态龙钟。多元化
价值是对权力者权威的化解，是对权力者输出价值的有效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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