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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的 贡 献
———以教育与理论为例

周 桂 钿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孔子是民间教师。他继承先圣的优秀思想文化，在民间发展教育，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对他的“和而不同”经过分析，并与西方的“优胜劣汰”作比较，认识它的现代价值的方法之一。关

于“父子相隐”，过去有人认为它与法治社会相抵触，是现代腐败的根源；现在经过分析，认识到它是有一定的

合理性。而世界许多法治国家都有容隐制度，与此同时，它也得到不少国家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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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五四运动时期，有人批判孔子儒学，有的是为
了提倡西化，有的是为了发动革命，目的不同，批

孔则一致。当时只是一些革命者、知识分子在批

孔，社会基层虽然不太了解孔子有什么理论，而儒

学精神则渗透于民间，特别是忠孝仁义，影响还相

当深刻。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评法批儒到批儒
批孔，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大破“四旧”，用政

治运动企图清除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媒体上

看，似乎儒学影响已经清除干净，致使海外有些华

人以为儒学已经失去依附，成了“游魂”。报纸上

批孔老二，批孔丘，许多人并不了解这就是孔子。

更不知道还有一本叫《论语》的书。能够看懂古

汉语的知识分子虽然也积极参加批孔，只是为了

顺应潮流，并非真要全盘否定孔子。有人写书全

盘否定孔子，过几年，自己又发表声明，全盘否定

这本书。这是典型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以下

简称“文革”）中，给孔子与《论语》作了这样的定

性：“孔学的创始人———孔老二是我国春秋末期

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论语》是“复

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是“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

制度服务”［１］的。春秋时代是否奴隶社会还有争

议，即使是，孔子周游列国，无所留止，说明他的政

治主张没有被当政的诸侯所接受，他怎么会成了

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是秦汉

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孔子那个时代还没有中央集

权制度，他怎么可以为它服务呢？那时的批判不

讲究根据，随便扣帽子，下结论，而且也常常出现

自相矛盾的现象，中央集权是封建制度，不是奴隶

制度。封建阶级要革奴隶主阶级的命，奴隶主阶

级的代言人为什么会为封建阶级服务呢？因为被

批判者不能发言，所以怎么说都行。但是，言不成

理，终究不能成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学术研究逐渐进入正
轨。许多学者开始正常研究学术问题，对孔子，对

儒学，都重新进行研究，重视典籍资料，进行扎实

研究，得出新的结论，纠正了过去缺乏根据的各种

说法。一些学者根据自己扎实的研究，纠正了

“文革”时期的不正确说法，对所谓“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也作出新的评价。这些都推动了当

时的学术研究，为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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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参加者。我研究东汉哲学家王充的哲学。他

的代表作《论衡》中有一篇《问孔》，在评法批儒的

时候，有人据此认为王充是反对孔子的大法家。

我经过研究以后，发现王充是推崇孔子的，所责问

的是企图神化孔子的汉代儒者，不是批评孔子。

还有一篇批评大法家韩非的文章———《非韩》，批

评大法家韩非“一断于法”法理论的严重片面性，

怎么成了大法家？“问”还是比较客气一些的，

“非”则不客气了。

　　１９７９年在太原召开“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
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大会，我是硕士生，带着论文

出席这次会议。会上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推举

张岱年先生为首任会长。接着成立中国孔子基金

会，副总理谷牧任会长。于１９９４年又联合各国儒
学研究团体，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也是谷牧任会

长。这些学会、基金会、联合会，每年都开展学术

活动，每五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儒学大会，建立儒

学研究的交流平台，大大推动儒学研究，扩大儒学

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三十多年中，儒学逐渐升

温，国学也成为许多人讨论的话题。于丹教授在

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读《论语》的体会，产生了轰

动的影响，使许多人知道有孔子这样一个人，知道

有《论语》这样一本书。于丹教授的演讲的动员

作用是功不可没的。通俗演讲起着发动的作用，

要继续深入下去，就要重视典籍，认真细读。许多

学者开始梳理儒学思路，体会精神实质，结合实践

思考，对儒学的研究不断深化。近十多年，研究儒

学的成果异常丰硕。在世界各国创办了数百所孔

子学院，孔子在新的意义上“周游列国”。经过这

么多年提倡弘扬，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表，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品牌，已经家喻户晓。中国和

