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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鼓吹忠君吗？
□鲍鹏山

“忠”这个字，在《论语》里，并
不包含后世的那个愚忠的意思。

《论语》中，涉及到“忠”的有十几
条，主要是两个意思：一是指对朋
友或一般人际交往之间的诚信和
尽责；一是指在政府机关任职时
忠于职守。

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担当
道义的“士”，还不仅要忠于职守。
当他“仕”的时候，是要“行其义”
(子路语 )的，一旦自己所行之
“义”和君主相冲突，那是要舍君
取义的。所以，当子路问如何侍奉
君主的时候，孔子正色道：“勿欺
也，而犯之。”——— 也就是说，告诉
他大义所在，然后不惜冒犯他。

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大臣”
的称谓，否则不过是聊备一员的

“具臣”而已。孔子说：“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则止。”直言之，一个
士与君主的缘分，看道义。道义消
失的地方，缘分自然终止。所以
说，君臣以义合。如果君不义，那
么，臣有两条路：一是像史鱼，直
如矢，也尖锐如矢，和君对着干，
干死拉倒；一是如蘧伯玉，老子不
跟你玩，卷而去之，拜拜了！

事实上，孔子不但没有臣下
无条件忠君的思想，即便是要臣
下忠于职守，也是有条件的，那就
是，君主首先必须以礼使臣。

齐景公喜欢声色犬马，生活
奢靡，经常胡作非为。孔子觉得这
个国君做得实在不像国君的样
子，缺少国君应该有的庄重、威
严，缺少国君应该有的相应的道
德品质。

所以，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

“好的政治应该是怎样的呢？”孔
子给了他八个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对这八个字，不读书或不求

甚解的人总是把它拿来说是孔子
强调忠君。其实，单就字面意思而
言，也非常明白地表现了道德的
双向平等观念，毫无单向臣服的
意思。这八个字这样排列，实际上
有两种理解，两种翻译：

一种就按照字面来说，国君
做得像国君的样子，臣子做得像
臣子的样子，父亲做得像父亲的
样子，儿子做得像儿子的样子。即
使这样理解，也是孔子不偏不倚
地在强调双方的义务、责任和权
利。

但是我们知道古汉语往往非
常简略，往往省略了一些承接的
关系，所以这样的句子还可以理
解为前后因果关系。如果加上这
样的因果关系，这八个字的意思
就是：

首先国君做得像国君的样
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子做得
像臣子的样子，国君做好在前，臣
子做好在后。父亲首先尽到做父
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
子女将来的孝顺。

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孔子的话
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孔子确实
在很多地方一直强调强者的道
德，而不强调弱者的道德。他总认
为在上者应该先做好，然后才有
资格要求下面的人做好。孔子这
话，显然与他当时的感受有关，孔
子明显的是告诫齐景公做国君要
像个国君的样子——— 也就是说，
他现在实在不像个样子。

孔子还有一个“七教”理论。

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
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
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
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
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
之本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敬老，
下面才孝；上面尊长，下面才悌；
上面散财乐施，下面才宽厚待人；
上面亲近贤才，下面才选择良友；
上面爱好德行，下面才不隐瞒实
情；上面厌恶贪腐，下面才耻于争
夺；上面廉洁谦让，下面才讲究节
操。

一切都取决于上面！所以，孔
子下面接着说：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
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
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
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

上面的人是人民的表率啊！
下面好不好，全看上面啊！

孔子晚年时，季康子曾经问
孔子一个问题：“我如果把那些无
道的人杀了，然后逼着百姓去走
正道，怎么样？”

孔子的回答是：“子为政，焉
用杀？”你搞政治，怎么会用得着
杀人这种手段呢？“子欲善，而民
善矣。”你自己如果做得善，老百
姓就会善。接下来，孔子说出了一
个流传千古的名言：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风，必偃。

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
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
方向吹，草就往哪个方向倒。所以
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
在于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
德水准怎么样，道德水平如何，道

德风气如何，责任不在
人民，在于统治阶级。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
话，非常好，可是我们一
般都理解错了，或者是
理解得很肤浅。哪一句
话呢？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

