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孔子问礼——“蓬累而行”  

    

老子传 (第六章)  

                                    孔子问礼——“蓬
累而行” 

--------------------------------------------------------------------------

------ 

    老聃失去典籍和官职；高申佳失去人心和头颅。——同是个失，两种失的性质完

全 

不同。 

    就在高申佳失头之时，老聃先生正在家乡曲仁里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朝中的时局。 

    几年以后，公元前五○九年，老聃六十三岁之时，敬王姬匄将他召回，从这时

起， 

李氏老聃重又开始了他的朝中生涯。 

    此时，战争仍未彻底结束。从这往后，老聃先生仍然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

展。 

一方面，等待战争彻底结束，询根问底，去找真谛；另一方面，还要更加踏实，勤苦

劳 

作，努力做好守藏室恢复和典籍的重新整理工作——这是周敬王将他召回的主要目

的。 

他下了大的决心，要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对两个大事进行兼顾：一、将守藏室彻底恢

复， 

至少是基本恢复，以弥补由于自己失职而造成的损失；二、在他来说，这是更重要

的， 

那就是实现他那个人们一想即知的他曾为之努力大半辈子的宏伟抱负。 

    自这以后，到公元前五○五年，老聃先生六十七岁的时候，敬王姬匄派人到楚国



去， 

将王子朝杀死，一代超人彻底结束了他的一生。 

    公元前五○四年，老聃先生六十八岁。十五年前投降过来的王子朝的羽翼儋翩，

开 

始谋反。他勾引郑国，反对敬王。郑国派人向周朝发动进攻。他们声势浩大，来势凶

猛， 

先后向周朝的六个城邑发起进攻。晋国的国君晋顷公派兵到周朝来，帮助周朝进行守

卫。 

郑、晋两国的军队发生冲突，两军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敬王姬匄，又一次逃走，到外

地 

去避难，慌慌惶惶，犹如丧家之犬。 

    公元前五○三年，老聃先生六十九岁。儋翩联合尹固的后代尹氏家族的族人，起

兵 

背叛周敬王，与单旗、刘卷交锋，两军对杀，重新掀起内战。晋国军队保护着敬王姬

匄， 

将他送入王城（陕州）。此时敬王才算有了暂时安身之地。 

    公元前五○二年，老聃先生七十岁。单旗、刘卷的军队攻下叛军占走的周王朝的

四 

个城邑，儋翩等反叛者彻底失败，敬王回到周都洛阳，直到这时，周王朝猛——朝、

朝 

——匄的争位之战才算彻底结束。 

    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五○一年，老聃先生七十一岁。此时，七十一岁

的 

老聃，胡须、眉毛、头发，全部白净，而且中型白胡变成了较大型白胡，确确实实地

成 

了一个无愧于带上“老”字的先生。而且这位先生此时也确确实实成了一个十分懂

礼， 

道高德崇，当之无愧可以教人之老师。 

    这年二月（农历），鲁国的孔丘五十岁，开始到中都出任邑宰。如果再有六个多

月， 

过了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的年龄算是五十一岁（他是公元前五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生）。 

此时的孔子，“五十有一而不闻道”的孔子，五十有一尚未真正懂礼的孔子，在他开

任 

邑宰之时就已开始打算到周都洛阳去找老聃先生求教了。 

    二月，鲁定公派南宫敬叔（孔子的学生）去请孔子，突然委以邑宰之职。孔丘走

马 

上任，一下子成了中都这个地方的“县太爷”。他春风得意，壮志满怀，下决心要把

这 

个地方搞得十分象样。 

    在当时，西、东周期间的行政区划，一般说来，情况是这样的——那时，最小的

单 

位叫比。五家为之一比。从下往上，从低到高，按次序来说，则是：最低者是比，比

上 

是里，五比为一里；里上是闾，四里为一闾；闾上是党，五闾为一党；党上是州，五

党 

为一州；州上是乡，五州为一乡；乡上边，是一个较大的区域，相当于郡县制实行之

后 

的县。那时郡县制尚未实行，除个别地方称县以外，大部分都称“地方”。如：苦

县， 

则称为“苦”，“苦地”，或“苦这个地方”；中都县，则称为“中都”，“中都境

地” 