世界很少有人不知道孔子是谁了。这时候在长安

街南侧显要的位置上立个孔子像，对于中国人来

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中国文化品牌难道不应该

亮出来，还要藏着掖着不成？让世界人民，特别是

孔子学院的学生来到中国，很容易看到孔子像，要

合影留念也很方便。如果孔子学院的学生来到中

国找不到孔子的像，那才会感到莫名其妙！中国

人将孔子推向世界，在中国却没有他的形象，有背

常理。

　　儒学、国学，近十年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但是，
２０世纪百年批儒留下的影响更大，在思想界，儒
学、国学，还有很多人并不太了解，甚至还不理解。

因此在网上有一片反对声。在这种情况下，将孔

子像挪走，是符合民意的。什么时候，儒学、国学

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那时再按民意搬回来，也

不是不可以的。孔子儒学百多年的命运是很曲折

的，一言难尽。

　　二、孔子是什么人？

　　（一）孔子不是神，是人
　　历史上有一些人将孔子神化，说他能前知千
岁后知万世。长得也是奇形怪状。汉代王充提出

过批评。这是老话，不赘。

　　（二）孔子是民间教师
　　孔子跟《论语》这两个：一个是一个人，一个
是一本书。孔子这个人，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影

响最大的一个人。孔子最早就是一个民间教师，

不是官方办的，他自己带学生。民间教师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全世界有５０多个国家办
的３００多所孔子学院，影响非常之大。２５００多年
以前传到现在，而且传到外国去了，过去说孔子周

游列国，实际上就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那一小

块地方转了一圈。现在周游列国就是全球了，东

方、西方，美国那边也办了几所。我想，介绍孔子

就想介绍一下，他作为一个民间教师，怎么会有这

么大影响？

　　孔子教学有一个特点，因为在过去周朝的时
候，教学是在贵族的子弟中进行。那时候有一个

规矩，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２］，就是关

于礼仪方面的问题跟平民没关系，因为这些礼仪

只是在朝廷上，在士大夫交往中间，在祭祀的时候

使用的，这些活动都是贵族参加的，没有平民的

事。所以礼就跟他们没关系，所以那个时候都在

官府里面给贵族的子弟进行礼仪教育。就是说

“学在官府”。孔子原来也是贵族的后代，他学了

很多礼仪，以后家族破落了，他就落到了民间。到

了民间他就把自己以前学习关于礼的精神向平民

进行宣传，这就产生了在民间教学的第一个教师。

他有一个提法就是“有教无类”，就是教育不分

类，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谁想学只要交一定的学

费，就是几条干肉，就可以学。所以孔子有弟子三

千，贤人七十二。这里有一些不是贵族出身的，据

说子路就不是贵族出身的。孔子把这个“学在官

府”的规矩打破了，把学问传到民间，这也是一个

大的贡献，开了一个民间教育的先河，为中华文化

的普及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孔子是集大成者
　　作为教师应该传授知识，传授知识，自己必须
先有知识。孔子那个时候就是把以前的几千年从

黄帝开始，后来尧、舜、禹，夏、商、周，还有春秋时

代，那些时代许多思想家创造的人类的智慧，他都

把它综合起来，作了整理，形成一个儒学思想体

系。这个体系形成以后，在社会上影响就很大。

刚开始的时候，春秋时代，儒家和墨家，后来韩非

子说它们是“显学”。“显学”按现在说法叫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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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的学问。到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思想影响又很

大，最突出的是一个孟子、一个荀子，他们的思想

影响也很深远。

　　孔子是把前面的思想都综合起来，所以孟子
说孔子是“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者，就是把所

