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节力行传千载，奈何当今有骂名——死不瞑目的许衡（王达三）

王达三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世称

“鲁斋先生”。他是当时少有的儒学大师，被后人称为是“元朝一人”、“朱子后一人”。 

《元史?许衡传》上说：“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

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

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

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 由此可见，许衡的德行言教，大有孟子

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之风，因而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 

“孔融让梨”的故事流芳百世，而许衡“义不摘梨”的故事也已传诵近千载。据《元史?许

衡传》记载：许衡“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

主乎？’”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和“道德之乡”而名著于世，许衡“义不摘梨”的故

事，就是中国“道德之乡”的一个理想高标。后人曾有诗称赞许衡：“许衡方渴时，不食道

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但是，许衡万万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上不愧天、下不怍地而折节力行的事情，在今天却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指责。200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试卷中，有这样一个辨析

试题，即就许衡“义不摘梨”的故事而问：这路旁的梨该不该摘？并要求考生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价值观的相关原理加以分析。 

从该题命题的用意来看，出题者是希望考生能作出如下答复：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

值，是标志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关系范畴。价值具有多样性，即使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主体

也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众人和许衡在口渴时对是否摘梨，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道

德信念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第二，人生价值是双重的，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人生

价值应在满足社会、他人和自我需要中得以实现，而不应只是索取而没有奉献。因此，路旁

的梨子不应摘，或者说，许衡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考生并没有真正领会出题者的命题意图，从而对许衡“义不摘

梨”的故事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比如：把许衡“吾心独无主乎”的“主”，解释为

许衡心中认为梨树是有主人的，故而认为梨子不该摘。实际上，这个“主”，是许衡的主

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与“主人”是风马牛不相及。更令人震惊的是，还有相

当部分考生，把此一“主”解释为许衡是主观唯心主义，因而是对唯物主义的一种蔑视和攻

击。另有相当部分考生，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定义入手，认为商品是价

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许衡不摘梨，是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要求的。后两种回答，都导致考生作出了梨子应该摘的判断，进而指责许衡是反马克思

主义的，谩骂许衡是迂腐、封建、僵化、保守、顽固、虚伪，等等。一件本应称赞和学习的



发表日期：2005-3-1 浏览人次：136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
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事情，反而遭受如此骂名，许衡在天之灵如果有知，真不知会做如何感想？ 

作为决定考生命运的一次重大严肃的考试，完全可以相信考生不是故意答错题。但不管怎么

样，批评和指责许衡都是不公正的。“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许衡“吾心有

主”而“义不摘梨”，意味着他能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恪守自己的操行，而不

为外界和物欲遮蔽自己的道德心灵。这种行为，是做人应有的修养准则和精神境界，甚至可

以说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当然，这种行为是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从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来说，许衡至少不是批评和指责的对象，相反，他应该是褒奖和学

习的对象。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甚至是连一个三、五岁的小孩子，也能立即判断出这个梨

子不该摘。但遗憾的是，众多已经是成人并有可能进入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行列的考生，却

作出了相反的回答，这不能不让人心痛和深思。 

心痛者何？众多否定许衡的答案，折射出中国人的道德生态已经到了十分脆弱和危险的地

步。这也说明，道德失范、社会失衡和秩序失控，虽非完全可用道德信念的重建来恢复，但

是恢复或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却已是迫在眉睫。 

深思者何？哲学本是一种贵族学问和个人兴趣，哲学大众化极有可能导致哲学庸俗化。为过

关考试过关而死记硬背，很难使人聪明灵性，反而使人教条化僵硬化，甚至使人非其应是和

失其本真，乃至一味高呼口号而言而不行成为虚伪。 

前不久，教育部曾就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要对考生进行思想道德水准调查核实而作出过决

定。然而，这种作法可能会流于形式，而且人的思想道德水准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也是很

难调查核实清楚的。实际上，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持续不断地开设一门“通识通德课”，融

政治、哲理、文史、地理、哲理、道德、科学、法律为一体，使教师讲授精博平易，贴近社

会和学生的生活，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准和人文科学素质，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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