或“中都这个地方”。不管是鲁国的“中都”，还是陈国的“苦”，后来都称为县。

县 

以上是国（诸侯的封国），国以上则是周天子。 

    对于当时行政区划，以上的说法，只能说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具体情况，则不尽

然。 

因为从西周，到东周，时间在变，情况在变；从陈国到鲁国，地域在变，情况也不相

同。 

例如，陈国苦县的县长称为县正；鲁国中都县的县长则称为县宰。中都宰就是中都县

的 

县长。孔子到中都去任中都宰，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到中都县去当县长。 

    孔子去中都之后，发现情况十分糟糕。这里道路坑凹不平，残墙断壁，肮脏破

烂。 

民风习俗则更差劲。一些官员，己欲膨胀，贪污受贿，吃喝玩乐，舞弊卖法，蝇营狗

苟。 

清正廉洁、主持正义的好官在邪气面前备受压制，被弄得无法抬头。流氓无赖横行霸

道， 

鱼肉乡里。他们抬手便打，举脚就踢，动不动掂刀动武，不懂半点礼仪。乡上的一些

人 

连饮酒的规矩都不懂，往往是十次饮酒，五次打架，酒桌上的杯盘碗筷都给掀翻。商

人 

们欺行霸市，瞒哄坑骗。特别叫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人丝毫无有孝心，半点不懂孝敬

之 

礼。他们打爹骂娘，虐待父母，伤天害理。一些人伤风败俗，嫖娼卖淫。据传，当时

最 

突出的有三件事：一是沈犹氏贩羊，用盐拌草料喂羊，等于活羊充水，加重体量，进

行 

骗卖，大发横财；二是公慎氏的妻子漆氏，貌美性淫，伤风败俗；三是富豪慎溃氏不

按 

礼仪行事，娶妇嫁女时，用和太子没有区别的礼乐来破坏周礼。 

    孔子下大力气对中都进行了治理，对清正廉洁的官员扶植重用，对贪官污吏进行

了 

严惩，有的革职，有的下狱，罪行严重的还取下了颈项上长着的那颗人头。接着整治

社 

会风气。对欺骗、不孝、卖淫、打架斗殴，一一进行了痛击。几个月后，风气大有好

转。 

可是，孔子想：“这终究不是长策。我在这时，他们不敢逞强；我一走，他们会又恢

复 

原样，甚至会更厉害。由于礼崩乐坏已久，他们已经不知什么叫做周礼。你不许他们

胡 

来，他们可以不胡来，然而，不胡来之后，应该如何去做？要想长治久安，使风俗美

好 

可爱，必须使中都人人懂礼。不仅要使礼蔚然成风，还要用制度来保住它。天下最大

的， 

最重要的是复礼！我要彻底全面地用周礼周乐治理中都！要复周礼，首要的是我得先

懂 

周礼。时至今日我对周礼还是一知半解，这该咋办？”他想起了老聃，想起了德高望

重、 

学识渊博、对周礼理解得十分透彻的老聃先生。他要到周都洛阳去向老聃请教，要用

周 

礼治好中都，做出样子，推及鲁国甚而推及天下，实现他的伟大抱负。 

    八月底，刚够五十一岁的孔子，向鲁定公禀明自己的想法，得到恩准。 

    这天早晨，孔子一起床就让车夫套上车子，打算和自己的学生南宫敬叔一起到洛



阳 

去。他们用竹篓带上一只大雁，兴致勃勃地坐上马车。紧接着，车夫将鞭一扬，他们

就 

开始向着周都进发了。 

    时令正是收获季节。秋高气爽，天蓝云白，金风送来果香味，莽野色苍入画图。

一 

只雄鹰在高高的天空飞着。面对人们易感悲凉的秋景，孔子却深深感到心旷神怡，温

暖 

如春。此时的他，实在是大有鹏程万里，壮志凌云的心情。如果非要找到与他这时的

心 

境完全符合的言词，那末这言词就是在他以后与他相距大约一千五百年的一位诗人所

写 

的诗句：自古诗人悲廖萧，我道秋日胜春朝，凌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有话就长，无话就短。孔子和南宫敬叔他们，日夜兼程地赶到周都，一个夕照嫣

红 

的傍晚，走进洛阳东门，在一家馆舍住下，单等第二天拜见老聃，这些就不多写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心情不好似有悲秋之感的老聃先生，送走一位名叫尹喜的年轻

