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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时代的局限，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偏颇。以孔子对子贡的评价为例，从四个方面介

绍了孔子对学生的评价，从侧面反映出孔子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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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三千，遍及各诸侯国，贤者 70 余。子贡，

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弟子，

贤者之一。孔子呼之曰“赐”，其他人则称之为“子贡”。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子贡二十四岁。他一面从师学习，

一面从事“货殖”，积累了很多财富，为孔子出访提供了

物质保障。他特别擅长打前站、搞公关、处置善后。在

厄难中，对孔子帮助最大。《史记·货殖列传》说：“七

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

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

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颖悟有慧识，常以战

略眼光观察世事，在处理复杂的事务时，每操胜算。对

于这样的学生，照理说应该有很高的评价。然据《论

语·先进》载，其中最著者为“四科十哲”。“德行，颜

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他虽列“十哲”，归

入“言语”科，还在宰予之后。孔子有一弟子曾参没有

被列入“十哲”，是因为年龄比子夏等更轻，后来倒在《论

语》中被尊为“曾子”，另一个有若也被尊为有子。可见

在孔门后辈众人的心目之中，其地位反较子贡为高。 
从“四科十哲”名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名录为

孔门弟子所公认。次序的排列，当得孔子首肯。但是为

什么没有子贡的地位，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 

这样一份显然品评失宜的名录，竟流传了 2 000 多

年，这样长此以往，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贻误后学。究

其缘由，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失当有关。以下拟从四个

角度，就孔子教育思想中的评价体系加以探究。 

一、从问“君子”看评价 

成为君子是孔子的最终目标。因此，他在日常教学

中也是以君子的标准来教育、评价众位弟子的，而他的

弟子们也是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子贡也不例外。 

子贡问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子贡远道负笈入孔子门下，应对敏捷，善解人意，

深得孔子赞赏。及年岁渐长，孔子看出子贡身上有一种

自己所不具备的特质，思维灵活、善于机变，但并非完

全肯定。孔子有睿智，作为老师，总喜欢按自己的模式

塑造弟子。他喜欢颜回那种沉稳内向、专心致志、大智

若愚、安贫乐道，尤其喜欢那种和自己一致的思维方式。

在第二辈弟子中，对宰予，孔子有一段说得很透彻的话：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

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因而孔子对很会说话的子贡，就有一种警惕。所以

听到子贡问君子，孔子马上联想起宰予，在这里含蓄地

加以告诫。 

二、从问“政”看评价 

向孔子问政的人最多，从政界人物到学生。因为孔

子是天下知名的学者，又在鲁国当过中都宰、司空、大

司寇、代理宰相，治绩有口皆碑。对于某些政界人物的

问政，如齐景公、鲁定公、鲁哀公、季康子等，回答都

针对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绝不雷同。对于学生们的问

政，孔子则根据他们的个性特长，分别具体指导。子贡

也曾向孔子问政：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

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

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对于子贡的问政，孔子高屋建瓴，从治国之本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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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他高瞻远瞩。充足的粮食储备，充分的国防准备，

国人无庸置疑的公信力――三者乃治国之根本。虽然是

古代儒家理念，到后世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番话本

该是说给一国的执政者听的，对于子贡，竟然也作如此

回答，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他的期许。 

三、从“瑚琏”看评价 

子贡接近不惑之年，孔子已届古稀。子贡没有辜负

老师的期望，频频出现于“国际”交往的场合。如齐国

的权臣田常拥兵篡夺政权之前，为显示自己的威慑力量，

打算先移兵攻打鲁国。孔子担心祖宗坟墓之处、父母之

国遭到劫难，希望弟子们为此出力。子路、子张、子石

等先后请行，孔子都不同意。“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孔子的知人善任，由此可见。果然，“子贡一出，存鲁、

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

之中，五国各有变。”（《仲尼弟子列传》）子贡杰出的外

交才能，于此可见一斑。他不用一兵一卒，玩天下于股

掌之中。此举开战国时期纵横家之先河，苏秦悬梁刺股

时，对子贡这一段故事，必定作过细细揣摩。事后，子

贡想听听老师对自己的评价。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

“何器也？”对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这是孔子对子贡的总体评价。《易经》云：“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瑚琏是宗庙祭器中的较

贵重的一类。孔子对子贡作了肯定，但有保留，虽是贵

重的专才，毕竟只是“器”。 

在孔子的心目中，子贡终究不是那种能代“圣人立

言”，能担当继承道统大任的人。 

四、从比较看评价 

孔子虽说也有赞赏子贡的时候，但每次都不忘以颜

回为榜样，让子贡看到自己的差距。颜回和子贡，一贫

一富。孔子常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

问》）其实“富而无骄”也不容易，没有强大的道德力量

相制约，便很难做到。子贡对照老师的教诲，学有所得，

有点沾沾自喜：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

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

砌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

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 

子贡先说心得，缀以“何如”，等待好评。不料老师

只说“可也”。接着以“未若”转出一个更高的境界：“贫

而乐，富而好礼”。 

“贫而乐”者谁？“箪食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

乐”的颜回。言意之下，“富而好礼”就要看你子贡了。

子贡心领神会，巧借《诗经》中的两句诗，表示自己将

不断提高修养，于是孔子称赞了子贡的“举一反三”，语

意中含着嘉许和期待。 

有时候，孔子还主动诱导，叫子贡与颜回去比一比，

找找差距。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

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在孔子心目中，真正能传他之道的，唯有颜回：“回

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他高度评

价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

子期待着颜回担当大任，不幸颜回早逝，难怪孔子闻讯

痛哭悲呼：“噫，天丧予！天丧予！”比两年前死了儿子

更为伤心。孔子也明白，子贡的长处，是颜回所不能具

备的。因而在经国治世方面，寄以厚望。随着子贡的开

始从政，日益显露才华。当他执经问难的时候，孔子总

喜欢与之作长篇的讨论，其广度和深度，非与他人的答

问所能企及。 

此后，鲁哀公有一次随便问起：“弟子孰为好学？”

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仲尼弟子列传》）这句话有感而发，是给

鲁哀公的回答，也是说给弟子们听的。话中孔子所强调

的“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这三点，是把颜回的优点

和子贡的缺点作对照之后，特别提出来的。 

具有上述三个优点的人，或许能称得上“君子”，但

不一定能办成大事，不一定是杰出的人才。如颜回的谨

小慎微，守着现成的章法，没有创造性，能驾驭纷繁复

杂、千变万化的世间事务吗？而这些倒正是子贡的特长。

实际上颜回和子贡的素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评价要素

不应相同，然而，孔子硬是把两个不相应对的评价体系

混在一起作比较，结论的谬误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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