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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 语

阶级 斗争，
一 些阶级 胜利 T ,

一

些阶级 消灭 了
。

这就 是历虬 这就 是

几 千年的文 明史
。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

叟的就 叫做历史的唯物主 义，
站在这

个观 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 主 义
。

去 抓 意 识 形 态领 域 里 的 阶 级

斗争。





出 版 说 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重视学习历史，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 。

不要割断历史
。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 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 还要馇得中国革命

史 不但要镭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 i

学习历史，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

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 从而有 声
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

、 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觉悟

。 《学点历史》丛书， 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
《

的 套历史普及读物。 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 ， 《学点历史》丛

介绍历史知识， 辅导历

イ

/  

书将分册出版， 每册围绕 个中心，

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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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孔子生活在什么时代

什 么 是 种 族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の 的末

奴 隶 制 国 家
编 这是周朝种族奴隶制国家行将

崩溃的时代。

我国古代的殷商 (起初叫 " 商朝。

， 后来改称 °殷

朝。

， 历史上常称 " 殷商勺 和周朝， 是属于种族奴隶制

国家。

什么叫种族奴隶制国家，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社会发展史上 ，最初的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的。

后来由于生产力逐渐发达 9 有了剩余的生产物。
于是，

在原始社会的氏族中多当首领的如酋长等等夕把这些剩

余生产物据为己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地位逐渐不同于

一 般成员，成为享有特权的氏族贵族。

到原始社会末期， 各氏族之间时常发生战争。
起

区)
°春秋时代け

ー 词， 本来是由 部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的历

史得名。
《春秋》记事罗 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 22 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

年(公元前 48 1 年)
。

现为叙事方便， 史学界 般都以公元前 7 70 年， 即

周平王东迁时作为
°春秋时代幹的开始! 下限延到公元前 476 年，与

《战国

时代。相接。



夕 国画自音建

辄交战中获得的俘虏是要杀掉的，后来由于生产力渐

浙发达，氏族贵族就打主意，把抓到的俘虏作为奴隶使

用，进行生产
。 如果整个氏族被打败，那么这个氏族的

全族成员就成为战胜者氏族的奴隶了
。

这样一 来，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转变成为奴

求和奴隶主两大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

这种由战胜者的氏族统治许多战败者的氏族， 把

战败者的氏族成员，沦为种族奴隶的国家，就是种族奴

隶制国家。

我国的殷朝和周朝9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奴隶制

国家。

比如在殷商时， 就是由。子。姓氏族统治的。
以殷

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是当时的氏族贵族，也是这个种

族奴隶制国家中的奴隶主阶级。

殷代的奴隶， 分生产奴隶和家内奴隶两种 前者

从事生产劳动， 在甲骨文里称为°众。 或" 众人。马后

者从事家内服役工作，分
。臣。

、
呵h。

、

。奚。

、

。奴。

、

。妾。

等圆

根据甲骨文记载 殷人讨伐羌族， 把俘虏作为奴



声，并命令羌奴去狩猎�
，捕获的野兽， 归)没氏族所有。

.
在种族奴隶制度下， 奴隶不但过着猪狗不如的生

'

活 ， 连生命也完全操纵在奴隶主手里 。
奴隶主可以任

意处死奴隶， 奴隶主死了， 还要拿许多活 的奴隶 杀

死去陪葬， 这种称为殉葬奴隶的数目， 有时达数百人

之多
。
营

殷王 在祭祀上帝
、
祖先时， 也要拿奴隶去作祭品，

如祭父丁时，
一 次就杀了三百羌奴�

， 把奴隶和牛 、
羊、

猪等 样看待。

到了周代，政权的性质基本未变，仍然是 一 个种族

奴隶制国家。
只是 。姬 。姓成为统治的氏族 ， 代替了原

以周王为首的种族奴隶主，灭亡了殷商以后 ，就把

俘获的各个氏族变为自己的种族奴隶 。
如周初曾先后

建置了七十 一 国诸侯，这些诸侯，就是王室分派到各地

去统治种族奴隶的奴隶主 。

当时重要的封国，如武王弟康叔被封于卫 ，就分到

�
。伐羌。

。 (く库方二 氏藏甲骨 卜辞》)
。隻 (获)羌。

。 (《)没墟文宇乙

篇》)
。乎多羌逐毘隻 。

。 (《殷墟书契续编》)

圆 据考古发掘， 在安阳侯家庄的殷陵， 每 亜 字形大墓的殉葬奴

隶约有四百人。

コ团团 � 。 用三百羌于丁。

。 は殷契 ト辞》) 在
。 卜辞。 中琴

祭牲的记录，最多 一 次达到上千人
。

祭

很多用奴隶为

3



·股民七族 。 作为种族奴隶ı冏公 长 「·(ı'\禽知\ ľ 铆，帎以
" 商奄之民

。 和
° 股民六族。 为种族奴隶ı戚 ı；弚崩椒鲫

于晋，
就继续统治原来是股种族奴隶的u 怀姓)L宗·!

、の

其余的i者侯国家，在他们境内也一 样使川奴隶。

周人对于奴隶的待遇，和殷商 ·样，d虽地他们从事

农业生产，
当时田野里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在奴隶セ的

监督下从事劳动@
。 除农业奴隶外，还有供奴隶 乜过街

侈生活的工商业奴隶。
他们世代为奴多 受到奴隶主阶

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在周代还有称为 。国

：-感
召
召

，

习
勇

中的自由民
。
他们在血缘关系上属于统治者氏族， 政

治地位和身分比奴隶高 但他们只是统治者氏族的一

般成员， 不是当权派， 不象贵族奴隶主那样享有特权。

贵族和自由民之间， 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的领导与被

领导关系。

区)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

· · · · · ·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 } 于周为
睦

。 分鲁公以 · 殷民六族 条氏
、 徐氏

、 肖氏
、 索氏

、
长勺氏、

尾勺
氐 使帅其宗氏， 辑其分族，将其类醜， 以法则周公。

' ' ' ' 分康叔以· ·· ··

殷民七族 陶氏
、 施氏

、 繁氏
、 铸氏

、 樊氏
、 饥氏

、 终癸氏，
· ··二命以摩

诰而封于殷虚
。 皆启以商政罗 疆以周索

。 唐叔以 · · · · · ·怀姓九宗}
职官

圃 。ヰ 承 。

。 (《左多定公四年传)
，。圆 °Ť 耦其耘。

(《诗经 · 周颂 · 毅芟》) 多
。十千维耦幹 (《噫嘻》) } 震

有。
田畯。

、

°

农正 。

。 (见啜国语 · 周谮》)

是说有二千对和一 万对的奴隶同时从事耦耕。 当时 监 督农 耕飙求

4

人" 的， 这是种族奴隶制国家



哪里有压迫 ! 哪里就有反抗!不

奴 隶 的 暴 动
论在殷商还是在周朝， 在种族奴隶

主的残暴统治之下 ，奴隶们总是不断地进行反抗的。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殷商时期的奴隶们 r 由于不堪

压榨， 逃跑的很多�
， 这在当时， 也是对奴隶主的 一 种

反抗 。

奴隶们除了用逃跑方式进行反抗外， 在奴隶主驱

使他们搞农业 生产或其他劳役时，有的就怠工不干，有

的甚至起来暴动。
圆

一 旦遇有机会， 奴隶们更是大规模的起来 反抗 。

如殷商末年，周人攻打殷纣王的时候，)投纣王役使的奴

隶们就把武器倒转过来，对付殷商的种族奴隶主 。

周代奴隶主对于奴隶们的压榨，也非常残酷 ，所以

奴隶们也不断起来反抗。

周朝奴隶制国家的衰落， 约在西周中期以后 。 贸

懿 (ガ音意)王时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回 到周厉王时 ，他

不仅对奴隶们进行残酷的压榨， 甚至对他本氏族的一

般成员， 即作为自由民的" 国人。

， 他也严厉镇压， 要是

� 甲骨文中有很多问会不会 《丧众邦 的 卜辞， 说明当时奴隶逃亡

的严重性。
另外还有。途众。记载，这是指镇压奴隶暴动

。

(乡 《尚书 · 盘庚》谈到。弗靖。

，说明当时被奴役者已有起来反抗?

情况
。

圆 。 懿王 之时，王室遂衰。

。 k 史记 · 周本纪》)

E
u



背后对陆说 氏道短 ·
电抓来尕 r .

自
·

J 二升起 米· 把他赶跑丁。
a )

奴隶逃跑的逃跑 ，反抗的反抗，使奴隶的散H 魅来

越少。
J；·宜 t 时， 由 Ji奴隶日渐减少， 进行过 _ 次长

直营
， 但人都跑了， 检查还有什么用处呢? 过去统治阶

级写的历史，
说周宣 ] 是一 个什么。 中兴。的国王，实际

上并不是那么一 回事 。

宣王的儿子幽王 ，

他后来被犬戎族杀死在骊山的下面。 以后周朝的王室

在陕西一 带再也站不住脚， 继位的平王就搬到现在河

南的洛阳，历史上称为东周 。

此后，周朝天子的统治只能挂个虚名，奴隶制走向

衰亡
。 社会的发展，开始由种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

我国的历史发展到春秋时忆
变 革 的

春 秋 时 代

各国诸侯的统治也很不稳固
。

。 (厉)王行暴虐侈倣， 国人谤王
。

· · · ·· ·王怒， 得卫巫使监督者ı

以告， 则杀之
。

·· · ·· ·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 三 年， (国人) 乃相与胖，

袭贸
王

。 厉王 出奔于彘
。

。 (《史记 · 周本纪》)又 ı
。 厉王虐 ，国人谤王。

·· ·· ·王

， 怒， 得卫巫使监谤者， 以告则杀之，
· ·· · ··于是国人奠鼓出言。

三年，
乃帛î

，
乃帛

王于彘
。

。
(《国语 · 周语》)

ı 八 只 取 国 网 0 . '

团 。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多乃料 (数也)民于太原。

。 ペ国语 · 周谱》)

6

钴果自由民和找准 リ

也是 一 个昏庸而残暴的统治者，

由于奴隶逃亡和暴动不断产生， 不

仅周王的统治空有其名， 就连其隐



例如 1

公元前 5 5 0 年 ，陈国役使奴隶筑城 ，奴隶主的监工

随便杀人， 因此筑城奴隶起来暴动 ， 把奴隶主庆虎
、
庆

寅杀掉。
の

公元前 4 7 8 年，卫 国石鬪利用手工 业奴隶的暴动，

围攻奴隶主头子卫庄公
。

庄公跑出来后 ， 被他辖区内

的 戎州人 " 己氏杀死
。
圆

公元 前 4 7 0 年，卫 国的手工 业奴隶起来暴动，没有

兵器的就拿着工 具作武器 ， 向卫 国的奴隶主发动进攻 ，

把奴隶主头子卫 侯辄赶跑了
。
圆

在郑国，奴隶们聚集在芦苇丛密的地方 ，打击郑国

的奴隶主阶级 。
图

在晋国， 奴隶们听到奴隶主头子要役使他们工 作

时，就象强盗追来似的逃跑了
。
囤

区) 。陈人城，板坠而杀人
。 役人相命，各杀其长 ， 遂杀庆虎

、 庆寅
。

°

(《左》襄二 十三年传)

圆 《 (卫庄)公使匠久 · · · · 辛巳， 石圃因匠氏攻公 多 公闭门而请夕 弗

许$ 逾于北方而队 (坠)， 折股 ， 戎州人攻之 · · · 公入 于戎州巴氏多
· · · · · · 己

氏日，杀女 (汝)多
ı ' " · ·遂杀之

。

。 (《左》哀十七年传)

圆 °公 (卫侯辄) 使三 匠久，
· · · · · · 三 匠与拳弥以作乱》 皆执利兵乡 无

者执斤 (即磅歹工 匠的生产工 具) 9
· · · · · · 授以攻公

。

。 (《左》哀二 十五年传)

@ 。郑国多盗 ，取人于萑苻之泽。

》 (《左》昭二 十年传)

� °民闻公命乡如逃寇仇。

。 (《左》昭三年传)



. 

. 
H

另二方面 ， 当时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力量在发展，统
治阶级内部也起了分化

。 例如鲁国的季氏， 在新的社
会变革形势下 ，就改变了统治的办法

公元 前 5 6 2 年， 鲁国大夫季孙
、 叔孙

、 孟孙三家就
开始瓜 分 。

公室 。

， 就是三家瓜分奴隶主头子鲁君的士
地和奴隶

。

瓜分以后 怎么办呢 ?