人 

之后，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白发、白胡、白眉毛，正打算到守藏室去，忽见一个身

穿 

素衣、头顶蓝色扎帕的黑胡老者和一个身穿蓝衣、头顶灰黄扎帕、双手端着竹篓的壮

年 

人，一前一后的向这里走来。 

    “老聃先生在家吗？”老聃先生恭恭地走到门口，拱起手，算作迎接，“请进

屋， 

快请进屋。”亲切地笑着，额头上不明显地显现出几条挂满慈祥的皱纹。 

    客人进屋，老聃先生慌忙让坐。 

    黑胡老者不坐，充满敬意地说道：“我们来此，是向先生求教，先生在上，请先

受 

晚生一拜。”说着就要施礼跪拜。壮年人急忙放下竹篓，拉开陪拜的架式。 

    “咦咦，不可，不可。”老聃先生慌忙弯下腰去，伸出两只手去拦那黑胡老者和

壮 

年人。硬是把他们拦起。 

    黑胡老者说：“先生，不知您目下是否还认识我？” 

    “认识，认识。”老聃先生看着他，嘴里说着认识，心里仍然迷惑不解，看着那

人 

的面目，似曾相识，但是就是一时说不出是什么名字。 

    “我姓孔，叫孔丘，鲁国人。二十年前，我曾在巷党见过先生一面。” 

    “咦，咦，着，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老聃先生一下子笑容满面，从内心

深 

处彻底高兴起来，此时心里那点悲秋之感完完全全地被彻底扫光了。二十年前的故友

今 

又相见，千里遥远从故乡方向前来求教，你想，他心里是个啥味儿！能不高兴！“请

坐， 

请坐，仲尼先生，请你们快坐。”孔子说：“先生莫要这样称呼我。”老聃说：“二

十 

年前我说过，我们可以这样互称。”孔子说：“自今日起，在先生面前，我要把仲尼

后 

边的‘先生’二字去掉。”老聃慈爱的一笑，没说什么。 

    三人落座之后。老聃将茶冲上。孔子把南宫敬叔向老聃先生作了介绍，老聃连连

点 

头之后，孔子说：“先生，丘这次前来，没有什么礼物，只带了一只大雁作为我对先



生 

心意的表示，还不知先生对此礼物是否喜欢。”说着叫南宫敬叔捧出大雁。 

    老聃先生见南宫敬叔将一只羽毛干净的大雁捧到自己面前，就笑着，弯腰用双手

抚 

摸着雁翅的两个肩头说：“好，好，我喜爱这礼物。这不是象有些人那互相以礼取利

之 

物，这是我们互相以礼取义之物。大雁是懂人情的，它可以将咱们的情感从曲阜带往

曲 

仁里，带往成周，再从成周带往曲仁里，带往曲阜。好哉，好哉，此传情之物也。人

情 

者，我不忍食也，待我和它亲热几日之后，就可以放它回归自然了。”说着，让敬叔

先 

将它放入竹篓。 

    老聃先生重新坐正。孔子向他说明来意，并向他讲述了中都地方礼崩乐坏的情

形， 

然后以强调的语气说明必须彻底全面地恢复周礼的理由。老聃先生同意地点了点头。

当 

孔子以生动的言词详细地向老聃讲到那里人如何不孝，如何虐待父母和沈犹氏贩羊如

何 

用盐给羊充水进行欺骗以及乡上人在喝酒的时候如何掀翻桌子，打架斗殴掂刀杀人的

时 

候，老聃先生感慨了：“唉！不象话，也真不象话！” 

    孔子说：“如今我深深地意识到了恢复礼制的重要性，然而总不能从理论高度上

去 

将它的重要性准确地说出，特别是不能从周礼的典籍上说出。我想请先生先来说说礼

的 

重要。” 

