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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仁”的思想及其当代教育意义

石中英

［摘 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仁”是孔子哲学和教育思想中

的一个核心范畴，孔子与学生间的多次问答都是围绕着“仁”展开的。从《论语》中有关内

容分析来看，孔子对“仁”的论述最核心的有三句话，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其中，“爱人”可谓是“仁”的总纲领，后面两句是基本行

为准则，分别表达了“仁”的消极和积极含义与要求。从方法上说，践“仁”的根本方法就是

“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孔子“仁”的哲学思想及其相关行动建议，对于当代的中国教育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启迪教育者重新思考教育的人性基础、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感包

括同情心在道德教育和人的形成中的重要性。当然，对孔子“仁”的思想中存在的一些理

论不足，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也要加以批判性分析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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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哲学思想中，“仁”的思想毫无疑

问占有核心地位，以至于有学者将孔子的哲

学称为“仁的哲学”。黄济认为，孔子的教育

和政治思想是与他“仁”的基本思想分不开

的，人们若不理解他的“仁”的思想，就很难把

握其教育和政治思想。［1］但是，对于如何理

解孔子的“仁”，历史上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

点。如孟子说，“仁也者，人也”［2］，用“人”来

解释“仁”，一方面彰显了“仁”的人文或人道

精神，另一方面也给人以解释泛化的感觉。

朱熹在注疏《论语》时，认为“仁”即“爱之理，

心之德也”［3］，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将“仁”与

“爱”相区分，并将“仁”看作“天理”。这种将

“爱”从“仁”中区别开来的解释与孔子自己的

有关“仁”的论述确实存在较大不一致，以至

于李泽厚直斥这种解释为“歪曲”①。王阳明

则从心学立场出发认为，“仁，人心也”［4］，

“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5］，

将“仁”解读为无善无恶心本体的“表德”，与

“义”、“礼”、“智”等诸德相并列，与朱熹的解

释大相径庭。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孔子本人在回答弟子们有关“仁”的询问

时，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缺少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另一方面是后世的

思想家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学理主

张对孔子“仁”做了适合各自的发挥，从而形

成中国哲学史上有关孔子“仁”的思想洋洋大

观的讨论。本文主要基于对《论语》文本内容

——————————
① 李泽厚认为，朱熹把“仁”说成“天理”，“殊不知如此一抽象，就失去了那活生生、活泼泼的人的具体感性情

感内容而成为君临事物的外在律令，歪曲了‘仁’不脱离情感的（本体不离现象）的根本特点。”参见李泽厚的《论语今

读》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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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结合历史上其他学者有关“仁”的论

述，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再分析，希望能够

提供一种更加融通的解释，回应学界在“仁”

的理解上的一些分歧和论争。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讨论孔子“仁”的思想对于当今教

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

一、孔子“仁”的思想要义

孔子对于“仁”的有关论述主要是回答

其弟子们有关“仁”的询问，有时也出现在孔

子对一些历史和当世人物言行的评论中。从

孔子谈及“仁”的方式来看，主要有直接和间

接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即是孔子在回答弟子

们有关“仁”的问题时直接阐明自己对于“仁”

的观点，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6］间

接方式即孔子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间接地表

达自己对于“仁”的某一方面理解，如孔子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7］分析孔子这些有关

“仁”的直接和间接论述，我们可窥见孔子对

于“仁”的基本主张及其价值憧憬。正如德国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

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而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

是通过指向它的承担者来说明的。”［8］

孔子有关“仁”的直接论述中，有三句话

是比较重要的，需要重点分析和整体理解。

第一句话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9］这

句话是孔子有关“仁”的一句纲领性表述，历

史上也多次为孟子等后世思想家所引述，今

人理解孔子“仁”的思想，也多从此出，甚至因

此“仁爱”并举。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理解

“人”。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人”是指

“一切人”或“人类”。照此理解的话，“爱人”