季孙氏就适应 当时新的形势， 把分到的奴隶予以

解放 ， 土地则采用租佃方式 ， 租给被解放了的奴隶耕

种 $ 但叔孙氏仍维持旧的奴隶制关系ł 孟孙氏则采用

新旧各半的办法
。 过了二 十五年， 三家第二 次四分公

室时，就都采用季氏的办法了。
の

就是说， 这三家都逐渐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

又如， 齐国的田成子 (古代 。 田。 和 " 陈" 是同一 个

姓， 所以又叫陈成子) ， 他为了反对齐国腐朽的奴隶主

贵族势力， 收出租时用小斗， 农民向他借贷时， 则用大 ,

斗量给农民， 用这种办法来争取群众。
这虽是新兴封

建地主阶级为夺取齐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权而采取的

种权宜措施，但田氏在当时争得了群众的拥护，受到人

� °
(襄公十 年)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 多 季氏尽征之多叔孙氏臣其

子弟，盂 氏取其半焉
。 及其舍之也 ， 四分公室，季氏择二 ，二 子各ー

タ 皆尽
征之 ，面 市 不 从 》

ı 叼 0 双 共 管 こ 也 ， 四分公室 } 季氏择二 ，二 千谷 ー
タ 百 /や

8



民的欢迎 。
の

在公元前 4 8 5 年， 陈恒终于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

族头子齐简公 ，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

这 ，说明春秋时代是激烈变革的时代。

奴 隶 主 贵 族

的 没 落

社会在变革，时代在前进 !

奴隶们造反了， 新兴力量在进

攻，奴隶主阶级惶惶不可终 日
。

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在社会的大变革当中，奴隶

主贵族们走上了没落的道路。

不是吗 ?

那些所谓古代圣王 ， 什么虞舜呀! 夏禹呀 ! 商汤

呀 ! 他们氏族的后代，早就沦为奴隶了。
园

就在当时， 晋国的栾氏、 郤 (x ī音戏)氏
、 胥氏、 原

氏、
狐氏

、
续氏

、
庆氏

、 伯氏等八家贵族的后裔， 也都在

国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 公叹日 美哉室 ， 其谁有此乎 ? 晏子

Ħ 敢问何谓也 ? 公曰 吾以为在德。 对曰 如君之言多 其陈氏乎 1 陈氏

虽无大德夕 而有施于民。
豆 区釜钟之数， 其取之公也薄， 其施之民也厚

。

公厚敛焉多陈氏厚施焉夕民归之矣。 诗曰 虽无德与女， 式歌且舞宇陈氏之

施 多民歌舞之矣。

" (《左》昭二 十六年传)又 箔 晏子日 ，
' " · · ·齐其为陈氏矣l

公弃其民 多 而归于陈氏。
' " ' " (陈氏)以家量贷歹 而以公量收之

。
· · · · · · 民

人 · · · · 其爱之如父母多 而归之如流水多 欲无获民， 将焉辟之1
。 (《左》昭三

年传

圆 °三 后之姓夕于今为庶。

。 (《左》昭三十二 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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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 /r 中ŕ台痹女奴隶 。
の

这就是 í兑，
山 J 引会的变 ，

'
I
'Ĺ

， 上 ド关系正在相互

转化。

这种道川!， 也i l 如 然界的山谷变迁 一 样
。 古代

的诗人不是这样说吗
。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

。

。圆 本来

是高高的崖岸， 现在却变成了低陷的山谷，可是
， 原来

是深陷的山谷，现在却成了高大的丘陵!

"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社会上的一 切本来就是不

断变化的。
这两句诗，

正好是春秋时代社会变革上下

关系相互转化的写照!

在变革中孔子

站 在 哪 一 边

在这么 一 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利
。

同时，有的奴隶主贵族没落下来，沦为奴隶
。

整个奴隶制的统治， 已经濒于崩溃了!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国 。叔向日 . " · · ·栾
、
郤

、
胥

、
原

、 狐、 续、
庆

、
伯多 降在皂隶。

" k 左》昭

三年传

圆 箔赵简子问于史墨日 含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 诸侯与之多 君死于
外，而莫之或罪也1 对日，

· · · · ·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歹 民忘君矣e

虽死于外， 其谁矜之1 社稷无常奉多 君臣无常位多 自古以然。
故诗日，高

传)

'
! 三后之姓多 于今为庶， 主所知也

。

。 (《左》昭三十二年

10 :i.

中 有奴隶们在斗争中争取解惑

有新兴力量从反抗中不断地取得胜



律呀

可是 ，在这样的 一 个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孔子是

站在哪 一 边的呢? 他的立场 夕 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思

熟 是适应社会的发展 ， 站在新兴力量 一 边， 促使社会

向封建制转化呢，还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和没落奴隶主

贵族站在 ˜ 起夕顽固地维护垂死的奴隶制?

换句话说 在这浪潮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他要搞社

个反动派て

这是当时两个阶级 ，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孔子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分析 一 下他 一 生的言行，就会清楚了。

區

是要做个革命派， 还是要做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1

二
、

孔 Ť Ť 了些什么

差

孔 子 的

简 历
孔圣人 五 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

家店的战士 ，叫他孔老二
。

孔子名丘 ，宇仲尼 。 祖先本是宋国贵族�
， 属殷王

朝的后代，他自己曾表明说 " 而丘也 ， 殷人也 。 园
。 到他

父亲節 (z o ū 音邹)叔纥� 做了鲁国大夫， 才为鲁国人
。

孔子生于公元前 5 5 1 年，死于公元前 4 7 9 年。
图

孔子的家庭到他手里 已经没落， 所以在他年轻的

� 孔子祖先弗父何， 宋闵公的儿子
、
厉公的长兄。 他本应做宋君

的，没有做，让给了他的弟弟。 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 辅佐过戴公武公和

宣公
。

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罗做过宋国的大司马
。

回 见《礼记 · 檀弓》
。

圆 据崔东壁的《洙泗考信录》 鄹歹鲁邑夕叔其宇多 纥其名夕犹云卫叔

封
、 申叔时也

。 《左传》作邢叔纥 (见《左》襄十七年及十年)， く史记争作叔
梁纥，当以《左传》为是

。

图 生于周灵王二 十 年， 即鲁襄公二 十二 年， 死在周敬王四十一

年，

1，
°

' 一丁 千 夕 歹 乙ノロじ/叫 꾀队 ı ト卅

孔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
。

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吹捧他 ， 称他做



时候 ， 做过些当时被认为下贱的事�
， 帮人家记过账 ，

又管理过仓库和看管过牛羊@
。

后来孔子在鲁国做官， 直到五十二 岁时才做了鲁

国的司寇 (官名，管治 " 盗贼。

，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长)，

代理宰相的职务，但得意的时间并不长，三个月便下了

台电 死的时候七十三岁。

杀 少 正 卯
孔子做鲁国的司寇 ヲ所作所为，

和 。 堕 三 都 "
就好象周公旦 @

， 又严厉 ， 又毒辣。

他上 台刚只有七天 ， 便把鲁国的 一

位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
。

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呢マ 他说 下面

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 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

一

、 了解事物变化，铤而走险的i

二
、 不依奴隶制的正道行事， 固执地走所谓革新

孔子曾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 (《论语 · 子罕多)

圆 。孔子尝为委吏矣， 日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 ， 日牛羊茁壮，

长而已矣。

。 (《孟子 · 万章》)

圆 。孔子与闻国三 月， 齐人向而惧，
· · · · · 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
· · · · · · 遗鲁君，

· · · · ·孔子遂行。

。 (《史记 · 孔子世家》)

周公，姓娾，名旦 ，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 曾在周成王

时掌管朝政
。

从《尚书》中的 《康诰》
、
《酒诰》

、
く梓材》

、
《召诰》

、
《洛诰》

、

く多士》和《多方》诸篇看，可知周公旦对付殷民族的手段是如何的厉害与

毒辣，除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外，又把他们迁到洛邑， 不听话的就用严刑

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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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路的，
.

一

三
、 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

四
、 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 些腐朽不稳的现

象 ， 知道得非常之多的ł

五
、 把反奴隶制的道理 说得义正辞严似的 。

孔子说 现在少正 卯对这五 条都犯了 ，所以非永不

可
。

他根据这五 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二
、

鼓吹邪说 $
；：

三
、

淆乱是非
。
の

在这三大罪名之下 ，就把少正卯的性命结果了。

可见孔老二 这家伙对付当时的进步人士是怎样的

：; 从做鲁司寇下台不久，他又做了\ 自命得意的事。

当时鲁国的新兴力量 ， 如重孙、 扱孙和季孙这三

家大夫，他们不仅掌握鲁国实际的权力，又各自建筑书

都城
。

� 。孔子为鲁摄相， 朝七 日而课少 正 \ 。 门人 逛 网 目 大 ブ エ w 乡

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日 宕居，吾语汝其位多人

有忍者五 ， 而盗窃木与焉
。

一 日心达而险， 二 日行辟而坚多
三 日言伪丽

戴 四日记醜而博，五 日顺非而泽歹此五者} 有 一 于人歹 则不得免于君子龙

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 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多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强足以

:  

反是独立 ，此小人之桀雄也 ，不可不诛也
。

。 (《荀子 · 宥坐篇力

1 4

),

:�



重孙建筑有成都 ，叔孙建筑有郈 (h o ù 音后)都， 季

孙建筑有费都。

1 都城 ， 在奴隶制社会里 ， 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建造

的 ，那时正 和古代欧洲希腊雅典的所谓城市国家 一 样，

多 都城即等于多 国家
。

现在孟孙
、

叔孙和季孙都

各自有 厂都城 ， 那不等于他们都各 自有了国家，和鲁匡

对抗吗 ?

孔老二 老早就对这事感到不舒服， 等着找机会把

它解决
。

于是暗中唆使他的学生子路 ， 堕毁了叔孙氏

的郈都和季孙氏的费都，只有孟孙氏的成都，大概防守

得相当坚固吧 ，没有给堕毁掉。
の

为 新 兴 势
后来 , 孔子到了卫 国

。 他在卫

力 所 不 满
国住了五年， 其间虽 几 次请人 推

荐@
， 想得到卫君的重用，但是没有

国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 都， 于是叔孙氏堕郈 。 季氏将堕费， 公

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
· · 仲尼命申句须乐旗下伐之 ， 费人北

， 国

人追之 ，败诸姑蔑，二 子奔齐， 遂堕费。 将堕成，
· · · · · ·冬十二 月， 公围成，

茄克 。

。 に左》定公十二 年传)
箔孔子行乎季孙， 三 月不违

。
Ħ l 家不藏甲，

邑无百雉之城
。

于是帅师堕郈ラ 帅师堕费。

。 (《公羊》定公十二 年传)

圆 。 王 孙贾 (卫 国大夫)问曰 与其媚于奥 (指近臣) 多 宁媚于灶 (意

思是讽刺孔子奉承他) ，何谓也? 子口 不然多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

》 (《沦

區 语 · 八 佾》)又
。 (孔子)于卫主 (亲近之意)颜讎由(卫 国大夫)

。 弥子 (卫

弥子谓子路口 孔子主我， 卫卿可得

也 。 子路以告歹孔子曰 有命。

。 (《孟子 。 万章上》)

1 5

君宠臣)之妻与子路之妻， 兄弟也
。



一

扣
一

ー

じ

：

一

*
一
川

达到目的。

于是他想到陈◆去 。

不料经过宋国时，
他又不识 相地和他的学生在一

棵大树下面练习礼节。
宋国司马桓魑 (t u  Ī 音颓) 本来

就不满意孔子这一 套，
现在听说他来到一 棵大树下练

习什么礼节， 便叫人把大树砍掉， 孔老二 就吓得赶快

跑了。
の

到了陈◆，又弄得非常狼狈 · 不仅各方面的人都不

理他，并且连饭也不给他和他的学生们吃，使得í也1门饿

了好几天的肚子。
园

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经卫 国回到鲁国
。

'

1

当走过卫国时，他又野心勃勃起来，打算拿 套正

名分的办法去主持卫国的朝政�
， 大概是受到卫 国进

步力量的\ 击，结果又未得逞
。

l
の 。孔子 悦干鲁卫， 遭宋恒司马， 将要m 之 M 而过宋。。

(《孟子 · 万 章 又 。孔子去曹适宋多 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多 宋司马桓魑欲
杀孔子， 拔其树， 孔子去。

。
k 史记 · 孔子世家》) 又 铝孔子过宋，

与弟 蘑į
lI«JĘ

子习礼于树下， 宋司马桓艦使人拔其树， 去适于野。

》 (《艺文类聚》引《
略»)

. 。

在陈绝粮
。

。 (《论语 · 卫灵公》) 又 个坐石
于陈蔡之

圃 。
子路日暑 卫君待予而为政 } 子将奚先 ?(《论语 · 子路》)

先 囂 ユ也正名然耄



最 后 的
孔子周游列国后 ， 政治上虽然

到处碰壁， 但他还是不甘心奴隶制
企 图

就这样没落下去，

这 一 旧的社会制度维护住。

他的方针 ，就是

天天讲究正名分，

天天讲究习礼仪
。

他想这样把西周奴隶制所分的等 级恢 复 和 固定

下来， 使奴隶主总是奴隶主， 奴隶总是奴隶， 永远不

变
。

孔子的反动思想和他日常的表现 ， 当时已经受到

人民的批评 。 比如

长沮 (jū 音居)
、
桀溺 (n i

· 音逆) 和守门的、
背筐的

人 ， 都骂他不识时务， 时势已经不可挽回了， 偏要这样

蛮干 。
の

还有 一 位耘田的老人，骂得更中要害，说他四肢既

区) 桀溺说孔子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罗而谁以易之?
。 (意即一 般趋

势如此 ，非人カ所可挽回)
。

(《论语 · 微子》)晨门(守门)的人说他 《是知

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 (《论语 。 宪问》)荷蒉(背筐子)的人则斥他，

《鄙哉!