有的好思想都综合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

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他就是把先圣的思想继

承下来，他自己不做创作，不创作新的，实际上综

合就是一个大的创作。张岱年先生原来就是北大

的一个教授，他是泰斗级的学者。他提出文化问

题，叫“综合创新”。他的意思是说把西方的文

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综合起来，来

创造新的思想体系，用于现在。我们可以说，孔子

的“集大成”就是一个“综合创新”。他好像没有

新的东西，但是把旧的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新

的体系。这是一个大创新，不是点滴的创新，而是

整体上的创新。它之所以影响那么大，就与此有

关。他把旧的思想整合出来一个新的体系，用来

指导后代的当政者行政思路。

　　（四）孔子教学
　　孔子教学非常认真，探索出许多好办法，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概括出深刻的教育理论，至今仍

然有很高的价值。从《论语》上，从《礼记》的《学

记篇》里面，都可以看到孔子的教学经验、教学理

论。这些理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教育家都未能

在整体上超过。他们有的拿点什么新东西就说旧

的不行了，转了一圈都回到孔子那里。比如说孔

子的“教学相长”，现在在西方教学体系里面这方

面还很缺乏。教学相长就是老师去教，跟学生去

学，实际上有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比如说学生提

问，老师要解答，怎么解答？解答是为了解除他的

疑惑，提高他的素质，也就是现在讲的“教书育

人”，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成才。如何实现这一

目标？孔子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对不同的弟子，

应该有不同的教育方法，这就是“因材施教”。又

比如说他的学生问仁，同样问这个问题，孔子回答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问孝，问政，这是他们经常问

的，《论语》里面都有，跟不同的人，回答是不一样

的。为什么不一样，是针对这个人的特点来回答

的，因材施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没有这样，比如说
上语文课，都上语文课，没有分别。学生提问题，

很多老师对学生不了解，学生提的问题，他就是一

种答案，说不出好几种答案。西方人批评孔子，说

孔子同样讲的仁，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那么讲，

没有贯彻一致。但是他们就不了解孔子说话的对

象，孔子答问是要针对提问人的特殊情况。西方

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看病也是那样，你感冒

了，男女老幼，春夏秋冬，都是一种药。但是中医

却不一样，夏天得的感冒用的什么药，冬天得了感

冒又是什么药，都不一样。身体好的和身体弱的，

小孩和老人，用药都不一样。中医治病也是体现

儒家“因材施教”的精神，它是辨证施治，因人而

异，所以每开一个方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个性

的。有人根据西医说中医不规范，不规范就是不

科学。如果按西医的要求，规范中医，那中医就变

成西医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中医的“辨

症施治”诊疗，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论原则。

　　总之，孔子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他的知识非
常丰富；第二，他在民间传教，打破“学在官府”的

传统；第三，他有一套教学办法，这些理论与实践，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孔子教育为了提高素质，使

之成人，君子不器。当今受到西方的影响，僵化模

式、应试教育，培养目标就是传授一种技艺，为了

就业。这是现代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弊病，却难

以纠正。

　　三、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读《论语》有一些话，现在看起来不好懂，但
是要结合别的古籍，看看别的书，参考一下，就能

懂。孔子的那些话也是那样的，比如说孔子讲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我刚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同”跟“和”有那么大区

别？一个君子一个小人，这“同”有什么不好？

“和”有多好？弄不清楚。后来看了《左传》上有

一个晏婴，他解释“和”跟“同”很清楚。齐景公那

个时候，晏婴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比孔子岁数

还大一点。他给齐景公讲，什么叫和？就像做菜

那样，各种肉、菜，咸的、酸的，怎么配合好了，放在

一块，煮出来的菜很好吃，汤也很好喝，可口，这叫

和。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水，水再加水，什么味道也

没有，他说这就不好喝，这就是和跟同的区别，和

就是不同的东西合理地配合在一块，形成最好的

状态就叫和。

　　比如说音乐，声音、音调有高有低，有各种不
同的频率或者各种不同的乐器，它组合成一个优

美的音乐。它就是很优美的、很悦耳的音乐，听了

就是一种享受。如果只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调

子是一样的，没有变化，那就很难听，现在说法叫

噪音，对健康不利，没病的都会听出病来，有的说

鸡要是听了那个声音都不会下蛋，这就是和跟同

的区别。晏婴举这样的例子，他为了说明什么？

他说国君提出一个意见，臣子从不同的角度给他

提出批评，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反复讨论修改

以后形成最佳方案，这个方案是集思广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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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如果国君提出一个意见，所有人都没意