就是“爱一切人”、“爱人类”。这种抽象的、

在类的意义上理解的“人”及“爱人”，可能并

不符合孔子的思想。从《论语》中对“人”这个

概念的使用以及孔子对“不仁”行为的批评来

说，这里的“人”应当是与“己”相对而言的，

是指“他人”。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持

有这种观点。［10］照此理解，“爱人”是指“爱他

人”，而不是“爱一切人”或“爱人类”，当然更

不是“爱自己”。一个只懂抽象人类之爱或只

爱自己的人，在孔子这里肯定是配不上“仁

者”称谓的。所以，从孔子“爱人”的表述中，

我们可以体会出，“仁”是沟通并融洽自我与

他人关系的一条情感的纽带，仁者就是对于

他者有一种强烈的爱的感情并愿意付诸行动

以关怀和增进他者福祉的人。

第二句话是孔子在回答仲弓问“仁”时

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1］

这句话有三层相互关联的意义。第一层是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孔子通过

日常生活和国家治理的事例说明“仁”的具体

要求，强调仁者内心对他者的尊重和管理者

对百姓的敬畏，是“爱人”思想在日常生活和

政治生活中的体现。第二层是“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这是基于前述事例的理论总结，上

升到准则层面，意思是：一个人自己不愿意接

受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这里，行为者所关

切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不愿意让他人承受

连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某些事物或不当对待，

体现了对待他者的伦理关怀。第三层就是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句话阐明践“仁”

的社会效果，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做

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无论在国家政

治生活还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都不会招致

别人的怨恨。而“怨恨”正是孔子生活的时代

国家政治生活以及士大夫家庭生活中一个非

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导致当时社会礼崩

乐坏、秩序动荡的一个心理根源。

第三句话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所

说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

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2］这句话

的意思是：那些有“仁”的精神的人，自己希望

在社会上立足，也帮助他人在社会上立足；自

己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帮助他人实现他

们的目标；能够推己及人，可算是为“仁”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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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这句话中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而达人”明显是与上一句中“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相对而言的。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是消极的“仁”的要求的话，强调仁者不

应当对他人做什么；那么，“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达而达人”就是积极的“仁”的要求，强调仁

者应当对他人做什么。两者合起来阐明了

“仁者爱人”这个有关“仁”的纲领性表述的丰

富内涵。“爱人”不单单是一种指向他者的积

极情感，更是一种尊重他者、体谅他者、关心

他者和成就他者的积极行动。也正是由于

“仁”是指向他者的积极情感和适宜行动的统

一，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说，“巧言令

色，鲜矣仁”。如果一个人对待别人只是嘴巴

上说得好听、表面上很恭敬，但是实际上什么

也不做，那么这个人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

仁者，或者说他美丽的言辞、貌似谦恭的态度

离真正的“仁”的精神相去甚远。

显然，与古希腊哲学家“爱智慧”的哲学

信条不同，孔子的哲学信条就是“爱人”。尽

管孔子所说的“爱人”指的是“爱他人”，与

“爱自己”有严格的分野，但由于在他者的视

野中，“己”或“我”也是一个“他者”，人人之

间互为他者，因此，孔子“爱人”要求的普遍化

并不排斥爱自己，只是不以“爱自己”为出发

点而已。这一点，正如孟子后来所说：“爱人

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3］这样一

来，一个人若有此心，即为有“仁心”；若同时

又有行动，即为“仁者”；若以此心治理国家、

行动上能够体恤和造福百姓，即为实行“仁

政”；若能终身以此为追求，甚至不惜为此牺

牲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那就算得上一

个真正的“仁人志士”了；若每一个人都存在

于这种爱的关系和行动网络中，那么整个社

会就实现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了。

二、孔子对如何践“仁”的若干建议

如上所述，“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范

畴，其基本的含义是“爱人”，两个基本的准则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是“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根本的方法就是

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恕”）。可是，受制约

于人我之别特别是个人及其所属集团私欲的

影响，要真正按照“仁”的精神去行事并不容

易，否则，孔子就不会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

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14］。但是，“仁”