砸徑乎! 莫已知也歹斯已而已矣
。 深则厉 } 浅则揭

。

》 (引诗以说明人们应
当随时变化)

。 (《论语 · 宪问》)这许多话多都是叫孔子识时务多 不可倒行
逆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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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劳动，
五谷也分不清楚D

。
这是说孔子是个不劳而获

l
t
th Æ H Fb
ljy H o

有一 次旨

郑国发生奴隶暴动， 奴隶们进攻郑国的禁地

当 (h u á n 音环) 惑 结果被反动奴隶主的武装镇压下

壑了。

孔子听到了，高兴地说

好呀 ! 对待奴隶宽了，奴隶就要造反 现在这样严
厉处置 ， 真是好呀!圆

孔子回到鲁国
。 忽然听到齐国的陈成子把齐简公

杀了， 他马上走去告诉鲁君说 这是怎么样的 °犯上作
乱。呀! 你赶快出兵去讨伐吧 !

鲁君大概是估计自己的力量不够， 尽管孔子这样
讨好，也没有理睬他

。
圆

、
， ：' ：

区) °
子路从而后 ，遇丈人 (老人)夕 以杖荷篠 (竹器)

。 子路问日 子
见夫子乎? 丈人日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孰为夫子 ? 檀 (立) 其杖而芸
(去草)

。

。 (《论语 · 微子》)

圆 。

陈成子弑简公
。 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日 ł 陈恒弑其君，

请
讨之! 公曰， 告夫三 子

。 孔子 日 ł 以吾从大夫之后夕 不敢不告也。

。 k 论语 · 宪闻帅 マ # ł- 。
二
妇

" 八

二ıı目 札 す 日 ł 以吾从大夫之后夕 不敢不告也。

。 k 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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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j
· 这么 - 个钉 チ，孔子当然不舒服。

■
于赵他采取消极的办法， 用他那套守旧的反动观

点· 把历史上留下的典籍编制一 番，还编打了 一 部正名

分的《春秋》
。

他想， 这样 来， 许多他所认为的 " 乱臣

贼子。 (实际上是当时的新兴势力)， 就不敢乱动了， 就

得上是上 ，下是下，规规矩矩的。
の

他还招收了许多学生， 把他的一 套反动主张讲给

学生们听，叫学生跟着他跑 ，依照他所讲的去努力干。

孔子 生的主要事迹，大概就是这样。

孟子说 °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就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
者有之 。 孔子惧，作《春秋》，く春秋》，天子之事也

。 是故孔子日 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 $ 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1
。 k 孟子 · 滕文公为 他的意思就是叫

说孔予写《春秋》，

人读了《春秋》之后， 不敢向旧社会进攻
。 孟子吹捧他，

使得那些°乱臣贼子 。 都感到害怕，是 了不起的大事。



二
、

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

孔 子 的

所 谓 " 道 "

言人 ，所谓 " 小人 。

，指的是奴隶们
。

孔子知道 《君子。 的生活是很好的 有的即使稍为

贫穷， 也顶多不过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那样。
颜回仍

旧有房子可住，有饭吃， 有水饮， 生活还可以过下去。
の

即使生活比较困难的，象晋国的郤缺那样，也还是

有 一 块土地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过活。
圆

所以孔子认为 。君子岡 的心胸是宽大的�
， 对吃饭

问题不必多去操心
。

所要操心的只是 " 道。 图
。

� °子 口 贤哉回 (颜回)也 ! 一 箪て饭器)食，
一 瓢 (饮器)忧 在陋

巷夕人不堪其忧多 回也 夕不改其乐 夕贤哉回也 !
。 (《论语 · 雍也》)

圆 《
臼季使过冀，见冀 (郤)缺耨多其妻燼之 多敬步相待如宾} 与之島

言诸文公，
· · · · · · 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

。 (《左》僖公三 十三年传) 曝

固 秘
子日 吕君子坦荡荡 (宽广) 幹 (《论语 · 述而》)

灵

图

公每)

。
子 日 君 子谋道不谋食 · · · · ·

i 君子忧道不悦贫。

。 (《论语 · 皿
：

:J

�

2 0

在中国奴隶社会中， 所谓 。君

子 。

，指的是奴隶主贵族和他们的代



为什么。君子黟要操心这所调° j笾静呢? 这就关系到

《小人。
一 方面了。

" 小人°与°君子。完全相反。

·小人。过的生活如同牛马一 样夕痛苦不堪，所以不

免时常着急，没有°君子。那样安闲自在。
の 他们整天都

要为自己的生活来操心の
，过不下去时， 就不免有点愤

愤不平，不说奴隶主的好话四
。

就这样还算好的!

如果生活被鞭策得太紧， 遭受压迫剥削到无法活

下去时，他们就不那么听话了吗 甚至会成群结党的联

合起来造奴隶主的反@
。

这样一 来，

。君子°们可就怕了。
他们就不能不想

办法来压服奴隶。
孔子的办法就是用°道ガ来解决这个

问题 。

《君子邦们所操心的道，就是这个°道。

。

�
°小人长戚戚。

。 は论语 · 述而》)

圆
高子口 冒小人喻于利。

。又
°小人怀土。

。 械论语 · 里仁》)

圆 《子日，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处， 小人反是。

° (く论语 · 颜

渊»)

@
° 子日 · · · · · ·小人比而不周 (不忠信) 。

。 (《论语 · 为政》》

圆
°子Ħ l 群居终山 言不及义。

° 械论语 · 卫冕公》) °小人同而不

和。

。 (《论语 · 子路》)

2 1



孔子还怕 一 般人不明白。

道。的
有

。道
。 与

意思 ，对此还下了明确的定义

没 有
。道。

有" 道 " 的话，
一 切政令军令都

l」引亥从天子手里发出$ 如果不从天子手里发出， 而从

各个诸侯发出的话，那就是没有。道。

。
の

规定得相当明白。

后来大概对时势感到无可奈何， 硬要政令军令都

从天子手里发出有点办不到， 于是不得不对于。道 " 的

定义又再规定一 番

有道的国家，政权不能再下移到大夫的手里去$ 有

道的国家，人民不得随便议论批评朝政
。
圆

前一 条的规定颇为圆滑， 对天子或对各诸侯国的

国君来说都可以， 都可以说政权不能下移到做大夫的

手里
。

不过 ， 从他说话的时势来看， 大概是对国君 说

的。
原因是当时鲁国的政权已不在鲁君手里 ， 逐渐落

到进步的大夫手里了
。

后 一 条的规定则十分具体。

l a n

腐朽了的奴隶主国君的政权本来已经不稳， 如果

区)
《孔子日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 则礼乐

征伐， 自诸侯出
。

。 (《论语 · 季氏》)

圆 《孔子 日 . . . ，天下有道 ， 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

议
。

。 (《论语 · 季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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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人民的批评， 那不马上就要垮台吗? 所以他认

为这一 条规定是很重要的。

孔子不是这样说吗

人民只可以供奴役和驱使， 决不能让他们懂得什

么知识和道理
。
国

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多了，他们就会乱批评起来，这

样奴隶主国君的政权就会垮台。
圆孔老二这家伙非常

痛恨的就是这一 着
。

为维护奴隶制

而提倡。
正名。

上面只是对什么是 。有道" 和

什么是 °无道。 作了一 个消极的规

定。

当然这还不够， 他还提出积极和具体的办法。 这

个办法，前面已略略提到过，就是纠正名分。 用孔子的

话来说，叫做《正名。圆
。

当时臣子杀国君
、
儿子杀老子的事情， 已经不断

发生
。

比如

卫国的臣子州吁杀了卫君完s 而楚国的世子商臣
杀了楚君顛 (jūn 音君)， 这件事不但是臣子杀了国君，

圆 。子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 (《论语 · 泰伯》)

召
回 《子日，

' " .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

° (《论语 · 阳货》)� 。
子日 必也正名乎l

》伐论语 · 子路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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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是儿子杀了老子。
の 这许多都是实际例子

。

就这样，孔子对当时政治上的变乱是看不下去了
，

所以认为非正定名分不可。

他的企图， 想从正定名分中来做到 国君象个国

君 ， 臣子象个臣子， 父亲就是父亲， 儿子就是儿子
。 大

家遵守本分，就是说名分不要乱。

象那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那就是名分乱了
。

名分乱了，可就危险。

奴隶主仓库里所储存的食米就要保不住， 就会没

有饭吃， 因为所谓 " 乱臣贼子。会起来造反呀!の

孔子对政治上的变乱， 越来越感到可怕。 所以当

齐国的陈成子杀了齐简公时，他不讲是非曲直 ，认为这

是大逆不道 ， 臣子怎么可以杀国君呢? 这不是不守本

分吗 ? 他不管杀得对不对，为了纠正所谓名分，极力主

张讨伐陈成子
。
圆

这表现出孔子维护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礴锄

区)
。卫州吁弑桓公而立

。

° (《左》隐四年传》)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頹。

。 (《春秋》文公元年)

圆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日 ，君君， 臣臣ł父父，Ť Ť 。 公日

善哉1 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多子不子§虽有粟， 吾得而食诸て
。 (刘

宝楠正义云 1

《仓廪虽多，吾不得食也。
り (《论语 · 颜渊》)

� °陈成子弑简公， 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Ħł 陈恒弑其君多 请

讨之 。

。 (《论语 · 先问》)

2 4



孔子讲《春秋》， 也\ 别注重。正名。这一 点。 对他

的学生，对当时\ 许多多其他人物，都宣讲一 番°正名。

的道理
。

。
垦
吧
.

