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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道  统 

第一节  道统的涵义 

人是万物之尊在于人有人道。道统是合理化、系统化的道，它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于

思、孟子、程子、朱子、退溪、栗谷等人传承下来。换句话说，所谓道统就是人类的楷模——圣人之体系。如果说道

统是合理化、系统化的道，那么，讨论道统也就是讨论完美无缺的人之榜样或楷模，因而是非常重要的。 

    道统的历史就是圣人的历史、儒学的历史，不清楚道统的历史就不能称为儒生，不仅儒生而且知识分子都应懂得

人类历史之精髓——道统的涵义。 

第二节 尧、舜、禹三代 

一、尧 

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圣君，孔子在《书经》的第一部分叙述了尧之功德及其生平，对其极为称颂，曰：“大

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1中国的古代历史始于尧帝。2尧帝是中国

人，尧帝统治下的四方千里之地称为中国或者中华、华夏，意指蒙受尧帝恩德的文明之地。其东部称作东夷，西部称

作西夷，南部称作南夷，北部称作北夷。“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

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

也。”3因为尧帝之子丹朱并不英明，故尧未传位于他，而是将东夷族的小伙子舜招为女婿，在摄政一段时间后把帝

位传给了舜，并告诫他：“允执厥中”4，强调中庸之道。 

二、舜 

  舜帝是东夷族人，5他是孝子之楷模，并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孝子而名扬天下。舜幼年丧母，髓继母生活。父亲瞽

瞍非常蛮横，继母十分残暴，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特别傲慢，他们多次想除掉善良的舜，但每次舜都机智地躲避了，而

且对父母更力恭敬孝顺，最终感化了父亲、继母和弟弟。 

《诗经·邶风》的“二子乘舟章”中记载：卫宣公听从后妻宣姜之言，欲将前妻所生王子仅置于死地，便让他作为使

臣前往齐国，又派刺客中途行刺。宣姜之子寿得知此事后便告诉了兄长假，让他赶快逃走。假说：“父王之命不可

违”。无奈，寿偷取了仅的令旗先行一步，代替其兄赴难，仅也紧随其后被刺客杀死。卫国人极为悲痛，创作并吟咏

此诗。后人吟诵此诗时，常被顺从父母之命、选择死亡的仅和为兄献身、慷慨赴难的寿之间的手足之情所感动，泪撒

衣襟。然而朱子评价曰：未尽奉养父亲之道，孝道当学舜也。 

舜帝不仅亲自践行孝道，而且还用它统治天下。他制定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序）和五礼（吉、凶、军、宾、嘉）用以教化万民并流传后世，制作璇玑玉衡用来观察天体运行和天气变化，制订月

历用于农业生产。舜帝也未将天下传给自己不争气的儿子，而是把它交给当时最有出息的禹，并叮嘱他：“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因为人的肉体欲望特别强烈，源于本性的道心十分微弱，故要精诚专心。

与尧帝传位时的嘱托相比，舜帝在这里又添加了十二个字，用以强调“允执厥中”。 

    三、禹 

    禹以勤勉诚实著称于世，孔子对他极为称颂：“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效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②据史书记载，在尧帝时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后来“禹疏九

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③大禹辗转各地，全心全意治理黄河等水患长达八年之久。他并非不思念自



己的妻子儿女，而是深知重任在身，才三过家门而不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神圣的任务之中。因此，禹王成为后世公

职人员的楷模。  大禹的王朝称为夏朝，其子启聪明能干，禹便将王位传给了他，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世袭制度，但

当传到桀王时，桀却是一个暴君。    

    

1见《论语·泰伯》。 

2最早提出此观点的学者是中国学者金景与吕绍纲。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史应从尧讲起。 

3见《孟子·离娄下》。 

4见《论语·尧曰》。 

5见《孟子·离娄下》。 

6见《书经·大禹谟》。 

7见《论语·泰伯》。 

8见《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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