这句话我们一般人
的理解是：君子讲义，小
人讲利。好像这句话是
孔子对君子的表扬，对
小人的批评。甚至作为
一种标签，讲利的都是
小人，讲义的才是君子。

实际上，孔子的原
话不是这个意思。首先，

“君子”在这里不是指道
德上的好人，而是指地
位高的人；“小人”在这
里也不是指道德上的坏
人，而是指下层人。“喻
于”就是告知、说服的意
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君
子，要用义来说服他、要求他；对
小人，要用利来引导他、鼓励他。
对君子，告诉他义在哪里；对小
人，告诉他利在哪里。以义要求责
难君子，以利鼓励诱导小人。

上层人要承担道义，下层人
要关注权利。

不对普通百姓讲仁义道德的
大道理，这是一个读书人的良知。
实际上——— 苛上不责下，孔子之
政道。律己而宽人，孔子之友道。

一个人，只要他坚持下层的
立场，就不可能是一个什么“忠
君”主义者。事实上，孔子本人也
不是一个忠君的人，否则他岂能

抛弃鲁定公而去周游列国，照后
来那些头脑冬烘的儒生的所谓

“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孔子岂
止是“贰臣”，他不知侍奉过多少
君主，不知是多少臣了。

管仲事公子纠，公子纠被公
子小白逼死，管仲转事公子小白。
这样的“不忠”，连子贡、子路都对
管仲有意见，但孔子肯定他，甚至
称他为“仁人”。是的，孔子只忠于
自己的职守，忠于自己的道义，忠
于自己的良知。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文
系教授、硕导，央视“百家讲坛”主
讲人，《儒风大家》杂志专栏作
家。)

佛心岂可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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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成

记得是在一本杂志上，有人
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纯
属扯淡。“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
留”这句话是济公说的，爱喝酒吃
肉又念佛的和尚除了他，名声较
大的还有电影《少林寺》中的那个
和尚，琢磨一下，他们虽然是犯了
戒规，但都心地善良，有佛心，不
算是太扯淡，最扯淡的，应当是现
代的某些人了，天天抱着佛书或
者是穿着僧袍，干的却是些“坑
爹”事儿。

我的一位朋友，原来在一家

企业跑业务，人长得潇洒，工作也
是春风得意，后来因为婚姻问题，
看破红尘，自己剃度为僧，在老家
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室内供了几
尊佛像，放着僧乐，日复一日地打
坐修身。

不触尘世，心无挂碍，在这样
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能有这样一种
心境，实在是难得，然事实却不。

他“打坐修身”只是其名，而
真正的目的是卖香火盈利，往往
是几块钱进价的香火，他能卖到
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其收益远远
高于在企业跑业务。此外，他在一
楼打坐念佛，而在二楼，却是美女

相伴，大鱼大肉。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

骗子，讥讽他为“假和尚”，一笑了
之；不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法术
超常，尊称他为大师，恭之敬之。
了解他的人终究是少，不了解他
的人毕竟是多，所以，他那儿整天
是香火盛旺，生意兴隆。

一位官员，办公室里是书，家
里是书，车上放的也全是书，其中
以禅道书籍居多，约占一半。他天
天读，有时候还会大声朗诵一些
醍醐灌顶的佛家名句给身边的人
听。他经常教诲下属，做官要做清
正廉明的好官，做人要做光明正

大的好人，要有佛心，多行善事。
哪成想，某日晚上突然东窗事

发，执法人员入户搜查，掀开他的
床铺，下面全是一沓一沓的老头
票，清点一下，足足有三千多万。

如此贪腐，还天天给人讲佛
道，真正的是纯属扯淡！

我的一位老乡，在老家的企
业下岗后，自己到济南发展，事业
虽然不大，但他常常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儿。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他带着自己的队伍第一时间赶到
一线援建，没有让任何一家媒体
采访报道，回来时，他又带回了五
六个伤残儿童，一直抚养到现在，

也从没有声张过。
虽然我的这位老乡不信佛，

也不会讲佛话，但他已经达到了
“不问佛祖，能行善事”的境界，该
应算是有佛心了吧。

世人多知“酒肉穿肠过，佛祖
心中留”，却鲜知济公还有后句“世
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若是因为
高调效仿济公的皮毛而进了魔道，
身陷囹圄或者落一生骂名，倒还真
不如向我的那位老乡学习，低调地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好呢，起码是
寝食能安、身心愉悦啊。

