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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对孔子学说的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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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人所忽视”。吴宓认为,中庸之道作为常人行事的一个理想目标，只能“随时竭诚输智，以求所谓中庸之履行

也。”② 

  三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林批孔时，吴宓不顾年老体衰和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当时，

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一位领导找吴宓谈心，原本想启发他带头批孔，而他则在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批孔的坚定

态度之后，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歪曲从学理上进行了辩驳。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

《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吴宓认

为：“时下之论，并未弄清克己复礼是何意思。”⑥他旁征博引，从什么是“礼”谈起。先秦著述，谈礼甚多，含义

各不相同，其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春秋之世，礼多指道德规

范，例如早于孔子的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克己复礼”之“礼”就是

管仲“礼义廉耻”之“礼”。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骄奢淫侈，道德

败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旨在倡议人人（自王侯庶民）克制（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于道德规范。

这怎么能说是孔子要复辟奴隶制度？⑥ 

吴宓认为，今天我们评人论事，要知人论世，看主流，看实际行动，并例举孔子两点遭到误解、歪曲的地方用历史事

实加以辩驳。第一，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实践是教书。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先例是反奴隶制的，他的弟子也大多是平民乃

至奴隶。他毕生的行动，身体力行，是与奴隶制对着干的，怎么能抛开他的实际行动，凭空说他搞奴隶制复辟？第

二，孔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提倡仁义，讲求忠恕；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青年“居

勿求安”，“食勿求饱”；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之余力，则以

学文。”这个道德修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于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⑥(P418) 

对于那位领导说孔子提倡忠君是反动的，吴宓说：古时所说的君，固然是具体的统治者，却也同时是社稷——国家、

民族的象征。而且孔子所说的“君”不一定是奴隶制之君，倒可以举出许多证据证明是新兴地方阶级之君。更具进步

意义的是《论语•学而》中孔子的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实是对治国之君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敬事——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信——讲究诚实无欺。对臣民敦厚诚恳；讲究言而

有信，说话算数，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节用——节约俭省，

绝不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爱人——要爱百姓。使民以时——一切驱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顾季节，不

能有误农业生产。⑥（P419）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吴宓之论立

足于他对孔子伟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学说的真义与价值的深刻理解，这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来反文化、反文明

的年代是振聋发聩的。可惜这些话不但给吴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毒打、折磨而致伤

残），而且不是公开的，更谈不上发表，未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这是吴宓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

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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