    “对于周礼，我也只能说是略知一、二。”老聃先生说，“古礼上说，‘道德仁

义， 

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

不 

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

神， 

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

不 

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

曰， 

礼者，不可不学也。’是的，天下若果没个叫人如何往好上去做的规矩，而是谁想咋

着 

谁咋着，乱来一气，胡来一气，那还行啊？那不成了和禽兽完全一样了吗？象你说

的， 

那个人在喝酒时掀翻桌子，说句笑话，若果不以礼的尺子去量一量，而让那人再去进

一 

步的无礼，让他在摆好酒席之时去用尿洒一桌子，人人如此，天下的酒席不都成了无

法 

下肚的尿席了吗？象你说的，还有那个人打骂爹娘，若果让他再进一步无礼，让他在

吃 

娘奶长到会掂刀的时候就去杀娘，天下不就整个儿的成了小孩有娘、大人无娘的尘世

了 

吗？若果天下的娘都因怕儿杀娘而去趁早杀儿，天下不就成了人类自我灭种的尘世了

吗？ 

说得重了，这是笑话，这是笑话！哈哈哈哈！”说到此，他很是兴奋，开心地大笑起



来。 

引得南宫敬叔也笑起来了。 

    孔子没笑。不仅没笑，而且哭了。泪流满面，掏出布巾，蘸起眼来。他很激动，

心 

里十分兴奋。他感到异常欢喜，异常欣慰，心里甜丝丝的，而且异常感慨，泪水冲得

他 

在满腔甜美之中还透出一种苦味，苦不阴的。是的，他多年渴望听到而未听到的话，

如 

今听到了，多年想让人说而没人说，如今有人说了，从他多年来十分景仰的人的嘴里

说 

出来了。而且他说得是那样的有高度，那样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感人，而且

还 

带着开怀的大笑，多好啊！他能不兴奋？能不泪流满腮？ 

    啊！真真叫人“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蘸完泪，抬起头来，看着老聃先生说：“先生，我想实行礼制，满心都是好

意， 

就这还有骂我是想用礼去束拴人呢。” 

    “这种和谐的自我束拴，不比什么也不束拴，任其杀人放火，而被法绳束拴强得

多 

吗？”老聃先生幽默地说。 

    “先生说得真好。”孔子说，“我想请先生说说，乡上人饮酒都有哪些礼节？” 

    “这个吗，”老聃先生说，“说好说不好，我来试试。先说筵席上的人数和设置

吧。 

眼下，乡上人饮酒，一席人数很不固定，多多少少，多少不一。我认为周礼说的一席

八 

人为好，有其道理。一席之上，要设两个表示最崇敬的位子让宾客坐，此座位算作自

然 

中的天；设两个较次一点的位子，让两个主要的陪伴者来坐，这两个陪伴者叫做

‘介’ 

与‘僎’，好比自然界中的阴与阳；设三个位置再次一点的位子，让三个起名叫做众

陪 

伴的人坐，这三人好比是自然界中的日月星，也叫三光；最次的一个位子，是主人

坐， 

这个位子好比是自然界中的地。这样八人，组成一个自然界，合乎天的规矩，最为适

宜。 

按古籍上说，那就是，‘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僎以象阴阳，立三宾以象三

光， 

古之制礼也’。至于说宾客刚到之时如何对他们礼让接待，古籍上也说得清楚，‘主

人 

拜迎宾于库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解，所以

致 

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

接 

也。’这些，你一听便懂，我不必多说。做到这样的尊让洁敬之礼，人们就会不争

斗， 

又热情，安乐和谐，天下太平。按古籍上说，那就是，‘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

不 

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 

    “好！好！好！”孔子听到这里，心中非常高兴，不由自主地合手夸赞起来。停

了 

一下，他又说：“作为人子，在孝敬父母上都有哪些礼节，我想请先生重点说说。”

用 



两只笑眯眯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老聃，他简直是高兴得有点入迷了。 

    “这个，能不能说好，我也试试。”老聃先生说，“周礼的内容很多，其中重要

的 

是尊尊，亲亲，宽厚，仁慈，爱民，和乐，勤谨。孝敬父母，既是尊尊，又是亲亲。

作 

为人子，孝敬之礼，为数不少，我只能择其要者，予以罗列。子女对父母应该做到， 

‘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严冬温暖被褥，酷暑清凉床席，晚上铺整床铺，早晨

起 

来问安）。‘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为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见