见，都喊“万岁”，上下同声，他说这就是同，也就

是说大家一块讨论问题，吸收最合理的思想，形成

最佳方案，这是和。只有一个声音，同一个调子，

没有争议，没有讨论，没有不同意见，舆论一律，那

就是同。汉代有人对皇帝说：“上下雷同，非陛下

之福。”［３］一片拥护声，对统治者没有好处。

　　孔子在这个基础上来讲这个“和而不同”什
么意思？就是这个人如果做官，国王不管提出什

么意见，他不是马上就赞成，先考虑考虑，他还有

什么不完善的地方，然后给他提出来，提出来再商

量，有的吸收，有的不吸收，这就是和的态度，就是

君子应该坚持原则。有人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

只要是上司说的都表示同意。这就是小人的做

法。小人就是只有同没有和，从来不提意见。你

说什么他都说最好，而且抢先说这个方案最好，这

叫小人。这个同就是同于上级的意见，同于君主

的意见。有人将同理解为平等，并以墨子“尚同”

为证据，那是错误的。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孔子
的孙子叫子思，鲁穆公问他什么样的人是忠臣，子

思说经常批评你的错误的，那个人就是忠臣。很

多国君不容易理解这个意思，老提意见的，为什

么？后来的人有一个解释，他说提意见的人只有

对国君有好处，对他自己没好处，表示赞成的可以

保住他自己的乌纱帽，他没有危险，因为是你的意

见，错了也是你的，他赞成了没问题，所以只有对

他有好处，所以奸臣都是这样的，奸臣都支持国王

的意见。皇帝说什么，他都支持什么，那就是奸

臣。经常提意见的是忠臣。

　　子思的后学孟子，孟子说大人者“能格君心
之非也”［４］。国王心里面有错误的思想，他就给国

王提出批评，这叫忠臣。在儒家里非常强调互相

提意见，《论语》里面讲诤友，就是最好的朋友，那

就是能够给你提意见，什么意见都不提的，那是酒

肉朋友，因为你现在还有酒还有肉，他就跟你交朋

友，当你肉吃完了，酒喝光了，他就走了，利尽而

绝。有利的时候就是朋友，利没有了就断交了，就

不是真朋友，也不是好朋友。要理解孔子这样一

句话，必须看到别的东西，作为参考，才能够正确

理解。

　　另外，这里有个君子和小人，在《论语》里面，
你只要看到君子什么什么，这就是孔子提倡什么；

如果说小人怎么怎么，这就是孔子批评什么。有

的人研究，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研究半天说

不清楚，实际上就是说君子这样的东西是他所提

倡的，这样的就很明白了。孔子提到和而不同，反

对同而不和，反对什么都听上级的，提倡跟上级共

同探讨问题，提倡独立思考。有的人说中国的传

统没有独立人格，什么都听皇帝的。实际上，这是

对中国的文化太不了解。孔子非常强调独立人

格，比如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

志。”（《论语·子罕》）匹夫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

老百姓心里面的志向和想法，你不能用强制的办

法把它剥夺了。现在我们国家出版业也很发达，

一年大概出几万种书，报纸每天出几十万或者几

百万份，但是哪一个纸片能留下来，很难，绝大部

分１００年以后都成了垃圾。所以真正像《论语》
这样一本书，一共有一万多字，就相当于一篇文

章，流传了两千多年，现在全世界都在学它，这才

是精品。《四书集注》朱熹花了十多年时间，跟学

生一边讨论一边注，注了十多年才完成，到现在

１０００年了，也还是权威。席泽宗的一篇文章说，
他的老师叶企孙告诉他，文章发表３０年后，还站
得住脚，那才算过硬。按此推论，３００年后还有人
研究，就是精品。能传三千年呢？那就是经典！