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所阐释的那样是什么“最

高的道德理想”或“全德”，以至于普通人都做

不到。实际上，孔子在与弟子的对谈中，就多

次表达过对践“仁”的信心与希望，并结合弟

子们提出的问题和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提出

一些如何做的指导意见。通过对这些指导意

见的分析，可以反过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

孔子“仁”的思想的理解。

第一，孔子建议人们要发挥自己的主体

性，积极地去按照“仁”的要求为人处世、治国

理政。孔子相信，“仁”作为一切善的行为的

“种子”，是人人都具有的，并不是只存在于一

些特殊禀赋的人那里。同时，由于“仁”最基

本的表现就是一种对于他者的一种积极态

度、情感和价值关怀，因此，“仁”是发乎人

心，人人具有，人人可以做到的。正如孔子所

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5］与此

相关，孔子认为践行“仁”的要求，也并不需要

什么特殊的能力，因此，没有什么人是力量不

足的。“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

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

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16］不

过，比起普通百姓来，在践行“仁”的要求方

面，孔子还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士大夫阶层

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

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曾子也说：“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8］在曾子看

来，士大夫阶层有责任以顽强的毅力去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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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和弘扬“仁”的精神，至死方休。在践行

和弘扬“仁”的精神方面，孔子甚至还说过“当

仁，不让于师”［19］这样的话，表达了孔子对新

生一代在践行和弘扬“仁”的精神方面的热情

鼓励和衷心希冀，这与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相映成趣。

第二，孔子把“克己复礼”看成施行仁道

的重要举措。“仁”作为一种对待他人的积极

态度、情感和价值关怀，其最大的敌人就是自

己的私欲。一旦人的这些私欲得不到控制，

它们就会恣意生长，支配人的态度、情感和价

值观，使人们成为私欲的奴隶，陷入自我的牢

笼，从而阻碍人们走向他人、感受他人、关心

他人，更不能与他人共创共享美好生活。正

是基于这种考虑，当颜渊向孔子问“仁”的时

候，孔子直言不讳地回答：“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当颜渊再问“请问其目”时，孔子又

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20］在这里，“克”是“克制”、“约束”的意

思，并不是“克服”、“消灭”的意思。因此，所

谓“克己”，就是要“克制”、“约束”自己的私

欲，不要使之膨胀。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

不反对人们有自己的欲望，他的“克己”的思

想也不同于佛教的“灭欲”和道家的“寡欲”。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对于自己私欲的克制要

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违反“礼”的要求、

不破坏“礼”所代表的秩序的程度，不符合礼

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这里的

“礼”当然是孔子心目中的周礼，建立于周礼

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秩序。“克己复礼”从人生方面看，有其积极的

意义；但是若从社会和文化进化方面看，也显

示了孔子比较保守的思想。

第三，孔子非常强调持之以恒地践行

“仁”的精神的重要性。“仁”既然发乎人心，

人人可做得，当然不算什么难事，也不用什么

特别的才智。但是，孔子认为，要做到长久践

行“仁”的精神，还是不容易的。一个人要想

成为真正的仁者，就必须不断努力，时时反省

和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够使“仁”的思

想长久地驻扎在自己的心中，体现在自己的

行动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

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

沛必于是。”［21］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富不仁的

事情，君子是不能做的；离开了“仁”，君子也

就不成其为君子。因此，君子每天都应当按

照“仁”的要求去为人处世，即便在一些面临

困顿和危急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第四，孔子强调榜样学习在领会和践行

“仁”的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孔子有一句名

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22］在领会和践行“仁”的

要求方面，孔子也持同样的态度。虽然在孔

子眼中，真正的仁者很少，但是他还是指出

来，“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23］殷纣王时期，由于政见不

同，作为纣王的同母哥哥，微子选择离开，作

为纣王的叔父箕子、比干则选择进谏，导致微

子被囚禁，比干被杀害。孔子赞他们为仁者，

大概是认为他们为了终止商纣王后期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的行为，不避风险和牺牲，做了