父 

的朋友，父不叫近前，不敢近前；父不叫退出，不敢退出；问你话，就答话，不问你

话， 

不要言声）。‘出必面，反必告，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外出向父母告辞，归

家 

向父母告回，出门远游，要使父母知道所去的地点，学习一样东西，必须专心专意，

学 

出成绩，做出结果）。‘居不主奥，坐不中庸，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与父母同

住， 

别占尊贵的主房；与父母同坐，别占正中的尊位；与父母同行，别占正中的道路；与

父 

母同站，别站门口正中）。‘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父母在，子女孝意

未 

尽，不许随便为别的什么去死，不该有自己的私财，财产即然归你，也应看成是父母

的）。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悦色，有悦色者，必有婉容’，‘一

举 

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有孝

心 

的儿女应对父母有深爱，对父母有深爱之心，在父母面前必然和和气气，满面悦色，

一 

脸好看的面容，不故意拿难看的脸叫父母看。行动之中不忘父母，言语之中不忘父

母。 

不以恶言对待父母，不用自己骂人的言语去激怒别人而使父母挨骂）。‘孝子之事亲

也， 

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

而 

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孝顺的子女，对待父母最重要的有三大方面：父

母 

在时，要养护，父母死时办丧事，丧事过后不忘祭念。养护父母，可以见他的孝顺；

办 

丧事时，可以见他是否悲哀，对父母有没有真正爱心；祭念之时，可以见他对父母有

没 

有敬意。做到这三大方面，是孝子的最好行为）。” 

    孝聃先生说到这里，停下来，定定地看了一眼孔子。孔子异常兴奋，连连点头，

一 

脸钦佩的笑容。“好！好！好！”孔子再次合起双手，“请先生把这段话再说一遍，

再 

说一遍。”如饥似渴地请求说。 

    老聃先生应求，又将上面那段话语说了一遍。直到说得孔子脸上现出满足的神

色。 

这个时候，老聃先生话题一转，接着茬又往下说：“有人会说，周礼上关于如何尽孝

规 



定得那样具体；关于父母如何疼爱儿女的为啥写得那样少呢？这个，不说也知。因

为， 

除极特殊情况外，天下父母几乎是没有一个不疼自己儿女的。他们比子女早到尘世一

步， 

是当然的自知怎样疼爱的。父母疼儿女，是天然性的，是天叫他那样，是必然那样，

是 

不由人儿；儿女孝敬父母，是回报性的，是回过来报应。如若将礼彻底废去，完全任

意 

去做，父母也不会不疼自身生出的骨肉，何况他们将来都需儿女的回报；至于儿女则

不 

尽然，因属事过之后的回头答报，有品格者，有真情者，则是有问必答，有恩必报。

无 

品格者，无真情者，则是一省了之，不答不报，溜之乎也。疼爱最真父母真，恩情最

深 

父母深，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天然的，是伟大的；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也可以叫做

天 

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天然还要更进一步的，是更加伟大的。孝是立身之本，

是 

可以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伟大的，这和‘爱黎民者伟大，爱黎民而不爱黎民中的自己

的 

父母者不是真伟大’的意思是一致的。孝不光是立身之本，而且是和安家、安国、安

天 

下紧紧连在一起的。周礼上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庙 

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

故 

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达，百志达故礼俗成，礼俗成则然后乐’，就是这个意思

也。” 

