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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示范：“普世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论语》的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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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子路篇》也记载说：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朱熹为此注云： 

  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动不怨。”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更为清楚。他说： 

  子路问政治。孔子道：“自己给百姓带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又道：“永远不

要懈怠。”杨先生抓住了这句话的实质：“自己给老百姓带头”，“永远不要懈怠”。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杨伯峻先生对这一段文字的翻译是： 

  “孔子说：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他本身行为不正当，纵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

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康有为在他的《论语注》一书中对此处的注是： 

  “苟，诚也。言从政者当先正身。正一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而无不正，一不正而无能正也。” 

  当政者自身的“正”至关重要。诚如通常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种道理，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外国，只要有“政”存在，它就是常青的。孰能说“非”!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统治者如果以身作则，实行“仁政”，就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就会“来远附迩”，国泰民安。从政者的

道德内容宏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政者，正也”。这是“官箴”之根本。今天的“普世伦理”对上述观点既不能

置之不理，也不能说“否”!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应是“普世伦理。的师德之魂 

  教育和人才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这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必

须“德”“才”兼备。“师德”当是今天讨论的“普世伦理”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之中积累

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经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师德”内容，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则是《论语》书中所讲“师

德”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师德”之魂。作为一位老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不论在大学，还是在幼儿园，他

们的知识准备永远是不能满足客观需要的，因此，他们永远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

水平；同时，作为一位老师，他所对着的学生又是千差万别的，老师为了将这些学生教育好，就必须具有“诲人不

倦”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提炼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实为人类

“师德”之精华，是孔子一生教育经验之结晶。 

  “学而不厌”。孔子虽然自幼家贫，但是，这丝毫没有磨灭他好学的锐气，相反，他穷且志坚；孔子的人生路上

虽然荆棘丛生，但是，他在困难中愈搓愈奋。他虚心好学，“学而不厌”。《论语·述而篇》记载：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论语·子罕篇》又载：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论语、为政篇》记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以上文字说明，孔子终生好学，“学而不厌”。孔子作为一位老师，他不但好学，而且还爱教、善教，“诲人不

倦”。 

  《论语、述而篇》有两处记载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文字。这两处都是讲：孔子虽然已经同时具备了这

两种高尚师德，但是，他自己仍然觉得不满足。《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也有文字说：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



矣！” 

  因为孔子具有高尚师德和丰厚的文化基础，又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所以他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培养出弟子三

千，而贤者七十有二人。他的大多数弟子，不仅事业上成就显赫，而且德行也高尚，铭记老师的培育之恩。在孔子去

世之后，学生们自愿主动为孔子“守庐”三年，子贡还单独又守三年，他为老师守庐共计长达六年之久。这是孔子的

高尚师德在学生身上的反映。 

  孔子创立并留给我们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德规范与原则，经久弥新，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发扬的。

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普世伦理”，应当积极面对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重大节而不羞小辱”应是“普世伦理”道德评价的根本指导思想 

  道德评价问题，既是所有道德哲学必须阐发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切道德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重要实践问题。这

也是“普世伦理”不能回避而必须做出肯定回答的重要问题。《论语》的道德哲学中，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与根本指

导思想是注重抓主要矛盾，即“重大节而不羞小辱”。这个特点突出表现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论语、八佾篇》记

载孔子在评价管仲时，曾经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仲“不知礼”等等。如：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

孰不知礼？” 

以上文字主要是批评管仲：器量狭小得很；不节俭；不知礼，等。 

  但是，《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与学生子路、子贡讨论管仲是仁，还是不仁。孔子却从政治的角度，高度热

情地颂扬了管仲的历史贡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赳，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另一段文字，是孔子回答子贡对管仲的有关批评：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赳，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管仲进行道德评价时，首先将管仲客观地放到一个政治家、辅佐一国之君的“相”的位置上，然后对他进

行认真的、全面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孔子对作为“相”的管仲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管仲实际完成任务的情

况，进行了客观、公正的仔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即规定“相”的“质”的主要要素和管仲的主要贡

献，明确地给出了“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评价。这是公正的、科学的! 

  进行道德评价，最基本的要求，应当是首先弄清被评价对象的特殊的“质”，同时弄清该评价对象所应当承担的

道德义务以及该对象完成这些道德义务的情况，然后准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大胆给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评价。孔子所运

用的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基本指导思想与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的指导作用，是“普世伦理”最现实、最直接

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普世伦理”在向我们挑战 



  今天，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前所没有的迅猛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真乃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国人不再觉得世界是可望不可及的“未知数”，而是普遍认为“世界就

在我的面前”，我也属于世界的，我就是世界的。“普世伦理”对于中国人还十分遥远吗？ “否！”“普世伦理”

早已紧叩我们的国门!“普世伦理”在向我们挑战。迎接这种挑战并争取主动与胜利，我们需要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很

多、很多，但是，实事求是、虚心、冷静地思考万千，结论似乎是： 

  今天，应当是我们正确认识与对待孔子与孔子思想的时候了。 

  早在汉朝时，大思想家太史公到山东的鲁国考察之后就发表感慨说：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

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

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从孔子到《史记》成书之时，相距约“十余世”，其间众多的“君王”“贤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当时则

荣”，“没则已焉”！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他们在台上、掌权时“则荣”（“当时则荣”）；一旦下了台、不掌权

了“则已焉”（“没则已焉”），不掌权了，也就完了。惟有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中间虽然经过秦始皇“焚书坑

儒”的“革命”之举，但是，孔子及儒学，仍然“学者宗之”，并且“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

子”。（《史记、索隐》：“王师叔云‘折中，正也’。”）惟有孔子对“六艺”的理解是正确而科学的，即“六

艺”的标准答案就在孔子那里。这是连那“十余世”的“天子王侯”都已公认的事实！真“可谓至圣矣”！ 

  到了宋朝，又出了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警世之论。 

  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最能科学地对待历史及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

早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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