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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山东来都感到非常的亲
切，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去过台
湾，就是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两个
地方，大家都耳熟能详。你们说是哪
两个地方？日月潭、阿里山。为什么大
陆同胞对台湾这两个地方认识得比
较深呢？因为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里
面，都会介绍这两个风景区。回过头
来问，台湾的朋友对大陆什么地方最
熟悉？其实就是贵宝地。为什么？因为
台湾的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有一课，就
在我们济南很有名的风景区，是《老
残游记》里面的大明湖，到了高中，语
文教科书选有《老残游记》里面的“明
湖居听书”，也就是“王小玉说书”。所
以你去问台湾的朋友对济南有没有
印象，基本上因为受过初中、高中的
教育，都会有印象。

这一次我有幸应山东图书馆，还
有齐鲁晚报之邀，来这边报告我研究
儒学的一点儿心得。因为刚好今年山
东曲阜的祭孔大典，祭文很荣幸地由
我来撰写，希望能够把写祭文的构思
讲出来。

从“圣”字谈
祭孔祭文的构思

今年我在“孔子文化节”祭孔大
典撰写祭文，我的脉络基本上是根据

“圣”这个道理来加以发挥的。
这个祭文分成五节，每一节是十

二句，两个字押一个韵。第一节是讲
天人之道，前面我们讲“圣希天”，就
是人在天地之中，最后能够“赞天地
之化育”。第二节是讲孔子能够“上律
天时，下袭水土”，能够“远述尧舜、近
法文武”，就是把天地还有杰出人物
的一些精华，全部都承继下来，这是

“承先”。第三节，孔子能够把我们传
统的文化加以整理，即所谓“删述六
经”，然后提炼出他的仁道思想，把这
个仁道思想教育给他的学生，而不断
地传扬到我们今天，这是孔子的贡
献。第四节讲孔子的思想影响到后
代，就是“启后”。第五节是表达我们
后人受到孔子思想的浸润，我们今天
很诚挚地向孔子表达敬意，希望孔子
的思想能够更发扬光大，让我们得到
他的“福荫”。这是我撰写祭文的构
思。

《论语》、《孟子》中的“圣”

“圣”，如果从它的内涵上去解释
的话，我自己研究的结果，发现《论
语》里面所讲的“圣”，跟《孟子》里面
所讲的“圣”，性质虽然是一样的，但
还是有一点儿差距。《论语》里面，子
贡有一次请问孔子，说，如果一个人
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怎么样？
可以算是“仁”吗？孔子就说，何止是

“仁”，尧舜有时候都感觉自己未必能
够做得到。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

仁基本上是个理念。如
果没有化为具体的行为
或者事功的话，“仁”是
个空洞的概念。所以化
为具体的事功，来博施
于民，能够帮助众人，这
就是“圣”。

我们从孔子这段话
来讲，这个“圣”的境界非常的高，不
仅具有“仁”这种全德的理念，还进一
步把这理念化为具体的事功。这个坦
白说，不太容易做到。

又有一次，子路问，君子要做到
什么样的地步？孔子就回答，要“修己
以安人”。子路又进一步问，说这样就
够了吗？孔子又回答，“修己以安百
姓”。就语义上来讲，这个“人”应该是
指比较少的人，“百姓”，“百”是多数
人。他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修己是个人的涵养，以个人的涵
养，把它具体化，来安定天下的百姓，
做到如孔子表达他的心志所讲的“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
步。

接着我们看《孟子》。《孟子》里面
提高了四位圣者，一个是伯夷，是“圣
之清者”；一个是伊尹，是“圣之任
者”；一个是柳下惠，是“圣之和者”；
一个是孔子，是“圣之时者”。我们如
果用《论语》的标准来看，这四位在孟
子心目中的圣者是不是全部合格？要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修己以安
百姓”。伯夷显然不够格，他没有具体
的事功表现。伊尹够不够格？伊尹应
该是算够格的，因为伊尹辅佐商汤，
让天下安定太平，所以他也做到“博
施济众”和“安百姓”。另外柳下惠也
不够格。柳下惠虽也曾经有一段时期
从政，但是他基本上担任地方官，但
成就有限，他没有办法说他“博施济
众”，没有办法说他“修己以安百姓”。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圣”的
境界，在《论语》里面，在孔子的心目
中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到了孟子，
显然这个标准是往下在拉。孟子又
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有为者
亦若是。”他说我们只要能够发奋有
所作为，也可以做到舜的地步。舜，贵
为天子，但在此很显然不是从地位上
来讲，这显然是从德行上来讲的。