现在一些无知的人，总是蔑视经典。以为旧书都

过时了，而把自己过几年就过时的作品当做宝贝。

杜甫有一句诗，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

古流。”（《戏为六绝句》）说那些喜欢批判经典的人，

身体与名声都消失了，经典还像江河那样流传着。

还有一句那样的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文化垃圾被历史所淘汰，而文化精品仍

然生机勃勃地流传着，流传后代，远播全球。

　　现在出书多的不得了，真正能留下去的，必须
是精品。第一要精炼，第二很通俗，第三要非常深

刻，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话都是很通俗的，又非

常深刻的，这才能流传下来，像“和而不同”这句

话，就符合以上三条。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论语·颜渊》），你自己不想接受的，也不能强

加给别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谁都能听懂。有一

个说法，我也忘了是谁说的。他说孔子那些话，小

孩都能听懂，但是到 ８０岁还不能都做到。想做
的，谁都能做到，但是都做到，就非常难。孔子自

己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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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而随心所

欲而不逾矩。”这是他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

程，我觉得也是非常深刻的道理。这是不同阶段

达到不同程度，人的境界也跟随着提高，提高到

６０岁，对于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都很容易听
进去，耳顺了，听了什么话，也不觉得逆耳。达到

“耳顺”是不容易的。我说《论语》里面的话，有的

不好理解，一般的要参考别的书才能够理解。

　　四、孔子主张父子相隐

　　有一些说法，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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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结合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

它并不是错误的，是我们错了，我们有误解。《论

语》上有这样的例子。举一个来说明一下。《论

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

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一个

叫叶公的去跟孔子说，我那个地方我们村里面有

一个小孩，叫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父

亲去偷了一只羊，他去证实它。孔子说，我们村里

面的正直人不是这样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正

直就在其中。就是说儿子没有揭发他父亲，他父

亲也不揭发他儿子，这里面也有它的正直，它也是

正直。他讲这个正直的意思，后来都有很多人批

判他，说这个违法了，犯了包庇罪，这是不对的。

有人以为亲人做坏事，加以包庇，是现代腐败的根

源。以前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合理性。后来我看

了别的书，看了好几本书都讲到直躬。例如《庄

子·盗跖》载：“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又如《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编的，