他们为亲为臣所该做的事情。孔子赞扬的另

外一位有“仁”的精神的历史人物是齐国宰相

管仲。当子路说：“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子对答说：“桓

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24］孔子对管仲的“不知礼”批评

得很厉害，但是也认为管仲有“仁”的精神，主

要是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时没

有采取武力讨伐的办法，避免了百姓的伤亡，

这种行为符合孔子心目中仁政的思想。除了

这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外，孔子在回答子贡

有关“仁”的问题时，还建议他向士大夫中那

些有贤德和仁爱精神的人学习。“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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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友其士之仁者。”［25］

此外，在谈到如何践行“仁”的精神时，

孔子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主张。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6］，意思是施行

仁德要从孝悌开始，然后不断向外扩展，不可

本末倒置；再如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

仁，焉得知？”，强调淳风美俗的社区环境对于

一个人“仁”的精神形成的重要性；“仁者先难

而后获，可谓仁矣”［27］，强调仁者有难事做在

人前面，有收获则甘居人后，正确对待付出和

回报之间的关系。孔子的这些具体论述，进

一步补充了前述有关“仁”的要义的理解，使

得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具体并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孔子的“仁”既非一

种专门调整某一种人伦关系（如君臣关系、父

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或朋友关系）的

德目，又非所有调整人伦关系的德目的总称

或上位概念。虽然自孟子以后，人们常常将

“仁义礼智”并称为“四德”，但是“仁”显然并

不像其他几个美德以及“五伦”（忠、孝、悌、

忍、善）那样指称具体的伦理关系。“仁”也不

是其他几个美德的总称，“仁”的实现并非依

赖于其他几个美德的实现，更不是其他美德

实现的总体状态。如果这样的话，一个人要

成为仁者就遥遥无期了，而不是孔子说的“我

欲仁，斯仁至矣”。虽然如此，“仁”与其他美

德之间也不是割裂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

在的关联。这种内在的关联就在于，“仁”是

其他美德的根基，缺少“仁”，其他的道德品质

就难以建立以来。孔子也曾说过：“人而不

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句话的意

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仁心，他怎么能遵守礼

制呢？又怎么能懂得乐教呢？按照孔子的理

解，“礼”以别异，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礼

制把这种差别制度化，礼教引导人们从内心

里尊重这种差别，不要僭越。没有仁心的人，

就是缺少他者意识的人，也很难真正理解礼

制与礼教的本质。所以，“人而不仁，如礼

何？”即便他表面上可以按照礼制的要求来行

动，但是内心里还是不知道礼制为何物的。

同样，按照孔子的观点，乐以和同，是沟通人

与人关系的纽带。因此，乐教的本质也不是

个人情感与审美趣味的满足，而是人与人之

间超越差别、关怀他者、和谐共生的津梁。后

来孟子与齐宣王之间有关“独乐乐，与人乐

乐，孰乐”［28］的讨论，典型地反映了孔子乐教

的仁爱本质。由此可见，“仁”为礼乐之本，也

是所有美德之本、善行之源。离开了“仁”，离

开了对他者的尊重、体谅、关心和成就，人们

既不能形成所有的美德（德性），更不可能真

诚践行这些美德从而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

（德行）。这一点也正如冯友兰所说：“仁者不

但以公为心，而且对于别人的情感，有一种体

贴。义不义之辨，只是公私之分。但仁不仁

之辨，则不只是公私之分。公不但是公，且又

须带有一种对于别人疼痒相关的情感。此种

情感，可以说是道德行为中底‘人底成分’。

所以伊川说：‘公而以人体之为之仁。’朱子

说：‘功夫却在人字上’。”［29］

三、孔子“仁”的思想在当代的教育意义

孔子“仁”的思想对儒家后来学者的思

想影响很大，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秩序的建

立也影响较大。孟子就在孔子“仁”的思想基

础上，比较系统地建构了他的仁政和民本思

想，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他在与梁惠王对

话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30］

又提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天子不

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

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罪而强酒。”［31］由此可

见，仁之存废，不仅涉及个人人格的完善，而

且涉及社会秩序与国家社稷。也正是基于这

种仁政的思想，孟子提出著名的“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32］的民本主张，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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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观察，孔子“仁”的思想，也