경
勇

他认为奴隶社会中被搞乱了的名分得到纠正 ， 变

革了的社会现实也就可以改变回去， 旧秩序就可以得

到恢复了
。

其实夕这是痴心妄想。 在孔子的时代夕奴隶制的崩

溃已成为历史的趋势$ 新兴的封建制代替没落的奴隶

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

因此夕孔子讲。正名。

，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

套主观的观念ぐ·名り ! 去阻挡客观社会的变革，妄图挽

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这

正是孔子的顽固立场的又 一 表现 。

从哲学上来看， 孔子离开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现

熟 提倡主观的。正名。观点，正是他主观唯心论世界观

的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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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挽救奴隶制没落政权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中
， 不

孔 子 为 什 么
论奴隶也好，土地也好，都属于同一

一

《仁。

丁 皿 毛冗仁" J氏 肽 所 / FI W
, Eır以 叫做族

有的奴隶制国家。

在这种国家里面，奴隶大都是外族的战俘，从自由

民到贵族都属于同一 个氏族 。

所以在用人方面，也就不论那个人好与坏，能力上

行不行， 也总是在使用 自己氏族中的亲属
。 即使在奴

隶制政权日趋没落的情况下， 这种用人方针也没有多

大改变
。

就宋国来说

宋国在宋共公死了以后 ，就是用了华元、
华喜和公

孙师，前面两个是戴公的后裔 (ガ音义)，后一 个是庄公

的后裔，都是贵族
。
圆

区) 。

博天之下 歹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多 莫非王 臣。

》 (《诗经 · 小雅'

北山》)又 °

芋尹 无宇日 ；
· · · · · 封略之内多 何非君土 ? 食土之毛夕

非非君

臣?
。

(《左》相公七军ぶ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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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也有不用自己亲属的，如，

召 単献公曾用过外族人来参政， 但结果被襄公的后

高头了。
圆

可见 J i时不用自己的亲属是不行的。

不过 ， 尽管是用自家人， 要用自己的亲属来当政，

f/引日有不少曾经当权的奴隶主贵族， 敌不过时代的歌

流，终于没落 F去了。

比如晋国

曾经当权的贵族― 栾、
郤等八氏，就沦落成了奴

隶 @ 孔子本人也是宋国没落贵族的后代。

有的贵族沦落为奴隶， 也有的奴隶从时代的激流

中解放出来当了权的。

如齐国的鲍文子，鲁国的婴齐，晋国的州绰与竖头

须，他们原来都是奴隶，后来都得意起来了!�

圆
。

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 公孙

师为司城 · · · · ·二 华歹戴族也 司城，庄族也 ł大官者， 皆桓族也
。

° 《左》威

公十五年传)

圆
《单献公弃亲用羁罗 冬十月乙酉罗 襄顷之族乡 杀献公而立成公

司

(《左》昭公七年传)

图
。叔向日 . . · · · ·栾

、
郤、

胥
、
原

、
狐、

续
、
庆

、
伯} 降在华隶。

。 k 左》昭

公三年传)

固 。
鲍文子 · · · · · ·尝为隶于施氏矣。

。 (《左》定公九年传y  
'
婴齐， 鲁之

常隶也。

。 (《左》成公十六年传)
。晋之州绰 (曾) 为求。

。 (《左》裹二 十一 年

传)
。

晋侯之竖头须，守城者也。

。 (《左》诸公二十四年传)



孔子看到这种情形， 认为这样下去不行
。 贵族们

没落下去 ，奴隶们反而得意起来，这还成世界吗 ? 这不

对头， 要赶快想办法 r 恢复旧秩序!

想什么办法呢? 他认为最好还是这样1

从贵族到自由民， 这同 血统的氏族要好好团结

起来 。

于是他提出 个 " 仁 " 的口号。

" 仁" 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

。仁 " 这个字，按照

古义， 是说两个人彼此相通的意思
。

两个人以上就是

多数， 因此。仁" 就是多数人相通
、
多数人相爱的意思

。

所以说 " 仁 " 就是。人 " \ �! 大家以。 人道 " 相待。

这样说来，

。仁。这个口号仿佛是很漂亮的，大家都

能以人道相待，难道不好吗?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 一 回事。

从孔子来说， 他是讲了许多" 仁。

， 但是， 他是把奴

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 仁。 之外的。

比如他说 在奴隶主中间， 可以有不仁的人 (这是

指改变了生产方式的季孙他们) 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

劳动人民中间，就绝没有一 个能够做到" 仁" 的。
@

� 仁者人也
。

。 (《中庸 第二 十章)

@ '
子日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 (《论语 · 壳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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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奴隶们对于。仁。

，虽然有时好象比水火更需

要ı1ïl根据我亲眼所见，奴隶中只有为了水火而把命送

掉了的，却从没有 个是为了。仁。而把命送掉的の
， 可

见奴隶们是天生成的不仁的人。

可是那不仁的人是容易为非作歹的呀@ !

这 点不是会威胁到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吗?

于是贵族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从上面可以看出 孔子对于 。君子。

(奴隶主) 钊 ,

人。 (奴隶)的界线，从来是很严格的。 他所讲的。仁。并

不包括 切的人， 只是包括了当时的王公大人和士大

夫
。 孔子说" 仁者爱人。

，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那么孔子为什么拚命鼓吹" 仁" 呢? 他是想以°仁"

来团结原来属于统治者氏族中的奴隶主和自由民， 认

为整个氏族团结好了，就可以对付奴隶们的造反。

所以， 当他的学生 仲弓和子贡问怎样才能做

到" 仁 " 时，他 则回答说

不论在国君那里做官，还是在卿大夫家里做官，其

原则就是 Ĥ 己不愿意的东西， 不要强加给别人 自己

不愿意做的事，不要叫别人做。
这样，

一 邦一 家就不会

圆
。子日 民之于仁也， 甚于水火

。 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罗 未见蹈

仁而死者也
，

》 (《论语 · 卫灵公司

@
°子日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 (《论语 · 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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鱟供 fa ， 就可以把这一 _ 邦或这一 家团结得很好
。
の

ftlţ łlĮ bill ıııl 1q i 兑,

fl ťı. ' 个 ll家里， 首先要把那一 个国家中仁爱的戡 曹岔 广蚪 tı거 ĺ r "

F川l好1引结起来
。

' "  了 じ 채 · · ·· . 爱的

这就是孔子提出 《仁。 的口号来团结同一 血统的"

甘 ず、
。 们的方\

。

他这样想，

氏族内部团结的功夫做好了， 连流落在外边的亲
戚故旧也毫无遗漏的团结起来了，这样，奴隶们就不敢
随便起来造反 $ 不但不敢像坏事，并且只要。君子。们团

Ł,

结得很紧， 表现出特别仁爱的时候， 他们还会被感化，

从奴隶主贵族到自

子 °们团结起来了， 奴隶们也安分守己了， 奴隶社会的

旧秩序不就可以维持，天下不就可以太平了吗?

这就是孔子宣扬" 仁" 的反动目的。

�
°仲弓同仁， 子口 . ' " " 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 在家

无怨。

。 (《论语 · 颜渊》)按注云 。在邦即仕于诸侯之邦，在家即位于卿大

夫之家。

。

圆
°子贡同为仁多子Ħ . ·· · ·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

仁者。

。 (《论语 · 卫灵公司

圆 龆子日ł
··· · · ·君子笃于亲， 殖民兴于仁$ 故旧不避} 则民不像。

。

« ÆĦ  · # « ) >

由民， 这同丁 血统的所谓 °君



·仁
。 胸 中

心 内 容
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怎样使整个社会做到" 仁。
?

。仁" 的中心内容

又是什么呢?

它的中心内容有两个 一 个是孔子在答复颜渊时

"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の

另一 个是他的学生有子所称述的

"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n @

前一 个中心内容，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 克制自己

的欲望， 约束自己的行动， 回复到段、
周奴隶社会的礼

制范围，这样才叫做" 仁。

。

比如，孔子说

富呀，贵呀，都是大家所想望的 但是在想望中，各

人要守各人的本分， 不能越过本分去强求。
要是越过

本分去强求， 那就是不合道理 i

就应该克制。

贫\ ，贱呀，都是大家所讨厌的 但在讨厌当中，各

人也应守各人的本分， 不应去妄求富贵。 要是妄求富

孔子拿出 《仁。 来作号召， 目的

是想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不合道理的强求夕 自己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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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那就是不合道理 ł

这就是孔子所宣扬的。克己 。

。

孔予叫人这样来克制 自己 的欲望是有他的企

tį :

l:

\t

图的

当时不是有许多新兴的势力，如鲁国的三家
、晋国

的六卿和齐国的田 (陈) 氏， 都在向他们已经腐朽了的

奴隶主公室进攻吗? 不是还有奴隶们不甘心受压迫而

向外逃跑吗?园

孔子认为这些行为都不对 ，都是不守本分，不能克

制自己的欲望$ 要是安分守己， 能克制自己欲望的话，

做大夫的怎么会去进攻国君 ，做奴隶的怎么会逃跑呢?

所以， 首先应当是氏族贵族内部能克制自己的欲熟

安分守己
。
\ 末， 奴隶们自然就会规规矩矩， 不会逃

� 。

子日 富与贵，姓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あ

里仁》)

Ż 有 画的六族 ， 即 范氏
、
中行氏

、
知氏

、
赵氏

、
魏氏和韩氏。

部

世代都是晋国的卿大夫罗 所以称为六卿。
后来范、

中行和知氏灭绝!
薛。

赵
、 魏三氏强盛， 瓜分了晋国成为诸侯

。 鲁国的三家，
即重孙、

长孙邪乎

孙
。 鲁国政权，是落在三家手里

。 齐田氏} 又称陈氏}
世代都是齐即觯

大夫， 最后代齐为诸侯
。 《左传》昭公三年时乡 晏婴说到齐国的情痧!

。 。二这都说明奴隶都从公室中逃跑出来。

霋
32

不合道理的妄求， 还不 安守 。

；. す箫

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多不去也
。

。 (《论语 。



人们不论遭受了什么样的困难， 即使弄到流离失

也应 当克制自己， 不去 " 为非作歹。

， 不要有种种越

过本分的企图
。 不要为了生活而损害 " 仁。 的道理， 宁

可牺牲性命也要做到。仁。 の

□看看孔子的所谓 " 复礼。

。

" 复礼 。不是 般说的要讲究礼貌，他的主要意图，

就是倡导把奴隶制原有的阶级区分恢复起来。

本来在西周奴隶社会中， 曾有过所谓 복し治"

,
奴

隶制的所谓 " 礼治。

，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

卑。 上下的关系。 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奴隶主的意志

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

加以屠杀3 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
这就是所谓

· 礼治。

。

可是孔子这时候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象晋国绛 (jカn g 音降)这个地方， 有的商人原来是

奴隶， 现在居然富有起来， 穿着漂亮的衣裳， 坐着华丽

的车子， 好象上层社会的人， 在政府里和贵族们打交

道
。
の

而孔子自己的学生 ― 樊迟 ，他是上层社会的，现

区)
°

子 日 . 君子无佟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

。

(《论语 · 里仁》)
°子 日 i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

。
(く论

语 · 卫灵公司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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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却要求去干下层社会的事 ， 想去学种田和种菜
。
圆

当时还 由于奴隶们到处起来反抗， 有些倾向进步向进步

的人 ， 看到这种趋势， 认 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

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 要规定一 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
作些限制， 叫作 ' '刑书。 晋国把。 刑书" 铸在鼎上， 让大
家可以看到， 这就叫 。 铸刑鼎。

。 后来代表新兴封建力
量的法家，就是主张这种。 法治。的

。

、

孔子对于这些情况，拚命反对
。

' 砖红

晋国人 " 铸刑鼎。这件事，他听到以后，就很不以为
然地说 把贵族和奴隶混在一 起，怎能显示出贵族的尊
严伟大呢 ? 这么一 来，贵贱之间一 点区别都没有了，还

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 @ 因此他坚决反对，并表示

定要遵照周公旦时奴隶制的典章制度才行。

自 在西周奴隶社会中， 原来是
。

工 贾官食。

， 工奴和商蚁均为贵族
'

所蓄养，但后来有些逃跑出来的成了大商人
。 如 《国语 · 晋语》小旂蓑尹鱸

"

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惑 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 而能金玉其车， 文错

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
。

。

圆
。

樊迟请学稼。
子日 吾不如老农

。 请学为圃， 日 吾不如老闖。

樊迟出，子日 小人哉! 樊须也
。

。
(《论语 · 子路》)

g i

@ °

晋· · 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 仲尼日 晋其亡乎， 失

其度矣!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

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 ， 贵贱不愆， 所谓度也
。

· · · · ·今弃是度

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择

は左》昭二 十九年传)
& E

匯
34



■■国画四国

于是赶快倡导要把原有的阶级区分恢复起来。 按

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复礼。

。

孔子认为

有许多工作，如耕田和种菜，这是当奴隶的" 小人》

们分内的事， 上层社会的 。君子。 们就用不着去动手!

''君子》 们只要讲礼讲信义，

。小人" 们就会规规矩矩
"

君子 。 们做这些事。 何必要劳 。君子。 们来费手脚

他还认为

对。君子。们可以客气，可以讲礼 但对 " 小人。们就

用不着客气，不对的话， 只有使用刑罚
。 那才是奴隶社

会的老规矩呀!营

对当时倾向进步的大夫，如鲁国的季孙，把从公室

里分来的奴隶，全部予以解放，使他们以佃民身分来从

事生产
。 孔子认为 这是破坏了周公建立的礼制。 所

晓 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孙这样做时} 孔子破口大骂

道

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同学们可 以鸣鼓而攻
華

� 孔子答复樊迟的话这样说
。

上好礼则民奠敢不敬，上好义则民

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 减负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 (《论语 · 子路》)

圆
柘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

。
(《曲礼》)



之!国

从孔子看来， 季孙只是个大夫，：是个大夫， 这样不守本分
，
任

意地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对于礼制的破坏 就是
"
不仁。

降
所以他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 ，约束自己的行动，

切按照奴隶社会的老规矩办事， 把原有的阶级区分

恢复起来
。

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归向 。仁。

， 而奴

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这就是孔子宣扬" 克己复礼为仁。 @ 的中心思想
。

監

： を 栄

iı

; Ĵ Ī  ;ã



五
、

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方法

ek

为 什 么
所述 ， 中心 内容是 。兗仁复łL 。 1 一

提 倡 。 孝 弟。

要统治者氏族中的人都做 到 这 一

。

惑 还需要下很大功夫。
而 。孝 " 与。弟。 (悌) 就是做到

·仁 " 的基本功，所以说 " 孝。 。 弟" 是。仁 " 的根本 。
：

本来孔子这样想 要维护周氏族的统治 ，首先就得

团结周氏族 ， 巩固周氏族 。
怎样团结与巩固呢 只有

Į : : į  .

