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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新读】

人心仁爱：中国和平发展的道德观
□于永军

1993年，湖北荆门地区出土了一
批楚国的竹简，据推断距今二千三百
多年，亦即出自公元前300年以前。郭
店楚简中有一篇文章叫《性自命出》，
其中有一句话：“道始于情”。意思是
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建立感情开始
的，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史
学家解释，这个“道”说的是“人道”，
而不是“天道”。“天道”是指自然界运
行的原则或曰宇宙运行的原则，而

“人道”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
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原则，这其中当然
包括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
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所推崇的

“仁学”，正是为协调人类的这种关系
而创造的一种“道”。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
给出了两个字：“爱人”。“爱人”的思
想依据是什么？《中庸》用孔子的话
作了明确回答：“仁者，人也，亲亲为
大。”意思是说，“仁”就是人自身，自
身的一种品德。“亲亲为大”，就是爱
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仁爱的精神是自身所具有的，而爱
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
的精神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此，所以
儒学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
其攸爱人，仁也。”爱你自己的亲人，
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扩展到

爱别人才叫“仁”。而作为统治者，不
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广到爱
天下老百姓，以“仁爱之心”治国。于
是，又有了《大学》中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是为了什
么？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
下”。从“修身”开始，以“平天下”为
终点，这就形成了一种以“人心仁
爱”为道德内核的和平发展观。

这种和平发展观，我们今天来解
读，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兼济天
下、泽及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好处；二
是与天下人和平相处，以高尚的道德
影响和改变天下，进而成为具有凝聚
力、向心力的“王”者。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考量，今日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
平发展道路，秉承的是中华民族“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品
质，体现的是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
献的博大情怀，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不但应
在经济上实现强大，更应在文化理念
上得到世界认同，即在终极意义上应
当是文化的崛起，是中华五千年文明
的复兴。

“治国、平天下”靠什么？《论语》中
有子贡“问政”一段，孔子说：“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
去，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

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
与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干脆地回
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里说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
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军事实
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
而去”，并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个
国家的强大，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
事力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
略的优先价值秩序。这种优先价值
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实行“仁政”，
通过“仁”而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
道。所以在儒家文化中，“内圣外王
之道”，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所谓

“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
养，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
尚的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
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洒，进而

“治国”、“平天下”。并且认为，只有道
德最高尚的人才适合做“王”。因此，中
国社会历朝各代的发展崛起，一直都
把“仁政”作为立国之本，秉承着“统而
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国
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在文化异质性
共存下的统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
下的和平相处，就像“一个温和的老太
太带出了个大家族”（余秋雨语）。

（本文作者系中国军事文化研
究会理事、教授）

【传统大家谈】

我的几个先生
□巴金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些什么东西把
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什么人把我教
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
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
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
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
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
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
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
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
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
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
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
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
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家》里
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
来的：“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
气一一告诉我……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
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爹在北京因验看被
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
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
两天的眼泪。”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
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
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
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
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
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
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
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
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
种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
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
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
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
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
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
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
好几个，后来渐渐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
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
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
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
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
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
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了。他孤零零地活着，在
这个公馆里他比谁都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
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
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
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
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
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
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
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的劝告我：“要好好地
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
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
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
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
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
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
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
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
记得这样的话。 （本文有删节）

□推荐语
在作家巴金的笔下，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先生并不是

教他读书识字的人，而是他的母亲，因为母亲教给他的
是“爱”，使他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懂得去爱所有人、所
有事物，即使身处困境也依然能微笑着去生活。应该说，
这种教育远比教其读书识字成功，因为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远比学到多少知识更重要。有了爱的教育，作
者得以健康成长，并想到为社会去做些什么，同时也才
能从第二位先生——— 轿夫那里得到“忠心”的教育。反观
现在的家庭教育，更多的家长期望孩子成为精英，在教
育上也极为舍得投资，却恰恰缺少了爱的教育。

仁者之爱人，在不同的社会关
系中，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与父母之
间为“孝”，与兄弟之间为“悌”，与他
人之间为“信”。其中，孝为基本，因
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生
时获得的最早、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关于“孝”，孔子和弟子宰我有
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期
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
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
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
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
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

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
父母乎？”（阳货21）

【译文】宰我问：“丧期三年，时
间太久了呵！君子三年不修习礼仪，
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练音乐，音
乐一定荒废。陈粮吃完，新谷登场，
钻木取火也换了新木，一年的时间
就可以啦。”孔子说：“就这样吃起新
大米，穿起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
回答：“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
这样去做吧！君子守丧，食美食而不
觉其美味，听音乐不觉其愉悦，闲居
家中而不觉安适，所以，不会像你那
样去做。如今你觉得心安，就去做
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
是不仁啊！小孩子生下来，要到三岁
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守丧三年，
这是天下通例呵。宰予难道没有从

他父母的怀抱中得到三年之爱吗？”
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鲁国

人，孔子前期弟子，常有异端思想，爱
挑战老师的学说。这里，他对儒家“守
丧三年”的礼制提出怀疑，认为三年
丧期太长，还发挥说：“君子三年不为
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
子回答也很直接，问宰我：不“守丧三
年”，你安心吗？孔子认为孩子出生三
年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离
世，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是天经地
义之事。不想，宰我却回答：安心。气
得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平心而论，宰
我的主张更实际一些，他说的是事
理，但孔子强调的是情理。孝是人类
最基本的情感之一，实质上，是一个
人对父母之爱的回报。仁之“爱人”，
自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始。

□钱宁

仁自孝始
悦读·核心篇之十

“师道尊严”这个成语，出自《礼
记》。这个成语本义是指老师受到尊重，
他所传授的知识道理才能得到尊重。然而，
曾几何时，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开始改变。尤
其是在当下世俗化、商业化的氛围中，师道尊严
被冲击得七零八碎，斯文扫地，“师”文扫地，成
了一地鸡毛。当然，从师道尊严到斯文扫地，有
多方面的因素，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也有学生的
原因、家长的原因、学校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有
一个成语意义的演变，恰好反映了在某些老师
身上师道尊严的沦落。这个成语是“衣冠禽兽”。

———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生至少要读

五本国学经典著作
我一直提倡人的一生当中至少要读五本国

学经典著作，即《易经》、《论语》、《道德经》、《六
祖坛经》、《黄帝内经》。少年和青年必读《论语》，
中年必读《道德经》，老年必读《六祖坛经》，至于

《易经》和《黄帝内经》，则要一辈子读。为什么这
样说？因为，《论语》告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
什么；《道德经》告诉你来到这个世上不要做什
么；《六祖坛经》告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往哪
里去。至于《易经》和《黄帝内经》，一则以知命，
一则以养生。这样你的一生才是完满的。

——— 张其成（国学学者）

从师道尊严

到斯文扫地

【【百百家家之之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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