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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其表现到政治上伦理上，也都是从此核心的作用去发动的。郭沫若认为，孔子“仁”含义是克

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因此我们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

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精神，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这种所谓仁道，很显

然地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把别

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张岱年认为，

“仁”的涵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一贯之道为“仁”。“仁”乃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

亦是中国人生哲学之最高理想。然而孔子于“仁”之外，实兼重“智”“勇”。认为自宋以来，儒者多专讲“仁”，

遗忘了“智”与“勇”，然智勇不足，所谓仁便亦成空虚了。杨荣国也认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的内涵

颇多，包摄了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而以孝悌为仁之本，以维护种族统治的所谓礼

治，达到“克己复礼”的作用。牟宗三认为孔子以“仁”为道德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智”藏于“仁”之中，一切

“德”亦藏于其中。“仁”的内在作用以成“圣”为目标，外在作用便是遥契“性与天道”，即怎样和宇宙打成一

片。从此“性与天道”不致挂空成悬空地讲论了。因此“仁”实为“天命”、“天道”的一个“印证”。杜维明从

道、学、政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对孔子仁学进行了探索，认为“这套思想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

烈的入世精神，即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又大异于希伯来的宗教信仰”。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吴虞在《吃人的礼教》中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

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认为在

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礼，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动的主线。孝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主

要内容，礼则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陈独秀认为，“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三纲五

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

宋儒所伪装，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神曰礼”。“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

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认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

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系统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陈独秀后来还说：“孔门之礼

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

懂得孔子。”在孔子的积极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么孔子和历

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立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儒家的独特

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

万世师表呢？宋庆龄也认为，作为一个改良家，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为了加

强这种封建秩序，他根据历史的传统创立了他的学说。为了使人民服从，孔子创造了一整套礼仪来加强封建秩序。蔡

尚思原来认为孔子核心思想是仁，80年代后又认为是礼，理由是“礼独高于诸德”，“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以

礼为仁的主要标准”。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的内容包括了人生的一切，即全身都用礼约束起

来，认为“以礼为孝、忠、中和的主要标准”，以礼为治国、法律、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史学、诗歌、音乐的

主要标准，以礼为美人、尊敬鬼神的主要标准，甚至日常生活中如饮食、睡觉、穿衣、乘车、坐席、谈话、交往等都

必须合礼。礼的重要性不仅高于其他诸德，而且其范围的广大几乎无所不包。“孔子的礼学，从大到细，面面俱到。

他打下礼教理论的基础，成为礼教系统的祖师”。他认为古代崇拜儒家孔子者，都公开宣传礼学与孔子的密切关系；

到了现代，传入西方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后，崇拜儒家孔子者便多避而不谈孔子的礼学，甚至宣传孔子反对

三纲、孔子主张臣权、孔子尊重女权等等，这是古今崇拜儒家孔子者的一个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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