自己的亲属， 都不忘氏族， 都对氏族的祖先行孝遭 ， 这

氏族岂不就团结与巩固了吗?

因为 " 孝 " 是儿子对父母祖先来说的， 所以用来维

系氏族中的纵的关系 。 弟" 是指平辈中作弟弟的要尊

獭 兄长，所以用来维系氏族中横的关系
。

这样，统治者

，氏族中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团结得很好? 奴隶主贵族的

统治就可以获得巩固了
。

治

孔子提出。仁 " 的号召， 如前面

孔Ť 违认为



Ę

式タド · 争 기 ı ı- " ' " ' " - ~ 。 ' " 联  内部結匈
，々

ï
，，

同łlJ还 ll】以促使奴隶「门变得老实
。 他的学生曾在

(s h ē n 菏身) ， 曾经这样说过 ，

对死人的丧事要表现得很悲痛， 对祖先的祭祀要
非常恭敬， 君子f门能够这样做， 奴隶们也就会老实起
轧 表现得规规矩矩的了。

の

后来封建社会的族权、
父权， 长期以来， 是束缚劳

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不就是孔子思想的流毒吗?

孔子所以把" 孝。 。 弟" 看成是。仁。 的根本， 不单是
用来维护一 家 一 族的团结， 更重要是和 。忠君。 联系起
来。

比如，有子称述孔子的意旨说

一 个人在家中能够做到 " 孝。 。弟。

，而会干 。犯上。

的事情，那是少有的 如果连 " 犯上 。
― 违反统治者的

事情都不干，而会起来 " 作乱。 女奴隶主贵族的反，

那就更不会有了
。
圆

这意思就是说 在家中能尽" 孝。的，必能忠于族有

的奴隶制国家
、 忠于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

这

� 。 曾子日 慎终追远 (丧尽其哀，祭尽其敬之意) ， 民 (指挥ま)售

归厚矣
。

。
(《论语 · 学而》)

些
。 有子日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

丽妤ł沸
㈹ ノ 召 八 W  - 军 ) IıU 对 猫 上 百 野 火 } 个 月 邙リ 卢

者，未之有也
。

。
(く论语 · 学而》)

3 8
$ ţţ



就是把° 忠。建立在。孝。 。弟。的基础之上 。
也 就 是说i

梦忠。以°孝。 。弟。为前提，

。孝》。弟" 以M 忠。 为目的。

孔子在答复季康子问时又说过1

能够做到孝慈的人，就一 定会对君主尽忠 。
の

几千年来还不是奉行

乱子这 一 套吗マ

.

孔子把宣扬。孝》道 ，不是只看作道德伦理 lFïj腿 ， lıu

籬直接和政治联系在一 起的。 環 荟，頑 ソ
：į

\ T ı

； 如他答复为什么不去从政时说

鼬 &

的道理宣传给当权者听，要他们这样做 ! 这不是等于 自

巳从政吗了 何必 一 定自己去参政呢!圆

孔子往往这样把 °孝" 与 °忠ダ联在一 起来 说 ， 把

e孝杉 乌。政 " 联在一 起来说 ， 可见他主张的 °孝?歹
， 也就

陉尽忠，也就是为政，，俎以此来达到维护这濒于崩溃的

族有奴隶制国家的目的。

这个目的如果能够达到，孔子就认为这是严天下归

牡》

。 孔子顽固地维护濒于崩溃的奴隶制， 所 以榴 把

区)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 以劝， 如之何? 子 日：. ：，· " 囊·慈? · 捧。

狩

気论语 · 为政》)

¢圆 或谓孔子日 子奚不为政? 子日 く书》云 ：孝乎戴孝， 友于兄

弟'" 于有政
。
：，是亦義政玲受其表为政? n {《论语 ?：为政〉)

所谓 "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



" 孝.' " 弟。看成是。 。的根本。

i &

宣 扬 " 忠 恕。
孔子提倡" 孝'" '

弟。

， 目的是为
的 作 用

了忠君
。

崩溃
。

可是当时的奴隶制已经濒于

枯萎了的东西是不能

；
系 。 。 1Ė 是他想硬着头皮维护奴隶制， 璣

番
。

戛 ：
令

于是 ，他对当时那些奴隶主头子的君主，大声疾呼地说

要注意呀 ! 臣子杀君 ，儿子杀老子 ，这事并不是今
日才开始的， 老早就在酝酿着， 你们须得提防， 须得想

，法呀 !� 、 ，

；
，

：；1 对于鲁国，他当然特别关切 ，他把鲁君政权不稳的
事特别提出来说道

鲁君的政权早就不稳工呀 ! 经济权的被剥夺已经
有五代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有四代了，这样
发展下去 ，真够危险呀 !圆

国 。
臣弑其君 ， 于 械其父 ， 非 朝 夕之 故 ， 其所由来者浙矣。

。

(《易 · 文言》)

圆 姓

孔子 日 ，禄之去公室 ， 五 世矣ł政逮于大夫， 四世矣ï 战火三植
之子孙微矣

。

。
(《论语 · 季 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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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怎么办呢 ?

消逝的东西是无法恢复的，



团团团团■曲■■ ˜
。 。 。 国国国

一

园 =

W

、 怎样避免危险呢7 孔子提倡" 忠邦道。

他认为

天子的权柄所以会落在国君手里 ， 困君的权 力 所

以会落在大夫手里 ，就是由于大夫不忠于国君 ， 国君不

忠于天子
。 在这种情势下， 就应该使人民的力量向政

府集中，大夫向国君集中， 国君向天子集中。
最好的办

法 ，就是要人民
、
大夫和国君都对天子履行 " 忠 " 道 。

所以孔子倡导 。 忠。

， 号召当时 般怀有 " 异心
外 的

人都能归顺起来，履行 " 忠 " 道 。
这样来恢复那被搞乱

了的社会旧秩序
。

为要奖励臣子尽忠 ， 孔子 还 把 " 忠 。 和 。 仁 外 联 系

起来 。

' 比如

殷商末年 ，微子
、
箕子和比干，都是纣王 的忠臣 。

他

们见纣王无道 ， 微子忧愤地走开了 $ 箕子急得没有办

法 ， 装疯去做人家的奴隶 比干不顾 一 切地进行诤谏，

结果被杀 。
三 入的行动虽然各有不同，但对纣王来说，

都是很忠直的表现
。

所以孔子称赞他们说 。殷 有 三

仁 。

。の

又如

管仲和召忽原来都是齐公子纠的臣子， 后来公子

见《论语 · 微子》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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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感
到管仲有些不忠，问孔子说管仲不仁吗? 孔子本来也
不认为他是。仁。的，但因管仲后来帮助桓公有功，忠于

桓公，便答复说 管仲也算是" 仁。吧，也算是。仁杉
吧

。
の

同时，孔子又想到，要收拾人心也得先来一 番小恩

小惠，于是他又提倡以' 忠" 为归依的。恕。道
。

比如他说

一 个人要想自己站得住， ·就要帮助人家也 同站

锝住 个人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 同过得

好。
园

· 这话说得也实在够漂亮? 可是奴隶主怎么能帮助

奴隶过得同自己˜ 样好呢? 这纯粹是骗人的。 这不过

是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 告诫国君们为了巩固自己的

政权，应该对奴隶们施点小恩小惠而已
。

孔子讲。忠。和。恕。

，可以说是ア个东西的两面1为
《忠。以行°恕。

，因
。恕杉而得。忠。

。 也就是如他所说的1

国君待遇臣子要客气， 做臣子的就可以很忠心地

� °子路日，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日未仁乎?子日礁

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 (く论语·雍
问»)

メ刍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替，
讨谓仁之

左
方也已

。

》(引台语· 雍也》)

纠被害，召忽跟着殉难死了，管仲没有跟着死
。i



島

来为国君工作。
の

所以。忠。 和。恕。是孔子为挽救奴隶制统治的危亡

而倡导的哲学。 也是包括在" 仁。里面， 作为 " 仁 " 的一

种表现
。

正如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

我们的道理是 一 贯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の

所 谓 忠 信
孔子还提倡所谓忠信。

这是说 主子施点小恩小惠给

奴隶们，奴隶们就会忠实的对主子
。

。

比如他说

你对奴隶们宽厚 一 点，奴隶们信赖了你 ， 以后你就

怎么辱禾加 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会很卖力的替你 T .

不会有不愿态的表环多
，

反过来，似使你没有取得他们的信赖，黒可就不h

了

那你若加重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不耐烦，说你对

他们太严厉 ，就会从你那里逃跑
。
图

区)
。 君使臣 以礼 ， 臣事君以忠

。

》 (《论语 · 八佾》)

圆 。子 Ħ 参乎 1 吾道 以贯之
。 曾子 日 \ 1 子 出， 门人间Ħ 何

谓也 ? 管子 日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

。
(《论语 · 里仁》)

圆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
。

。
(宽则能使人民归向， 立信则奴隶们愿为服役) (《论语 · 尧日》)

图 。

子夏日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1 未信， 则以为厉 己也
。

》
(《论语 。子张》)





罢了! 一 句话， 就是让他们学习怎样驯顺地接受剥削

和奴役 。
の

孔子鼓吹的所谓忠信，就是这样的货色。

实质上 ，这是孔子统治方法中骗人的一 手，对奴隶

们是颗糖衣炮弹，是 一 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
°子Ħ l

·· · · · ·小人不可大受I 而可小知也。

° (《论语 · 卫灵公司

日子游对日，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日 1 君子学道则爱人， 小人学道则易使

也 。

" に论语 · 阳货》)

45



六、
鼓吹天命和相信鬼神

谈 灵 魂

不 灭
西呢?

对这个问题，在表面上 ，孔子似乎是存疑的。 凞

他曾这样表示过

关于神奇鬼怪的话，我是绝口不谈的。
の

所以子路问起他怎样敬奉鬼神时， 他来了一 个关

门的答复 ı
侍奉生人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 哪里还谈得上敬

奉鬼神呢! 雷
暴

随后子路还在追问 人死后到底是怎么样的?

孔子仍旧不理会似的答道

生的事情如何还不知道， 哪里就 谈得 到死后荫

对于这个问题， 子路 一 再碰钉子 。

の °
子不语 怪

、
力，

、 乱、
神。

》 (《论语 · 述而力
圆 °

季路 ]碍事鬼神 ? 子 日 ，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 顧问死? 子降

未知生，焉知死 ?
扑
(《论语 · 先进力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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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了， 到底 有没 有灵魂存

在?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神这类东



是不是孔子对这个问题真的没有一 定的看法呢?

这倒并不见得。

如果他真的对这个问题没有一 定的看法， 那他为

什么主张 人们的父亲或母亲死了， 不仅丧仪要办得

很隆重 ， 尸体要装殓得很好， 所谓 。葬之以礼， 祭之以

礼。の
， 并且还要素衣素食去服丧守孝三年呢?

他的学生宰予，认为父母死了要服丧三年，时间未

免太长 。 就因为这件事， 孔子认为宰予不孝， 骂宰予

《不仁。

。
@

可见， 孔子还是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
。

不然的

话 ，他为什么主张把死了的人安排得那样好，并且还要

\ 别孝敬呢?

孔子还称赞过大禹， 认为禹能够。致孝乎鬼神。�
。

对鬼神要尽孝道 ， 不是明白承认人死后 是有灵 魂 的

吗?