佛在心中，善在行动中。阿弥
陀佛！

被误解的孔子之二

□马景瑞

民以食为天。人最怕的是没
有饭吃。饭碗是吃饭的家伙，先有
了饭碗，才可以盛饭。所以，从古
至今，各色人等，大都十分珍惜饭
碗。

农村人家过年讲究特别多，
忌讳也多，最忌讳的是打破饭碗。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腊月初八，我
捧着碗喝腊八粥，不小心失手把
碗掉地下摔碎了。全家人都愣在
那里。我用惊恐的乞求的目光看
着母亲，从来没打过我一下的母
亲狠狠地捶了我一拳，并虎起脸
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出去，别吃
了！”我知道，不为别的，就因为我
在大腊月里打破了一只饭碗。我

委屈地大哭起来。祖父把我搂在
怀里，埋怨母亲说：“说两句就行
了，还真打孩子啊。”没过几天，祖
父从集上给我买来一个轻轻巧巧
的木碗，再也不用担心打破饭碗
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的
日子都不好过，因一时短缺，邻里
之间免不了相互借碗米或借碗
面。米、面还也可，不还也罢，但碗
一定要还，不能把饭碗随意送给
别人。家家都在乎这个事。不少人
家还请锔盆锔碗的工匠在自己的
碗、盘底部用细小的铜钉钉出一
个特殊的图样或姓名中的一两个
字作为记号。那时候，哪家办喜事
或丧事，都要摆几桌或十几桌席
招待亲朋故旧，自家的盘子碗筷

没有这么多，就要向街坊四邻借
用。好多人家的碗、盘堆在一起，
难免弄混了，张三家的还给了李
四家，遇到这种情况，就可凭特殊
记号找回自家的碗、盘。如果使用
时不小心打碎了，事主一定要购
置新的碗、盘赔偿。一只碗值不了
几个钱，可这是多年约定俗成的
规矩。父老乡亲珍惜饭碗的种种
言行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念中学的时候，亲友来家中
做客，闲话中常常嘱咐我：“好好
读书，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一
辈子吃饭就不犯愁了。”我知道，
他们所说的“铁饭碗”，就是一份
体面的工作。我没有让亲友失望，
大学毕业后我捧上了“铁饭碗”。
几十年来，无论在中学教书、在机

关当办事员，还是走上县级领导
岗位，我总是尽心尽力，尽职尽
责，不敢丝毫懈怠，不敢越雷池一
步，唯恐出现什么纰漏或差错，打
破自己的饭碗。

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些身居
高位要职、有权有势更有钱的人，
捧着“金饭碗”，过着天堂般幸福
舒适的生活，却仍然贪得无厌，动
辄就贪污受贿几十万或几百万，
甚至高达几千万或几亿元，所为
何来？那么多钱花得了吗？到头
来，这些人一经查办，便身败名
裂，不仅不义之财被全部没收，而
且锒铛入狱，甚至连自己的身家
性命也搭进去了，怎么就不知道
珍惜自己的饭碗呢？！

记得2003年夏天，我在一家

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贵州省遵
义县高坪镇派出所专门定制了
130 个印有“五条禁令”字样的饭
碗，发到派出所每一位民警的家
中。这则新闻还配着一只印有

“严格执行‘五条禁令’，珍惜自
己的饭碗”字迹的饭碗图样。当
时感觉这则新闻就像黑夜中闪
烁的一颗星星，使我眼前猛然一
亮，禁不住暗暗叫好。心想，这种
发给个人带有警示语的饭碗，就
像挂在脑海中的一个自鸣警钟，
其警示的声音一定会不断在耳
际回响。

但愿所有公职人员都能时
常自警自省，遵纪守法，好好珍
惜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饭碗，否
则，一旦打破，悔之晚矣！

饭碗身边的传统

悟在当下

对孔子了解不深的人，往往以为孔子
是极端忠君思想的提倡者。事实呢，恰恰
相反。

世人多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
留”，却鲜知济公还有后句“世人若学我，
如同进魔道”。

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些身居高位要职、
有权有势更有钱的人，捧着“金饭碗”，怎么
就不知道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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