    “好！好！好！好啊！”孔子高兴得几乎坐都坐不住，简直就要拍手喝采了。接

下 

去，他又向老聃先生提出好些礼的问题，让他解答，如祭祀礼、朝拜礼、婚礼、丧

礼、 

聘礼、燕礼、冠礼、射礼、亲友来往礼、男女授受礼，甚而至于经商买卖礼，街巷外

众 

礼等。老聃先生一一做了准确、明白、生动而圆满的答复。致使孔子心满意足，如愿

以 

偿。 

    南宫敬叔向高兴得几乎入迷的孔子使个眼色，意思是“咱们该回去了”。孔子会

意， 

抽身站起，拱手向老聃说：“先生，你累了，我们该回馆舍了。明天再来打扰，我们

先 

回馆舍吧。”说着要走。“呦！你咋能说出要走的话呢？不能走，在这用餐，在这用

餐。 

我已安排好了，恐怕午餐已经备好了。”老聃先生挽留他说。孔子执意要走。老聃先

生 

执意挽留，而且说：“你们要走，我会生气的。”孔子见老聃先生这样地以真诚的态

度 

留他吃饭，也就不走了，十分高兴地重新坐下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仆人们利利

索 

索地将饭菜端了过来。 

    老聃先生以既简便可吃，又不算不丰美，而且带有曲阜和曲仁里风味的酒肴饭

菜， 



款待了他二十年前见过一面的，如今已成了他的“破格学生”的孔子仲尼，以及孔氏

仲 

尼的弟子南宫敬叔。 

    午餐间，由于孔子异常兴奋，加之由于老聃先生谈笑风生所给予的感染，致使孔

子 

话头较稠，言语较多。话里多是表明自己的远大志向，以及彻底、全面、不折不扣地

恢 

复周礼，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决心。老聃先生感到他有点外露，而且老聃不同意在

恢 

复周礼上的不折不扣，特别是不同意周礼中的刑不上大夫。他本可以发表点不同的意

见， 

但是他此时并未发表。仲尼千里遥远，前来求教，正在兴致勃勃，他不能泼凉水，他

不 

能用不同的意见去减弱他的兴致。他满脸笑容，一腔春意，以兴致勃勃去应和孔子的

兴 

致勃勃。 

    餐间，孔子提出打算请教乐（音乐）的问题。孔子说：“适才听先生说的‘礼也

者， 

动于外者也；乐也者，动于内者也’，我以为在帮助以礼治国上，乐是不可缺少的东

西。” 

    老聃先生说：“对于礼，我算略知一二；对于乐，我没什么研究。我有个要好的

朋 

友，名叫苌弘，对音乐很有专长，他的祖辈，好几代都是乐官，他本人就是当朝有名

的 

乐官。饭后我请他来。……” 

    “不用了，不用了，明天我们登门拜访他。”孔子说。 

    “那也可。你就说是我叫你找他。”老聃先生说，“他家离我很近，就在这个方

向。……” 

用手指点一下，“明天我领你们去见他。” 

    “不用了，你太忙，太累了。” 

    饭后，孔子他们要到洛阳的几处名胜古迹去看看。老聃先生打算陪他们一块去。

孔 

子可怜他偌大年纪，又累了一个上午，不忍心再让他吃累，诚恳地进行了推辞。老聃

先 

生点头同意，指点了参观的方向，就让他们自己去了。 

    古都洛阳，古迹很多，他们只能挑主要的地方去看。 

    他们先到古代天子用以宣明政教的地方——明堂。明堂，这是一处典型的古建

筑。 

古朴典雅的建筑群，古香古色，耐人寻味。室内墙壁之上，用原始画法画着一些像。

显 

眼处画着唐尧、虞舜等贤明帝王的画像；阴背处，画着人们心中憎恨的夏桀、殷纣的

漫 

画脸谱。幅度最大的是一幅“周公辅政图”。那周公，面目慈善，和蔼可亲。孔子见

到 

这位他心中最为崇敬的，连梦里都想见到的人的画像，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久久不愿

离 

开。他激动得噙着眼泪说：“至善至美的完人啊！您制定的周礼太好了！您没有私心

才 

是真正的。正是您的真正没有私欲，才使大周之天下繁荣富庶了好几百年啊！” 

    接着，他们参观了周天子祭祖的家庙——太庙以及其他几个地方。 

    傍晚，他们回到馆舍。这天夜里，他们安歇得很早。由于心感满足，加上一天的

劳 



累，浑身疲乏，睡得很是香甜。 

    第二天，吃过早饭，孔子就和南宫敬叔一起拜见苌弘。苌弘听说老聃介绍的孔丘

前 

来求教，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他给他们亲自弹了琴瑟，讲了一些音乐技法和理论。 

    下午，孔子他们又看了一些洛阳的古迹。到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到老聃家辞别

了。 

    他们第二次的走进老聃先生的家门。 

    “好啊，好啊！老聃先生笑容可掬，慈善的脸上仍然是充满春意，“要问乐，也

问 

了；要看的，也看了，好啊。”孔子说：“先生，此次来周都，我太高兴了，收获太

大 

了！周都真不愧为文明古都，礼义之帮，太好了！咱们先王的那些礼，真好，真是尽

善 

尽美。先生，按您讲那些，回到鲁国，我要禀明定公，要他彻底全面、不折不扣地恢

复 

周礼，把鲁国治得人人懂礼义，个个知廉耻，上尊老，下爱幼，长幼有序，家家和

睦， 

朋友有信，忠诚待人，买卖公平，商贾无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进而达到修身齐

家， 

治国安帮天下平。我要好好说服国君，如若国君采纳我们建议，鲁国幸甚，社稷幸

甚； 

若不采纳，我要据理力争，甚而不怕一死。为复周礼，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不知

我 

说的对不对。咱们就要离别了，在临别之时先生有啥话请作安排。” 