不过当时还有这样的说法

鬼神对于不是它这 一 族或这 一 等级的人来祭奠

时，它是不接受的o
图

� 见《论语 · 为政》。

@ 。宰我问三年之丧， 期巳久矣，
· · · ·· ·子 日ł Ť 之不仁也。

。 (《论

m .  A n  4* » \肃 · PH 页 汐)

回 见《论语 · 泰伯》。

@ 。宁武子 日 ı鬼神非其族类，不欲其杷。

。 (《左》僖公三十 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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ĺ

这种说法不似表示鬼神有亲疏贵贱的区别ł 叫

还表示出，鬼神只是属于当权的贵族的。 换句话说
，确

是被认为只有贵族死了才能成为鬼神， 所以鬼神不倒

接受
。异族贱类外的人的祭奠。

杉

孔子也\ 过这个意思多只是他的说法稍有不同
《i

他说 鬼神是不接受。异族贱类。 的人祭奠的罗翊

果他们要去祭奠的话，
就是想通过奉承鬼神来求得媒

处。
の

他的真实思想是 由于只有贵族死了才能成为会

衲 因此只叫贵族后裔能够" 慎终追远外

，促使被奴役著

老实起来就可以了。
他的这种思想是通过他的学生製

参来加以发挥的。

曾参的话是这样说的

贵族和自由民隆重地祭奠他们的祖先， 便可以促

使奴隶们对贵族产生一 种崇高的敬意， 这样他们就会

老实起来，不会反抗奴隶主的统治了。
圆

这段话再说得明白一 点，就是

贵族们对于历代亲属灵魂的祭奠， 既表示他们叫

�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

》(《论语 · 为政》)《正义》释云，

。卫成赞
康叔日 相夺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

。 又尊卑有等，
细《王制祭阁

所云庙数有定，若鲁之不疑桓僖，季氏之以祷而立炀宫，\ 非其鬼也4

圆 。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

朴(《论语 · 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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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 电表示他们的阔气。 孔子以为这样1 奴隶们就会

对贵族肃然起敬，俯首帖耳地接受奴役。

从上面看，孔子虽然表面上不直接多谈鬼神，但实

际上他是承认贵族死了有灵魂的。

至于广大的奴隶， 生的时候奴隶主不把他们看作
人 ， 当作牛曷来驱使， 只是个会说话的工具

。 所以他们

死后 ， 也被剥夺了成为鬼神的权利。 正如后来荀子在

追述奴隶社会的情况时指出的

ı 靠劳力来养活 自己的耕奴和工 奴们， 他们死了是

没有立宗庙的资格的。
@

他们死了为什么没有立宗庙的资格呢?

因为在奴隶主看来， 奴隶同畜牲 样， 根本不是

人， 所以死了也不能成为精灵， 不能为鬼为神， 那就自

然没有为他们立庙祭祀的资格了
。

鼓 吹 命 运
在另 一 方面， 孔子又鼓吹 《天

命。

， 即鼓吹命运支配 一 切
。

支 配 一 切
前面提过， 孔子周游列国走到

宋国时， 宋国的司马桓魑讨厌他在大树下演习什么礼

仪，不是想要杀他吗?

他逃出来后 ，对他的学生们说踵
而食 农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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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予我这样高尚的道德和使命
，植连这二点都不懂，想要杀我，但他能把 !

后来他又走到卫 国叫做匡的地方
。

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所以不但不满意他

，并且还用武力

这地方的人民大概也听说过孔子
， 知道孔子是収

来，并对他的学生们夸海口说

把他围住
。 他恐慌得不得了

。 后来他又侥幸地逃了出

对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圆

我的天命不该死 ， 匡地方的人虽然把我围住，可是

又有这样 回事

鲁国的季孙原来由于子路 曾帮助鲁君堕毁了他的费都，就对子路很不满 后来孔子的另二位学生公伯寮
(liá o 音辽 )

， 又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使得季孙对子路
更加不满意，而对公伯寮就特别信任

。

又有 隍·lŤ 眼袋伯的，也花几 ŕ 的学生工很生气
地把这事情告诉孔子说

公伯祭这家伙，他向弔孙讨好，向李孙说子賞Ĥ
话，弄得季孙现在不信任子路，反而信任公伯家了。

莪

国 。

子 曰 天生德于予，桓腔其如予何マ
补 (《论语 · 述而力

圆 《
子畏于匡

。 日 文王 既没， 文不在兹乎 ! 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

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ł 天之未丧斯文也 ， 匡人其如予何?
° k 论语, 子



ł
园国岡国国团团長=

告诉你老人家听， 你要想惩办公伯寮的话， 我可以尽

カ，把公伯寮的头杀来示众。

孔子却答复说

我维持社会旧有秩序的主张， 行得通固然要靠命

湛 就是行不通也是命运决定的$但我相信命运是叫我

行得通的$既然叫我行得通，那么公伯寮这样来讨好季

羝 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诽谤能敌得过命运吗?�

从这许多说教中， 他要人们相信人类完全是受着

命运支配的。
,而这个命运却是由有意志的天 上帝

所安排的。

孔子鼓吹天有意志， 从下面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得

得罪了天， 那是没法

孔子见了卫夫人南孔 子路很不满る孔子替自己辩

区)
《公伯寮懃子路于季孙。

子服景伯以告，白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

伯寮，吾カ犹能肆诸市朝。
子日į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

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论语 · 宪问》)按く论语正义》云i

《朱子或问以为

在堕三都出藏\ 之时， 说频近理
。 当时必调子路此举， 是强公室， 弱私

氯 将不利于季氏，故季孙有惑志。 夫子言道将行将废者， 子路堕都， 是

夫子使之
。 今予路被懃， 是道也将废， 而已亦不能安于鲁矣

。 然行废皆
天灰命，若天不废道，贯寮有熟 季孙且不听之r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
受宜然，非关寮懃

。 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愤也
。

邦

： 回 《子日，获罪手天无所祷也 。轼论语呷 八佾》)

 51�

更清楚

他答复主孙贾的问话时说

祈祷的啊!圆



白说 我如果有什么野心的话ヲ天都不容} 天都不容lq )

有一 次， 孔子病了， 子路觉得孔严是鲁ĺ驯的大夫，

就叫他的学生作为大夫的家臣来侍候孔严。
孔子感到

他本来就没有家臣乡 这样做很不好夕 就发急地说ł 我这

样做，欺骗谁呢? 难道欺天吗?圆

他的得意门生颜渊死了1 他叹息地说1 唉1 天老爷

要我的命呀 ! 天老爷要我的命呀I�

又有一 次，孔子不想说话 。
由Ť Ť 贡不理解，

建在

追问他。
他就带气地说

老天爷虽然没有说话， 但世界都依照他的意志捕

事，
四时的流行运转夕百物的发生成长夕都是自有秩序

老天爷何必说话呢? @

目
从上面的事例，

可以看出扎 す 被 列 入 巨 エ r fr

的j 这是一 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他大肆宣扬天命论多\ 什么。君子有三畏。

。
这是说，

在统治者氏族中的所谓。君子。

，应该怀有三种畏惧心1

�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

夫子矢之日 予所否者， 天灰之! 天

@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病闻， 日，久矣哉 1 田乙 iıT 计 u ł。用

臣而为有臣，吾诈欺? 欺天乎1
》 k 论语 · 子罕》)

(参
。颜渊死。

子日，噫1 天丧予，天丧予1
。 k 论语 · 先进》)

@
。子口，予欲无言。

子贡日 1 子如不言， 则小子何述焉? 子日ł禾

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
。 (《论语 · 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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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提天命。

。 在殷
、
周奴隶社会川ı

，作为奴隶

W l l t i l家最r \统治者的天子，都自称是受命于天的， 即他

{门的统治权是由上帝命定的 所以 统治者要使人们承们的统治权是由上帝命定的。 所以，统治者要使人们

认他的政权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就要叫人畏惧上帝。

第二
、

。畏大人。

。 既然天子和各诸侯的国君都是

由上帝命定的， 所以畏惧上帝， 也就畏惧天子和国君，

对他们只能拥戴，不能有丝毫的侮辱心理

第三
、

。畏圣人之言。

。
圣人是由上帝命定下来代

替国君说话的，所以对圣人说的话只能敬畏，不能有丝

毫的违反
。

可是，下贱的奴隶们就不这样，他们就没有这三种

。 ， 你要说有什么。天命。吧 ，他们根本不知道，当然也

无所i胃畏惧 对于奴隶主贵族的什么。大人。

，他们非常

仇视 对于所谓圣人们的言论，他们认为是放屁
。 他们

对于这 切，都存着 种藐视的态度。
の

� '孔子日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 (《论语 · 季氏》)刘宝楠く正义》云里
。郑注， 大人， 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 言天子诸侯能为政教， 是为贤德之

"

君工 程氏程祚说 大人，谓当时之天子诸侯也
。 天子有天下， 建立诸侯，

一

与之分而治之 君子之畏之者， 岂为其崇高富贵哉? 位日天位， 事日天

眠 则皆天命之所在也
。

臣杀君， 子杀父， 三十有余， 亡国五十

有余， 皆不事畏者也
。

。按 《狎。

，排挤也，有推倒意
。

。大人外

， 指奴隶主统

治阶级。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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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孔子并没有明白的说
。

在我们看来， 事情是很明白的。 哪里有压迫
， 陬邬

g E i玑 /Ħ / 仉 。 1 L \ ，ı Ė主卫 /ı升 Ľ U 1 状 士 \リı玻 利 益的天命思
熟 当时奴隶们是不会买账的。

孔子对奴隶没有办法，后来只好这样说

不知道自己命运的人，就算不得是上层社会的。

君
子け

。
の

他说这句话的用意就是

告诫鲁国的季孙和齐国的田陈氏等一 班人
， 他们

本来也是国君手下的大夫， 算是上层社会的。

君子。

。可是这些人当时却成了新兴力量
。 孔子怕他们不安分

守己， 怕他们利用奴隶们的不满心理 ， 来反抗公室，侵
夺国君的产业和大权

。 所以就叫他们要知道自己命定
的地位，要他们懂得一 个人的死生贵贱都由夫命安排，

原来上帝命定了怎样就是怎样
。
@ 叫他们不要痴心妄

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就不对，那就违反了天命$违

自己应有的身分，就不算是

这是孔子煞费苦心来倡导天命论的中心意思。

� 。

子日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

。 (《论语 · 尧日》)

(《论语 · 颜\ 》)

囤 。手夏日 商闻之矣 く注 盖闻之夫子)，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

反了天命，那就等于丧失了
一 个上层社会的。

君子。

了
。



b  

封

七
、

反动的人性论和教育思想

宣 称 奴 隶 主 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

他老师讲文章方面的事情， 他
贵 族 的 性 オ

听到过 。 但讲人性 和 天 道 方 面 的
是 善 的

瓢 他却没有听到过
。
の

其实孔子谈过不少关于 。 天命。的话， 我们上面已

经分析过了
。

孔子还谈° 人性 。

，只是说得比较巧妙多不

象后来孟子说得那样露骨ヲ所以不大为人注意。

比如他说 !

人的天性是相近的， 由于后来的习惯就隔远了。
@

初读这话 ， 颇有点使人费解 。

所谓人性的相近 ， 到底是和善接近 ， 还是和恶接

近 ? 所谓由于习惯的隔远 タ到底是与善隔远 ，还是与恶

�
° 子贡日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

而闻也 。

》
(《论语 · 公冶长》)

圆
《子 日 ，性相近也 ， 习相远也ゴ

° は论语 · 阳货〉)《论语正义》云 ，

气 论语》言性相近 ， 正见人无有不善 i 若不善， 与善相反， 其道已悬绝， 何

近之有マ 分别性与习，然后有不善i 而不可以不善归性， 凡得养失养，及

陷溺梏亡 ，咸属于 习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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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山
'kj i山八陇得有点滑头，但我们仔细一 想，就可以

：バII\1电ı
'

I勺意思是，

人
'

ı勺大作)矗和善接近，不是和恶接近 $ 但是习惯则

是ı前隔远，不趸ıi恶隔远。

这样一 · 来，

他既队为人的天性是与善接近， 那就等于承认有

· 个先验的东IJĹ存在于人们的恼子里
。 这先验的东西

忙什么呢? )党是所科善， 所调理
。

川
'

是这哏也有区别，就是

有的人静性多，有的人善性少，有的人可以说完全

没有。 比如， 那些上层社会的人， 如国君和贵族们所

束膩 1旧拜1门t渔多 ! 理 嚮最 丰富 多 所以他们是统治阶级，
く
彆

交配社会的 切
。 其次一 点的，如从贵族中没落下来，

或从 山「\i提升的管事， 即是管理奴隶的人， 他们属中

孔子所说和

阿 T lï 1受近前， 大概就指的这种人
。 这种人 不能形成

独立的局山ĺ ， 只能帮助国君和贵族们来支 配 一 切或
统治 切。 最千等的就是奴隶， 他们可 以 说 全 无 善
胤 只有恶念， 所以非有统治阶级对他们严 加管理
不川

'

。

因此孔子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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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 溶性较少， 知识也不怎么丰富
。