已经浸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

伦、商业、教育、医疗等。“麻木不仁”的态度

和“为富不仁”的现象都是遭到普通百姓诟病

的。相反，“一视同仁”的公允态度、“当仁不

让”的进取精神以及“履仁蹈义”、“杀身成

仁”的豪迈壮举都是受到人们敬重的。相当

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谁不了解孔子的“仁”，

谁就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于

美好社会、美好国家、天下秩序的理想憧憬。

孔子“仁”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

要的影响，对于今天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并

予以创造性地实践。

首先，孔子“仁”的思想从一个角度启迪

我们去继续思考究竟“什么是人性”以及“如

何才能成人”这些哲学和教育哲学的基本问

题。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成人，教

育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和对话。

在此意义上，教育者必须要对人性问题有系

统思考，并将其作为开展教育工作的前提。

人性是什么？古今中外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西方哲学史上有大家所熟知的人性主张，在

中国哲学史上也有“性善”、“性恶”、“无善无

恶”、“善恶相混”、“性三品”以及道家的自然

人性论等各种主张。比起这些鲜明的人性主

张来说，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人性主

张，只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3］，承

认人与人之间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人性。另

外，孔子“仁”的思想中“能近取譬”、“推己及

人”的方法论也暗示着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

在一些共同性乃至本体性的需要、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否则“能

近取譬”、“推己及人”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到

了孟子那里，则直接将孔子的“仁”以及在

“仁”的基础上的“义”看成人与禽兽区分的标

准，也就是人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

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34］

当代的学者钱穆也认为，“非仁无以群，非群

无以久，非久无以化，非化无以成文。是为人

类文化之大源，亦为人类文化之通性。”［35］如

若孔子“仁”的思想真的体现了共同人性，那

么践“仁”的过程也就是“成人”的过程。“成

人”不单单意味着一个人在年龄上或生理上

达到了某个阶段或出现某种特征，更是意味

着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上能够走出自我中心主

义，愿意并能够走向他者，感受他者，体谅他

者，并努力为增进他者的福祉而作出自己的

努力，不仅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且是在

“立人”中“立己”，在“达人”中“达己”。从这

个意义上说，作为人生和教育目的的“成人”

应当是一项有待通过出于“仁”的行动完成的

价值使命，而非一个可以自然到来的事实。

在此意义上，唤醒和培育学生对“仁”的精神

的认同，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成人”的需要，也是造就合格的社

会成员和积极的社会建设者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孔子“仁”的思想指明了道德情感

教育包括同情心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在西方

道德教育哲学中，无论是德性伦理学、义务论

伦理学，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和20世纪后半

叶的道德认知学派、价值澄清学派，都比较忽

视道德情感在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及道德发展

中的作用。这种情况，直到诺丁斯关怀伦理

学的出现，才稍稍得以改变。与西方道德教

育哲学的传统不同，孔子的“仁”并不完全是

一种思维的抽象或逻辑的概括，也不是一种

像康德“绝对律令”一类的东西，它本身包含

着丰富的情感意义，体现着每个人对他者的

尊重、关注、体谅、责任以及希望等。仁者的

行动不单单是按照原则行事也是出于自己内

心的情感要求的，出自每个人身上的共同人

性。个人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爱人”

的行动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准则都是建立

在“ 能 近 取 譬 ”、“ 推 己 及 人 ”的 同 情 心

（sympathy）基础上的。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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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这种恻隐之