另外有一个人叫曹交，问孟子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有没有这回事？
孟子说对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达到圣的境界。孟子主张性善。他认
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羞恶、恻隐、辞
让、是非”之心，就是仁义礼智四个善
端，就是我们在本质上，跟尧舜是一
样的。只要你肯发奋作为，我们在涵
养上、道德修养上，都可以得到如同
尧舜这样的地步。

“希圣”的现代解读

《论语》里面孔子心目中的圣者，
恐怕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但
是如果从孟子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当
一个圣者能不能？可以，“人皆可以为
尧舜”。

后来很多的儒者就这一个观点
进一步地发挥。明代有一个大学者王
阳明。他怎么讲？他就拿黄金做比喻，
他说黄金最可贵的不是它的重量，而

是在它的纯度。他说只要你“存乎天
理”，而没有“人欲之杂”，也就是做事
情不要杂有个人的私欲，完全凭借道
义，凭借公正之心来行事，如同黄金
纯度高，虽然并不很重，也就可以成
为圣人了。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服务的人生
观”。所谓服务的人生观是什么？他说
聪明才力愈大者，要尽他的聪明才力
为千万人服务；聪明才力略小者，要
尽他的聪明才力为十百人服务；没有
聪明才力者，至少要为自己服务。也
就说你做得到能够博施济众而能安
百姓，那是最好。但有时候有客观条
件的限制，有时候个人的能力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服务的范围不一
定很广，那好吧，我们缩小范围，那就
很好。就算是没有办法服务他人，至
少你不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也不错，
这个“服务的人生观”也蛮好的。

另外，王阳明的四传弟子，叫罗
汝芳，他曾经有一次给学生讲课，他
就讲《孟子》里面人皆可以成为尧舜
的道理。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有一
个端茶童子，恭恭敬敬地把茶杯放在
讲桌上，恭恭敬敬地退出去。有个学
生就问了，老师说人皆可以成为尧
舜，这个端茶童子能不能成为尧舜？
你猜这个罗汝芳怎么回答？这个端茶
童子从泡茶的地方到这个地方，端茶
跨过好几个门槛，把这个茶端端整整
放下。他说他就是圣人。他说，端茶童
子的本分工作是端茶。他把他的本分
工作做得很好，他说孔子来端茶也不
过如此。罗汝芳的解释很好，其实什
么叫做“圣”，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
讲，就是尽你的本分，这是人人可以
做得到的。

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就可以看
出来，你如果能够尽我们的能力去帮
社会大众做服务，你如果能够在你的
本位上好好地尽本分，那么在孟子的
观念里面来讲，其实就达到了“圣”的
地步。所以“希圣”在我们今天有没有
用？有用。如果人人都能够尽其本分，
那对很多工作的推动，对整个社会秩
序的安定、和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希圣”的观念，就是“希圣”观
念的古典今义。

经典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孟子讲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跟禽兽差
别并不多。禽兽要吃，我们也要吃；禽
兽要保暖，我们也要保暖。但是，有些
东西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承继前人
的经验，同样的错误不必要再尝试，
知道那是错误，一般的禽兽是不太可
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承继前人的智
慧。但是，前人有前人的时代，前人有
前人的环境，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跟我们这个环境，未必吻合，所以有
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可以继承，有些东
西知道了就好，不必要照做，要不然
是泥古、食古不化。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翻陈出
新。我们有个成语叫推陈出新，我觉
得不大好。不是说一定要把旧的抛弃
掉，推除掉，经典是要从旧的当中翻
转出合乎现代的意义。希望在承先之
后能够融会贯通，进而启后，在我们
的本分上好好去努力，我想我们每个
人也都可以成为圣人了。

翻陈出新说“希圣”

儒家文化是
春风吹又生
——— 孔子嫡孙孔垂长在

大众讲坛 200 期上的致辞

各位嘉宾、各位济南的乡
亲：

大家早上好！
刚才垂长有幸参加了

“和谐天下———《论语》知识
大赛”的颁奖仪式，我很有
感触：《论语》是先祖孔子及
其弟子们的智慧结晶，也是
儒家典籍的代表之作。通过
这种学习《论语》的方式，可
以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和
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听主
办单位介绍，这个活动参与
者的范围之广、水准之高，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各界
对先祖孔子的思想、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
此，我谨对各主办单位为传
承先祖孔子思想做出的贡
献表示无比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同样的，接下来要进行
的大众讲坛也是在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实
在在地做事。而这个活动能
够历六年多之久，办到今天
的第 200 期，并得到社会民
众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形成了在社会上有广泛影
响和积极声誉的品牌活动，
这除了得益于两个主办单
位齐鲁晚报和山东省图书
馆的鼎立推广之外，也充分
表明了以儒学思想为代表
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也还是有着强大生命
力和亲和力的。