倒 想，就可以

そ多但是习惯则

就等于承认自
宝先验的东西

し可以说完全，

キ和贵族们所

是统治阶级，

中没落下来

夕 他肯谝中

孔子所说和

し不能形成

£配一 \ 亥

(谭全无善

】严加官运

£y

: İ

上等的天才和下等的奴才，
一 个是有天生的知识歹

个是天生无知的蠢物s
一 个是绝对的善，

一 个是绝对

的不善 二个属统治阶级，
一 个属被统治阶级。

这两种

人无论怎样也没有法子改变的。
の

这是地地道道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
是鼓吹英雄

创造历史而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所谓唯天才论都是

这样的 套货色。

至于 些属于中层社会的人，你说他具有善性，可

是又没有上层社会所具有的那么多 你说他没有善性，

可是他又不是下等奴才$ 所以孔子说这样的人只是和

善性接近就是了乙

同时这种只和善性接近的人，他们是摇摆不定，可

善可恶的。 如果沾染了下流社会的习惯， 就会成所谓

恶人 倘若和上层社会接近，自然就成为所谓好人了。

。有教无类。

的 实 质

孔子说过て句很漂亮的话夕 叫

做" 有教无类。

。
@

这句话从表面上看， 好象是孔

呆主张办教育不分阶级歹不管什么种类的人，凡是愿意

� ；

《子日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 (《论语 · 阳货》) 《论语正义》

云 °
· · 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故孔子Ħl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性

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为善恶之分。

。

回 见《论语 · 卫灵公》
。 马注云 《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

。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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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容易

伯达，就抓
此类" 在中
。

，

。应该大

厅史根据，

P巴，

条好的干

耄过，我都

牛马云搓

į +

什么人欲 月

述而力孔注

UIÝ, 
+ @

可以教育宇所谓不分种类等等，实际上也不过是句骗人

的空话。

在教育问题上，孔子的阶级观点是很鲜明的罗他绝

不会打破阶级界限，更不是什么
。全民幹教育家。

前面我们引述过孔子说的这样 句话

下层社会的人只可以供驱使， 决不能让他们懂得

什么知识。
の

他还说=

奴隶们之所以下贱，所以属于下流人，就是由于他

们死不肯学习。
四 ·

" 。

孔子还特别轻视妇女，把她们看成和奴隶 样，认

为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是不可以亲近的。 当然也是

属于不堪教育的 类人。
� ·· 匕

不过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为了要使被奴役者

更好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更多地创造物质财富，

� °子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 · 泰伯》)《论语正义冷
晟 °郑此注云1 民，头也罗其见人道远

。 由，从也! 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
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 《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篇》ł民
氯瞑也ł民之号，取之暝也。冥冥皆无知之貌。 く礼· 缁衣》云，夫民
闭于人而有酈心，注育民不通于人道而心鄙诈，难卒告谕，即此章之义

。

。

圆 《
孔Ť 日 聽而不学，民所为下矣。

。 (《论语 · 季氏》)《论语
正义》云，

°困而不学。则蠢然自觉，斯为材质之最卞者， 不得为士类矣。

。

· 圆 。
子日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非也，近之琳不逊， 远之则怨·

。

。 试论语· 阳货力

一

三
一

三
一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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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他们剥削和享受， 为他们服劳役， 他们也需要註奴

役者有一 点技术上的普通常识
。

因此罗 孔子曾经这样

+

说过

奴隶们顶多只可让他们有点技术的常识， 决不可

以使他们受到高深的教育。
の

总括孔子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认为奴隶们只是天

生成的奴才， 只要他们有点种田
、 做工和当兵的常识，

又能忠实地替主人服务，这就很够了，用不着让他们知

道更多东西
。
圆

至于奴隶主贵族中的 些 。圣人。

、

。贤人。

，从孔子

看来，他们是。生而知之。的，都是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

验的知识夕是绝顶聪明的人多所以也用不着去受教育。
圆

这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 种是奴隶主阶级中的
。圣贤。

，是天生的天才夕所以用不着教 $ 另 种是奴隶，

是天生的蠢才歹 又没有钱缴纳学费， 所以不值得教} 也

没有资格当孔子的学生
。

� °子日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
k 论语 · 卫灵公》)王

注云，钊，人之道浅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

孔子骂樊迟为小人， 就是因为樊迟要去学农学圃， 农国是小人

的事情，上层社会的君子是不应去学的。 又小人除从事生产工作 农圳

圃 以外，还应当有从事战争的知识。 所以孔子说，
《以不教民战， 是

调弃之
。

。又谓《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

。 (均见 く沧语 · 子路》)

圆 《子日¢生而知之者上也。

。 (《论语 · 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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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中等人物，他有心 也和濟性接近， 电有一

些智慧歹但比起上层社会的。圣贤。来乡还是差得很远。

最担心的是，倘若他们多和下层社会接近夕沾染了

所谓下流人的恶习，那可不得了，那就会什么杀父杀君

和其他叛乱篡夺的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孔子认为这 一 社会阶层的人， 是非加以教育

不可的。
の 而他的学生也是以这 一 方面的人为多。

同时

他们交得起学费，有好的腊肉作为礼物，而奴隶们当然

没有这个资格。

根据上面的事实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孔子所说 。有教无类 " 那句漂亮话， 只不过是拿来

骗人的， 事实上 ， 他没有打破阶级界限， 而且阶级界限

是非常严格的。

这就象今天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一 样， 民主

虽然讲得好听，原来也有限制夕就是只有有资产的人才

有民主，
一 无所有的穷光蛋就休想有民主。

教 育 的 目 的
孔子的教育科目， 据说分成了

四科
和教 学 内容

(一 )德行，
(二 )言语，

(三 )政

氯 (四)文学。
@ 又据说ヲ 孔子从四个方面来教育学生。

� 《子口， 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
。 (引台语 · 颜

渊》)意即加以教育，不致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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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管孔子的教学内容分成四科也好， 或是从四綦
方面来教育学生也好，他的办学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堵
弄出能够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人

o 佷篆
孔子办教育，把

" 德行。放在第. 位，就是要看培莠瓠
的人是不是符合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要求

。 至予程
知识才能，他是摆在第主位的

。
, ，主芸：İ

比如

宰我、子贡都是言语科的高材生，《论语》中是列看
名字的

。 可是多由于宰我反对父母死后守丧三年夕所以

孔子骂他是。不仁》

、
图

。
·。 と· 。--ï

; ,

子贡喜欢做生意，虽然很赚钱，但孔子也许认为这

不符合奴隶主阶级的身分，所以骂他。不受命。

，就是没

有按照天命来行事。
圆

。，

°

还有冉有，他是政事科的高材生夕可能在政治上是

有才干的。 可是他弁不维护奴隶制，相反，却去铟踊辜

一

钞

頁

寥
ー

フ

名
一

二

\  

1

摘

承

治

批

才

没

流

求

氏

不

政

的

识

从

哭

要

怎

颜

信

但

缸

不

舌

忠

徒

@
。
子日¢

· 德行颜渊
、
闵子骞

、
冉伯牛

、
仲音

。 言语 宰我
、

°

天丧司

贡，政事，冉有、
季路。 文学，子游

、
子夏。

。k 论语 · 先进》) 夫人左

@
。
予以四教君文、

行、
忠

、
信。

。(《论语· 述而》)

@
°事我问三年之丧， 期巳久矣，

· · Ť日， 予之不仁也。

。 试论"

。
上

错· 船货力

圃 劈予日，
·. ····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 亿则景中。

。 (《论语
：

，

J%*») : H

m

那所谓《四教。

，就是芜行タ胤 信。
固



予
骨 ぼ

區

氏搞一 些带有封建性的改革。 所以气得孔

不承认他是学生，并要学生们向他围攻。
の

ヂ破 口大骂，

见，不符合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标准，违反他们的

政治要求的学生 ，即使知识才能比较高，也要受到孔子

的批评和斥骂。

至于颜渊， 这是孔子的第 一 个得意门徒。
他的学

识才干虽然没有多少表现 ，但孔子对他却是赞不绝 口 ，

从没有说过他的缺点。 颜渊死时，孔子还呼天叫地 ，痛

哭流涕。
圆 这不是说明颜渊的政治思想，最符合孔子的

要求\ ?

还有曾参，这个孔子说他鲁钝的人圆
， 脑子大概并

不怎么灵活吧 ，但他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后来却仅次

于颜渊，说他能传孔子之道图
。
而曾参自称对于孔子的

忠信等 一 套， 做到时刻不忘圆
。 这就是说，他在政治思

�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C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

。
子 曰 非吾

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 は论语 · 先进》)

园
°子日 回 (颜渊)也 罗

· ·于吾言无所不说。

。 姓

颜渊死 ， 子 日 唿l

天丧予 ， 天丧予 !
。 。颜渊死，子哭之恸。 从者日 ł子恸矣。 日，有恸乎 ， 非

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 《均见《论语 · 先进》)

固
°参 (曾参)也鲁。

。 (《论语 · 先进》)朱注，鲁，钝也。
、

@ 程名称
° 曾子传道。

。 朱熹也说，

《
登门学者， 聪明才辩 · 不为不

多， 而卒传其道的，却是曾参
。

。 (均见《论语》朱熹集注
。
)

圆
" 曾子 日 ，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平? 与朋友交褥不 唐

乎? 传不习乎?
。 (く论语 · 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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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ヲ是能紧跟孔子的。

从上面可以见到，

放在第一 位的。
他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夕 就是教育学

生的思想要符合奴隶主阶级规定的政治道德标准，

举一 动要合于奴隶制的规则， 如前面讲过的 《克己复

礼。

，以至什么孝悌忠信，亲亲为仁等等。
而智育学科，

则摆在次要地位。
の

孔子的教学内容，

籍，目的也是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服务。

比如说，孔子讲" 博学于文。

， 他主张读《书》， 又主

张读之诗》
。

《书》是《尚书》，又称为《书经》。
孔子认为，里面所

记载的，不是古代帝王的治绩，就是古代帝王所发布的

统治国家的大道理， 人们读了就知道怎样做个规规矩

矩不乱来的人，又可以吸取历代奴隶主的统治经验j璵

道怎样统治国家。

《诗》是《诗经》。

了解事奉父亲和国君的道理。
圆

°子口 弟子入则孝多出则悌，谨而信， 汎爱众， 而亲仁， 行有餘

カ，
则以学文。

。(く论语 · 学而》)

@
°子日 小子歹何莫学夫诗。诗，

······迩之事父夕 远之事君。

° (《沦

语 · 阳货》)朱注呂

。人伦之道步诗无不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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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办教育是把学生的°德行"

如学习诗、
书、

礼、
乐等文物奥

孔子教学生读《诗》， 也是要他们



所以，孔子称赞《诗经乡说，

三百篇诗， 总括一 句话来说，就是没有什么邪念，

思想都是。纯正。 的。
の

这样， 人们的思想就会被" 纯化。起来， 那么，行为

的约束， 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只要对于礼仪随时

讲究ヲ随时练习，人们的举动也就自自然然的可以循规

縮矩了。

孔子\ 的所谓。约之以礼。

， 就是要通过学礼把人

们的行为约束起来。

思想。纯化。 了，行为又约束了，人们也就很自然的

安于旧的社会秩序， 那些所谓。犯上作乱" 的事就不会

发生，世界就太平了!

孔子很高兴招收学生， 又卖劲地把那些课程讲给

他们听， 他的用意就是想通过教育来挽救这快要没落

的奴隶制。

至于奴隶，他们是没有资格当孔子的学生的，但孔

子也想在社会上对他们施加一 点思想影响， 使他们懂

得做奴隶的应该服从奴隶主的道理。
如果说孔子有

点什么教育人民的想法的话，也只能说，他有的只是愚

民教育的主张!圆

区) 。 Ť  Ħ ，诗三 百，
˜ 言以蔽之 ! 日思无邪。

r歹(《论语 ·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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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 的 道
札 丁リ」·ąx 官网稍仰, 要说是轵

极吧， 也许真有点积极
。

路 和 方 法
他自己曾这样说

对于学习， 从没有满足过 对于讲授， 从没有钱陲
过多并且发愤起来， 不仅弄得饭忘记吃， 连自己将要老
了都不知道

。
圆

这种精神，不是\ 象很难得吗マ

但是我们要问， 孔子学的和教的是些什么货色?

