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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仁”及其现实意义（葛荣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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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学而》）又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孔子

看来孝悌之道所以是“仁之本”，因为一个人如果对于生我养我的父母，对与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仁爱之心，那么又

怎能以仁爱之心去爱他人？认为“爱人”应从“孝悌”开始，再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方可做到“泛爱

众”。孔子在讲完“弟子入则孝，出则第”之后，马上就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又

说：“君子笃（厚待）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老朋友）不遗，则民不偷。（薄，不偷即不薄）（《论语•泰

伯》）“慎终（父母之死）追远（追思祖先）民德归厚（厚道）矣。”（《论语•学而》）一个在家不孝敬父母，不

慈爱兄弟和亲人者，在社会上是不可能尊敬师长、上级和朋友的，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是不会在社会上爱别人的，只

有在家庭中真正做到孝悌之道，方可以自己的爱心去对待他人，尊爱他人，只有以爱齐家，方可以爱治国、平天下。 

  如果把这种“亲亲”的爱人思想，进一步贯彻于治国之中，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德治”与“刑治”的对比中，他虽不否认“刑治”，但他认为“德

治”优于“刑治”，“德治”是“仁民”的根本之道。所谓“德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孔子虽不是一

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论语•尧曰》），极力反

对滥施刑罚的暴虐统治；在经济上，他主张减轻徭役和赋税，大力提倡“富民”、“利民”、“养民”、“惠民”；

在吏治上，主张“举贤才”，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甚至设想以选

举制选拔贤才。“尧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

语•颜渊》）孔子“德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仁爱”这一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在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德

治”是以“仁爱”为前提、为基础的。 

孔子所谓“仁爱”，在阶级社会里，虽具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它所蕴含的崇尚仁道，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思

想，并由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铸造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它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支柱，是最具闪光的民族之魂。同时，它所包含的民本主义，也是现代人用以构建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文化资

源。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当他将“仁爱”思想由社会

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宇宙万物时，也提出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观点。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提出：“巍巍乎唯天为

大，唯尧则（效法）之”。认为天道无私唯德是与，这多么崇高啊！在人间，只有像尧这样的圣君才能效法天道，让

位于舜，亦唯德是与也。这是一种“天人合德”的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孔子提出两条“爱物”的原则。一是“不

时不食”。（《论语•乡党》）孔子不但“爱民”，而且也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所以凡是不合时令的谷物瓜果，未

成的幼小动物，他是不吃的。有时，孔子把“孝”的内涵不限于子女对父母之孝，这叫“小孝”。如能博施“仁爱”

于宇宙，以成全天地万物之发展，这叫“大孝”。《礼记•祭义》篇云：“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

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在人类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能将仁爱之孝推展到

宇宙万物，是一种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在“不时不食”的思想基础上，根据动植物依“时（季节）”变化而发

育成长的生态规律，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的生态道德观念。他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

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鳌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

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在《王制》篇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

的“不时不食”思想，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

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

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



（山无草木）而百姓有余财也。”二是“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谓孔子只用鱼竿钓鱼，而不

用大绳挂鱼网，横栏在河道中捕鱼。他虽用带生丝的箭射鸟，但不用它射归巢歇宿的鸟。这叫“取物不尽物”。由

此，后世儒家多主张捕鸟“不覆巢”，打猎“不合围”，以免杀伤过多，灭绝生灵。不管是由“不食不时”而引出的

“取物以顺时”，或由“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引出的“取物不尽物”思想，仍是今天我国制定生态环保法律的文化

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葛荣晋，男，汉族，河南省济源市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于即留校工作，历

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现任哲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93

年被国家聘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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