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
先祖孔子创立了儒家文化，
绝不是希望这种思想和学
说只是像故纸堆一样停留
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里面，
而是要将以仁道为核心的
儒学思想用来经世济民，走
向社会大众，成为普通民众
的生活行为准则。事实也是
如此，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
和发展，儒家思想不仅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更成
为其根本和基础。在这种深
厚的社会基础上，才造就了
几千年灿烂的东方文明。即
便是在近代一段时间内儒
家思想受到了冲击，失去了
文化主体的地位，那正可谓
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一旦外部的禁锢消失，
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就又
显现出来了。如今民间流传
的很多耳熟能详的校训家
训祖训等等，都出自儒家思
想，很多地区的城市精神也
都源自于儒家文化。

当然，从上个世纪初到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大陆的儒家文化经历了继
秦始皇时期焚书坑儒、南北
朝时代弃儒从佛以来的第
三次大衰微，儒学这棵中华
文明之树受到了很大的伤
害，接近枝叶凋零。现在我
们要复兴中华民族，就要从
根脉上复兴以儒家思想为
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只有根深蒂固才能长久地
枝繁叶茂。根在哪里？就在
民众。只有让广大民众更多
地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将
儒家思想内化为安身立命
的行为准则，才是文化传承
的真正实现。说到这里，我
想起今年 5 月份，大陆一个

很有名气的年轻人韩寒，去
台湾参访时经历了两件让
他很感动也很感慨的事儿。
一件事儿，一个眼镜店的老
板，无私地提供帮助，另一
件是计程车司机送回他丢
失的物品。今年 4 月份，垂
长在北大时，就介绍过，大
部分的台湾民众已经把儒
家仁爱思想内化，成为一种
生活习惯。这样看来，韩寒
遇到的这种行为，对大部分
台湾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大陆如今在儒学的学术
研究方面，恢复到了较高的
水准，但也有朋友告诉我，
很多年轻人受他们上一代
偏激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
响很大，对儒家文化知之甚
少，而又偏见颇深。所以，我
认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的复兴，更重要的是在普
通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中
破除歧见，恢复儒家文化的
原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
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历
史使命。

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今
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
由于文化断层、信仰缺失所
造成的，比如我们经常可以
从社会新闻中看到一些令
人发指的犯罪行为。个人认
为，要治理犯罪问题、维护
社会秩序，最根本的方法就
是普及先祖孔子毕生提倡
的道德教育。先祖孔子在

《论语·为政篇》中提到，“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法
制、禁令来管理民众，用刑
罚来统一民众的言行，民众
为了避免刑罚而不作恶，但
是其实内心并没有羞耻感；
如果用高尚的品德来感化
民众，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
言行，民众不仅有羞耻感，
而且能自我约束、自我矫
正。由此可证明儒家文化的
道德教育、自我道德的约
束，有助于改善社会的犯罪
现象。

孔子的儒学思想精神
是以仁为中心的“人本文
化”，今天我们社会中发生
了种种的乱象，必须用儒家
的伦理来拯救现代社会，减
少灾难与悲剧的发生。实践
的方法，需由每个人的心灵
改革做起，由自己做起，再
循序渐进地扩大影响到整
个世界，这是最快的途径，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样来说，无论是《论
语》知识大赛还是大众讲
坛，其作用和意义就显得更
为重要；而且，我也很高兴
听说大陆教育部门正积极
推动将儒家经典文献选入
到中小学教材里面去，这也
将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
举措。稍后董老师会给大家
介绍台湾中小学有关儒学
知识的课程设置情况，也许
会对这个工作有所参考。

最后，垂长在这边借助
大众讲坛提供的这个机会，
谨代表我们中华大成至圣
先师孔子协会参访团全体
成员，向广大山东的父老乡
亲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诚挚
的祝福！

11 月 17 日，台湾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
著名儒学研究者董金
裕做客山东省图书馆
与本报共同举办的大
众讲坛，与孔子嫡孙
孔垂长先生共论当代
儒学，本文节选自董
教授的讲稿。

孔垂长（右）与董金裕
教授在大众讲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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