    对他的话，老聃先生没有立即附和，他心里说，“这个孔丘，正直、坦率，是个

好 

人。可就是有点外露。有德的善者，再加上点含蓄包容，不为狡猾。周礼虽好，里面

难 

免有些如今不能再用的东西，提出不折不扣地恢复，未免有点不合史辙。他执意不折

不 

扣地恢复周礼，看来鲁定公是不会答复的，看来是要碰壁的，是要遇到灾难的。这个

人， 

如若将来不被灾难毁掉，将会成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作为一个朋友，千里遥远

前 

来求教，我不能明知他有灾难而一声不响。我要泼泼他的凉水，开导一下。不然，我

是 

心中有愧的。”出于关怀，出于爱护，出于一片好心，他冷静地微笑一下，然后慢慢

启 

唇说：“仲尼先生就要走了——请还是让咱们以‘先生’二字互相称呼吧——临行作

点 

赠言，这是自然的，是我应该做到的。我以为礼是必须得有的，天下无礼是不象话

的。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好的。然而，要不折不扣地恢复周礼，恐怕是无法做到的。时光老

人 

的脚步从那个时候走到这个时候，有好多情况都变了，您所说的那些制定周礼的先

王， 

如今他们的骨头都已经朽了，唯独他们说的话如今还在。不要冒着危险勉强去套用他

们 

治国的法子。要知道爱护您自己，不要和国君硬争。遇上明君，就好好辅佐他；遇不

上 

明君，要蓬累而行（顺水而走，适可而止）。我听人说，一个有经验的商人他的一些



  

货 

物是藏而不露的；一个有大德和大学问的人，是深沉稳重，貌似愚鲁的。要防止有人

认 

为您骄傲，不要使他们感到您志气太大，太刺激。这些都是对您有好处的。好了，好

了， 

恐怕我说得不大好听了。唉呀，看，看，不赠言便罢，一赠言，竟然泼起凉水来了。

我 

的话，不管是合适也罢，不合适也好，仅仅供您参考。不管怎样，反正我是肺腑之

言， 

一片好心。”说到这里，用善意的目光，看着孔子笑了。 

    孔子不但没有感到难堪，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感动了，他连连点头说：“是

的， 

是的，先生的话语确实是肺腑之言，确实是一片真心。”孔子是能够虚心接受意见

的， 

他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证明。 

    老聃先生又向孔子说了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以使他热情不减。孔子不仅仍然高

兴， 

而且更加佩服。老聃先生提出一定要在明天一早坐车到馆舍前去送他。孔子十分恳切

地 

进行了推辞。接下去，他就和南宫敬叔一起拜别老聃，出门而去了。 

    回到馆舍，南宫敬叔问孔子说：“老师，您说这老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想了想说：“对于鸟，我们知道他能飞；对于鱼，我们知道他能游；对于野

兽， 

我们知道他能跑。对走兽，我们可以用网或兽夹来捉它；对游鱼，我们可以用钓钩来

钓 

它；对飞鸟，我们可以用弓箭来射它。就是对于龙，我们不知道。它能潜深水悠游四

海， 

乘风云直上青天。别说捉它，连琢磨都琢磨不透。我们所见到的老聃先生，不就是龙

吗？” 

    第二天一早，孔子他们就离开洛阳，驱车回鲁了。 

    从这以后，东周王朝更加衰微了。早在一百年前，敬王的祖先周襄王就被晋文公

调 

来调去，如今，经过朝内战乱之后，为周敬王出兵立功的晋顷公就更不把敬王放在眼

里 

了。周朝衰微得简直象个小小的诸侯之国了。 

    公元前四九九年，老聃先生七十三岁，一天，他忽然想起，“王子朝要以他的理

论 

作为学说精髓，现已彻底破产了，对于我的尚且还是未来的学说，现已检验明白了。

王 

朝守藏室的恢复工作，现已基本做完了。在这名存实亡的姬家小朝，再蹲也没有必要

了。 

我该走了，该回家去做自己的事业了。” 

    在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他出生的七十三岁的纪念之日里，他开始向敬王写出

辞 

呈，“蓬累而行”，正式“告老还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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