心实际上就是同情心的一种表现。正是这种

恻隐之心或同情心使得每个人对于他者的尊

严、处境以及需要等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

引导每个人以一种伦理上正当的方式对待他

者。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正是这种多同情

别人少同情自己、克制自己的自私、乐善好施

的情感构成了人性的完美。只有这样才能在

人类中产生情感和激情的和谐，在这之中包

含了人类的全部优雅和恰当。”［36］玛莎·努斯

鲍姆也认为，“具备同情或怜悯能力的儿童

（他们往往靠同情的观察获得这种能力）知道

了自己对另一个人作出的攻击行为产生的影

响，便会越来越关心那个人……关心之情的

发展，使儿童越来越希望克制自己的攻击性；

儿童开始懂得其他人不是自己的奴隶，而是

独立的生命，都有权为自己生活。”［37］因此，

同情心的缺失，或者说，仁爱之心的缺失，是

导致个人道德认知和行动脱节以及整个社会

冷漠蔓延、相互伤害乃至社会失序的一个根

本性的原因。要培养真正有道德的人，并希

望通过道德教育来制止社会上的冷漠和彼此

伤害，重建美好的社会与国际秩序，就必须在

强调榜样学习、行为训练、道德判断、价值澄

清等的同时，加强道德情感教育和同情心教

育，为个体的道德成长和社会的道德重建打

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再次，孔子的“仁”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价

值主张启示我们重新反思现代教育的价值取

向。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教育随着社会现

代化而逐渐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主

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绩效主义，强调个

人权利优先、功利满足优先、智力成就优先和

绩效评价优先。这些价值取向推动了现代教

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代教育自

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并最终汇聚在受过教育

的人的身上，成为现代人自身不能不面对或

承受的问题。孔子“仁”的思想中所孕育的价

值取向则与之不同，从其要义的分析来看，它

显然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他者的

权利和福祉优先；不是功利的满足优先，而是

道德的正当优先；不是智力的成就优先，而是

社会的和谐优先；不是绩效评估优先，而是人

性的成长优先。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

“仁”的价值观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有助于反

观和解决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冲突以及极端个人主义对各级各类社会

共同体的侵害，有助于理解和矫正功利主义

的极端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公正

和频繁的社会冲突与对抗，有助于解释和克

服科学主义泛滥所带来的对人文精神的压

抑，有助于澄清与解决绩效主义所带来的对

共同人性成长的忽视和遗忘，从而为现代教

育的未来发展，为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社

会的和谐稳定、人类的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打下坚实的价值基础。

当然，孔子的“仁”的思想也存在着一些

理论上的不足，在教育应用过程中也需要认

真思考。例如，孔子强调人应当具有“仁”的

品质，但是对于“仁”的来源却不置一词，似乎

“仁”作为一种共同人性是人们天生就有的，

一定程度上具有先验的或神秘的色彩。他还

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8］，将家庭

伦理中的孝悌看成“仁”的根本。从发生学上

看，孔子这个观点也是对的，因为孝悌作为两

种基本伦理要求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在

这种伦理关系中一个人比较容易同时又不得

不体认到对方的存在，并以一种伦理上正当

的方式来对待对方。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人

的仁爱之心如何能够由孝悌出发，扩展到关

——————————
① 陈来指出，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西方近代价值观念比较而言，是责任限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

个体、和谐高于冲突，它们最集中地体现在孔子“仁”的思想当中，参见陈来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

统价值观》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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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较疏远乃至完全的陌生他者？或者说，

如何能够由“亲亲”出发进而达到“爱民”乃至

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的境界？教育在这方

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孔子、孟子乃至后世

的朱熹、王阳明等也未能给出清晰的回答，需

要进一步探讨。再有，“仁”的思想中所包含

的差别观念与现代社会普遍尊崇的平等或正

义观念也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当自我与他人

之间发生尊严与利益冲突时，是仁爱优先还

是正义优先，也是当代伦理学和价值教育中

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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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s Concept of "Re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odern Education

Shi Zhongying

Abstract：Confucius，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was a great philosopher and educationist in ancient China. "Ren"
is the central concept of Confuciu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and one of the most discussed topics by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To understand what "Ren" is requir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ree sayings of Confucius. The first one
is "to love others"，which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the others are "treating people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and "to
help others to take their stand in so far as he himself wishes to take his stand，and get others there in so far as he himself
wishes to get there"，which are the codes of conduct. Methodologically，sympathy is the basic way to practice "Ren".
Confucius' comments upon "Re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education. They inspire us to reflect upon the
human nature and aims of education，the value judgment and moral affection in education，and the role of sympathy in
mor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However，Confucian thought also has some faults，including the origin of "Ren"，and
the approach from loving family members to strangers，and the inner intention between "Ren" and equality and justice in
education and beyond. Such issue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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