其中也讲了直躬的事。在《吕氏春秋·当务》篇

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

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

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

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

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

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楚国有一个直

躬，他父亲攘羊，这跟偷还不太一样，就是别人的

羊混到他的羊群里面，他都赶回去了。这叫“攘

羊”。偷羊就是从人家羊圈里把羊偷走，直躬的

父亲是攘羊，就是把别人的羊混回去，是这个意

思。别人去找，找到说这只羊是我的，他儿子说：

“是，是，是！这不是我们的。”这就是“证之”。

　　然后人家就告到官府里面，楚国的官员就把
他父亲抓走了，判了死刑。这个儿子直躬就跑去

说，愿意替父亲死。楚国做官的就把他抓了，把他

父亲放了。要杀他的时候，走到路上，他又提出

来，他说父亲攘羊我去证实，这说明我是讲诚信

的。父亲要死，我替他死，这是孝。讲诚信，又孝

顺，这样的人都要杀，你们楚国还有几个人不该

杀。楚国国王一听，是，你说怎么能杀他呢？放

了。就把他放了。这个时候，孔子有一个评论，说

“异哉”，就是奇怪了，这家伙他说一个父亲的事

情，两次得到名誉。得到什么名誉？一会儿讲到

诚信，一会儿讲孝顺，好处都是他的。结果官府的

法就不能实行了，因为偷羊本来要杀头，没法杀

了，就是法不能执行。还有直躬的父亲，他的家丑

外扬。这对两方面都没有好处，于公于私都是不

利的，所以才有后来孔子说的那个话，孔子先了解

这些情况，后来这个叶公到那里跟孔子说的时候，

孔子表示不赞成，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这不

好，这于公于私都不利。《吕氏春秋》这本书，后

面写着：“直躬之信，不如无信。”就是直躬这个讲

信用，讲诚信，不如没有信用。说明《吕氏春秋》

是赞成孔子的说法。《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作为

秦国的宰相召集全天下高水平的学者一块来编

的。编的时候在内部还进行讨论，不断修改，然后

挂在城墙上，向社会公布，谁能够改动一个字，或

者提出一个批评意见，奖励千金。这个挂了几个

月牌子，没有人提意见，说明当时社会上对这本书

所有的观点没有异议，或者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来。

　　《吕氏春秋》赞成孔子的说法。《吕氏春秋》
离孔子约３００年。３００年过程中间，这个观念还
没变。另外在《吕氏春秋》之前，庄子也讲，直躬

证父是“信之患也”。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汜

论》中载：“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

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

贵之。”说直躬的信不可贵。他讲了两个故事：一

个是直躬，另外一个是尾生。尾生跟一个妇女约

好了在桥下相见，结果他在那里等着，那个妇女没

来，水一直涨上来。涨上来他也不到岸上去，也不

到桥上去，就在底下被淹死了。他是很诚信的，他

因为约好了在桥下，不能到桥上，到桥上就不诚

信。抱着桥墩子，才抱了一会儿，后来支持不住

了，飘走了，就死了。这是尾生，他是溺死。《淮

南子》说这种信是凝信，直躬的信跟尾生的信，这

有什么可贵的？持批评的态度。我们看从孔子到

西汉早期，应该说大概５００年吧，四五百年那么长
的时间，许多学者都批评直躬，为什么呀？难道他

们都支持腐败！而且《淮南子》与《吕氏春秋》，都

是集合天下的高水平的学者一块编写的，他们都

讨论过。这些典籍都一致批评直躬的信，是众多

高水平的学者的共识。说明那个时代这种信，就

是属于应该批评的。而我们现在说他不对，理由

充足吗？有人说这是与当今法治社会不协调的。

韩非说法，如果父子相隐，那就是“父之孝子，君

之叛臣”。好像直躬的表现对国家有利，对家庭

不利。而孔子的说法对国家不利，对家庭有利。

那么，统治者都不会支持孔子的观点。实际上不

是这样。《汉书》记载汉宣帝下的诏书。《汉书·

宣帝本纪》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

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

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

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子

女匿父母，妻匿夫，孙匿祖父母，均无罪。反过来，

长辈隐匿晚辈，如果罪行要判死刑的，也要上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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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请示。这里明确的是子隐匿父母是无罪的。作

为统治者居然下这样的诏书，说明在亲情与法律

两相比较，孝与忠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亲情更

为重要，孝高于忠。《三国志·魏书·邴原传》

载：魏文帝曹丕问大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

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邴原则勃然对

曰：“父也！”这也是孝亲重于忠君的典型例子。

因为亲情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一旦破坏人际的亲

情关系，社会失去孝的道德，对于和睦家庭与和谐

社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２０世纪批判孝过了
头，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大规模地破坏亲情的运

动，结果出现许多不和谐因素，伦理道德沦丧，社

会风气败坏，现在需要花大力气去拨乱反正。人

文缺失，后患无穷。往往一时看不出来，若干年

后，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最后只好慢慢地

消化恶果。在中国亲情是不可抗拒的一股势力，

一个倾向。汉宣帝这个说法就是统治者的态度，

也表示支持孔子的观点。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了

解这个社会状况，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实际上中国

为什么重亲情，亲情是社会的稳定的基础，这是统

治者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社会不稳定，他这个

政权就没法稳定，就不能够长治久安。这是非常

重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下

不能理解，他认为人都是个人，谁跟谁都没关系。

我们以为，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人都是社会网上的

结，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怎么可能只

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呢？

　　父子相隐，在法律上叫容隐制度。我在中国
政法大学工作，与法学界同事有所接触。他们告

诉我，全世界都有容隐制度，容许直系亲属不作

证。只有三个国家没有这种制度：中国、朝鲜、古

巴。去年中国宣布容隐制度，现在只有两个国家

了。为什么我国要实行容隐制度？前几年学术讨

论这个问题，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最后郭齐勇主编

论文集，约有７０多万字，多数人支持容隐制度。
国家领导采纳这个意见，所以出台了这个制度。

父子相隐的问题，有合理性，再次得到证实。过去

的误解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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