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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思想中，“知命”是人生修养中的重要环节，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孔子曾经明确地

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①]但是，对于“知命”的内容、如何才能“知命”、“知命”

者有什么表现等等关键性问题，孔子并没有说明。其后的孟子说过“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②]，

荀子也说过“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③]，《易传·系辞上》也有“乐天知命故不忧”的说

法，可是没有一种先秦的儒家典籍对“知命”本身进行说明，“知命”也就成为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

难解之谜。令人欣喜的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镇出土的郭店楚简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重

要线索，使得儒家“知命”学说的三个关键性问题都有了重大的突破。 

 

一  “知命”的内容具体化为知“时”、“世”、“遇” 

 

儒家的“知命”学说之所以难解，其难点首先就在于：所“知”之“命”到底为何种“命”。对

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说法。孔子本人也和他的后人们开起了玩笑，他既说过“不知命无

以为君子”，把“知命”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又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④]不仅如此，孔子还说他

本人是“五十而知天命”[⑤]，这就让后人犯了难，“知命”和“知天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问

题的关键在于“知命”的“命”包括那些内容——“天命”还是“命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冯

友兰先生的说法，“天命”乃是“上天的意志”，“命”则是“整个宇宙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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