他的办学道路和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他非常°好古。

。
图

他所学习和教人的， 都是古代的东西
。 什么°诗。

\ ，

。书。呀，

°礼。\ ，

°乐。呀等等，都是殷周奴隶制的一

套旧东西。
� 他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向后看，而不是向

前看，为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筐)
°子游对日，昔者便也闻诸夫子日， 君子学道则爱人. 币入阁浏

则易使也。

。 は论语 · 阳货》)

(参
材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 子路不对。 Ť Ħ， 女(汝)奚不日，其为未

也，发愤忘食歹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
又

。

子日 署盗与f ， 喇8

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调云尔已矣
。

。
(《论语 · 述而岁)

@
。子日冒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窃比干我老彭

。

。

义
钿

予日， 我小姐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 · 述而》)

圆
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皆雅汀也

。

。

k 沦濟 · 述)两》)乂i樹。 兴ł

诗罗立于礼，成于乐。

" (《论语 · 泰伯》)包注云，
。兴，起也

。 育修身当光ツ

诗ı礼者! 所以立身ı乐所以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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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れ学 ıl的 相联 系的 · 他的办学道路和 方法二电址

只搞 拓本知 识 · ł张 r射 】修 挣，脱离实践 。 孔イ· 是ı咚决

只材学主多年生产劳动的。
如 fj ·次 ， 他的学生樊笼

提出要学仲庄隊· 他答复说 ，

这 卜我比 ドヒ种田的 邕农呀 。

樊笼 次提 出要学种蔬菜 ，他又答复说ł

这 个我 比 不上 种菜的老园丁呀 。

孔子 是不 是有点谦虚，觉得他对生产劳动的知识 ，

比不上劳动 人民党了

并不 。

孔子并不认 为他不懂生产劳动为可耻 $ 相反 ，他鄙

视劳动 ，
认 为下 贱的 。 小人 。 们才干这些活 ， 读书钓 。君

子
一

是不 应学这些 东西的 。

所以当樊迟问 不 出什 么名堂 ，退 出来后 ，孔子就骂

樊迟 是 ° 小人 。

，觉得他的学生提 出要学习生产劳动 多实

在不象话 。
の

那 么孔子办学 ， 叫学生不参加劳动 ， 将来干什 么

勲 他的学生子 夏 ， 对老 师的意图了解得很清楚 ，子夏

说 。 学而优 则仕 。 圆
， 书读好了就可 以做官 。

の ー 奚 迟 请 学稼 。
子 日 吾 不 如老农 。

请学为 国 ! Ħ l 吾不 如老 閥 。

樊迟 出， 子 日 。 小人 翻 樊 须也 。

° C《论语 · 子 路》)

售 见く论 语 · 子 张 }
。

T

四
■



 ,

 引

飞
�

. . . _ · · 只有学好书本知縣

是下贱人

" ··_ · · Ħ "

二J 巴定 \ 俨奴隶制的反动理论
。读书做官

，孔子以后二千多年来的剥削阶级，他们办学不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吗?一 直到刘少奇
、林彪也不例外，只是在不同历史条\ 下，说话加点新花样而已

。

― ―

既然读书为的是做官，当然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也
从孔子

不用接触社会实际
。 只要学习那些所谓古圣先王， 就

。孔 孟

是那些奴隶主头子们统治人
、剥削人的经验，力求做到 维护着į

他们规定下来的政治道德标准
。 这样二来， 能够埋头

读书，闭门修养，也就可以了。

一萸比如 孔子说 要做到°仁。

，只靠自己的主观修养

就行了多难道还要靠别人和外界的影响吗?圆

孔子的学生曾参，大概最能领会他老师这一 套，他

一 天反省自己三次，专搞闭门思过。
圆

刘少奇的°黑修养。

，林彪提出的什么°灵魂深处爆

发革命。

， 话讲得虽有点不同，实质上还不是孔家店的

iįį  ·

区)
。子日 . . ·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央。

》 は论语,

卫灵公》)

圆
箔子口 · ·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 颜渊》)

圆
《曾子Fi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 · 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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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来， 参加生产劳动
歹

且生活上也很苦，可能会饿肚子
。

才能弃官 \ 附 (n





如 孟 户f川日不死心
。 他象孔子那样，跑了好些个诸侯IĄ

因， 鼓吹f 呀， 义呀，礼呀， 宣传 " 仁政。

， 妄想恢复奴隶
制。

ı症干过 一 步发展孔子的唯心论思想， 说什么仁

义、 礼、 智， 都是人们天生就有的�
， 因此， 人人都应该

发扬它。
这和孔子提倡" 仁。

、
提倡°正名。

一 样，妄想用

唯心论的说教来恢复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孟子为了宣传。仁政"

，说了不少动听的话，但是实

质十分反动。 他说 实行 。仁政。

， 首先就要恢复°井田

制。

。
圆 。井田制" 是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当时，它被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所代替， 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可是孟子

要恢复它 ， 这不正是要从所有制方面复辟奴隶制吗!

对于塑造孔子的。圣人。形象， 孟子更是卖尽了气

力。
他极力推崇孔子的!

类以来， 没有一 个比得上孔子的。
圆当然，吹捧孔子，逾

的是宣传他的反动思想，也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

国ぎ

同孔子一 样，孟子的反动目的没有达到。 但是，他

和孔子的思想，即所谓。孔孟之道。

，后来被反动的封建

统冶者所承袭，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の 。 (：义礼智，书!由外铄我也，我阱有之也。

。 (《君子 · 告子上》)

圆 辅夫{；政 ，吡イ1经 界始。

。 (《孟子 · 滕文公上力

磡 树 萨1生民以来，未有盛 チ孔子也。

。は孟子 · 公孙丑上》)

槽

"

1徒吹捧孔子的话，说 自有人



列宁曾经说过1

。唯心主义客观

瓦辛反动思想
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 反动派的童

怎样为封建统

冶\ 服务

验论就是这样，

利用的
。武器。和。宣传工具。

。

上面讲过，孔子是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是反对由

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 为什么汉代以后 ，
封建地主

阶级又起劲地吹捧孔子呢T 这是由于下列原因，

一

、
由Ť 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化。

在奴隶社会末期! 地主阶级是新兴力量，是一 个生

气勃勃的革命阶级。
它要求打倒奴隶主阶级， 要求社

会变革$ 就在取得政权的一 段时期内， 也还有进步性。

但到后来ヲ 自认为政权已经巩固夕 就反对变革， 要求

封建政权永恒不变。
这样， 孔子的思想就适合它的需

要了。

二
、 由于封建政权统治人民的需要。

地主阶级，在它上升时期夕是采用法家思想的づ 但

在封建统治巩固以后乡 它认为法家公开用刑法统治人

民 比较露骨， 而儒家则比较虚伪， 所以汉以后的封建

王朝，都宣扬孔子那 一 套仁义道德的说教，为的是要起

の 《我们的取消派》，く列宁全集》筇 17 卷，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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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欺骗人民的作用。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本来并不喜欢孔子的这套

儒家思想，后来由于统治的需要，逐渐转变了态度
。 到

汉武帝时，他结束了汉初诸侯王分立的局面，更需要从

思想上来加强他的统治。

汉武帝接受他的大臣董仲舒的建议 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战国时期， 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思

想流派很多，有所谓。百家争鸣。

。
这时，其他各家思想

都被排斥，而孔子的儒家，就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为了适应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汉武帝的要

求， 把子思
、
孟轲这 派流传下来的孔子那 套东西夕

作了一 番加工 ，把它更加神秘化起来。

一

、 他把孔子的天命思想发挥到极点
。

他认为上天有无限的权威，天是有意志的，能够赏

善罚恶，人世间的 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

老天爷有目的地安排的。 换句话说，皇帝统治人民夕是

老天爷的命令， 如果不服从， 就是逆。

天。

， 就罪该万

死。
圆 这在哲学上 ，叫神学目的论

。

这是为
。 王权神授" 说制造理论根据， 目的是为汉

区)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 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 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
。

。
(《董仲舒对策

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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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服务。

二 、
他根据孔子的思想 ， 提 出性三 品说。

圆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 种

第一 种是所谓 。 圣人之性 。

。 如最高封建统治者 ， 就

是圣人之性 ，他们天生有先验知识和道德 ，所以能代天

行道。

第二 种是所谓 ° 中民之性 。

。
这是指 一 般地主阶级 ，

他们通过教育是可 以秉承上帝意志行事的 。

第三 种是所谓
° 斗筲之性 外

。
这是指被压迫被剥削

的农民和手工 业者 ，他们全无先验知识和道德 ， 只能接

受奴役和剥削 。

三
、
董仲舒还发挥孔子的所谓

° 正 名 。 思想 。
他 明

确提出° 三 纲 。

。

什么叫做 ° 三 纲 ガ 呢 ?

·君为臣纲 。

。
做臣子的要服从 国君 ，

也就是劳动

人民要服从地 主阶级 的总头子 皇帝 。

。 父为子纲 。

。
做儿子约 要服从父亲 。

圆 箔 天 者百神之 大君也 ， 事天 不备 夕 虽百神犹无 益 电。

° (《春秋 繁

露 · 郊语》) ° 天 令之 谓命。

。 に 汉 书 · 董仲舒传》)
。 天子受命于天

。

。 (く春

秋繁露 · 顺 命》)
° 反天 之道 多无成者 。

。 (《春秋繁露 · 天 道 无 二 》)

圆 °
圣 人 之性 ， 不可 以名性 。

斗筲之性 ! 又 不可 以名性 。
名性 氤

中民之性
。 中民 之性 ，

· · 性待濒于 教训而后能为善。

。 (《春秋繁露 · 实

性» )

7 3



一

.
一

シ
が

。

。

。
中

壑
势
吖
挣

.

夕

藝
·

げ

じ

每
ー

ガ
녘

歳
拓
朴

鴦
니
一

虬

一

難
：

い

瀛
臨

隅
减

藝
ム
ー

蛳
一

臟
鱟
リ

取
一

、

ハ

一

レ

ー

。夫为妻纲。

。 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

他还说， 这 。三纲" 也是根据老天爷的命令安排
的 。

田

从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多

肯定了四种权力 神权、 君权、 族权、 夫权
。 这是长期以

来束缚中国劳动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董仲舒还认为这种道理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天是

不会变的， 所以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道 理 也永远不

变。
营

董仲舒所宣扬的这套形而上学的思想， 后来长期

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

就这样，孔子的反动思想，便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了。这个原来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经过董仲舒卷

他梳装打扮，也就摇身 变，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了。

于是汉朝皇帝， 把孔子封为 " 褒成宣尼公ヘ 到淼

代，更进 一 步加封了。文宣王 " 的头衔。

鲁迅说 。孔夫子之在中国， 是权势者们捧起来

�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 臣妾受命于胤

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
。

。 (《春秋繁露 · 顺命》)
《王道之三

纲少可求于天。

》 (く春秋繁露 · 基义》)

园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 (《汉书 · 董仲舒传力

圆 く且介亭杂文二 集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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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
唐的封建皇帝 ，这 些最大的权势者们 为什 么 都

要捧孔子 T 孔子 的反动思 想是 为谁服务 ，
这难道 不是

很清楚的吗 ?
lilia

到宋代 不是有所谓 。 理 学 ガ 吗 ?

宋 阴
。 理 学 歹

其实这 所谓 《 理 学 。

，
也 并不是

是 孔 子 反 动
什 么 新鲜货色 ， 不过是在子 思 、

孟 轲

思 想 的 继 竺 和董 仲舒 的思 想 基 础上 ，
进 一 步发

挥了孔子 的那 一 套 反 动谬 论而 已 。

· 理 学 。

， 乍 听 起来 ， 似乎 不 错 ， 好 象 是要 摆起事实

来讲 一 番道理 ，其实并不是这 么 一 回事 。

。理 学 。 是宣 扬 所谓 。 天ぎ ，讲 的是上 天 的道 理 。
所

谓上 天的遽日里，便 是 阐 明上 帝 的意 志 ，其实是孔子 天命

论的花样翻 新 !

比如说 做 臣子 的要效 忠 于 天 子 ，徹 儿女的要孝顺

父母 ，做妻子 的要 服从 丈夫 늅

这 些 道 理 不 是从 孔 子 到董仲 舒 都 已 经 讲 过 的 吗 星

再讲有什 么 新 鲜呢 ? 当然理 学 家们也 总是有点花 样的 ，

我们看看宋朝理 学 家朱 熹 的 话 吧 。

朱熹认 为 这 种 道 理 不 仅 是天 经 地 义 的 ，而 且 在 未

有人类社会 之前 ，这 种道 理 早 就 有 了 。
所以 ，它 是 一 种

绝对 精神 ， 是独 立存在 的 。

这 即是说 ，

。 三 纲 五 耀 ·的道 理 是先天就有的 ，在没

? 5



■
有君 、

臣
、 父 、

子之前，这道理 就先有了 ， 到有 了君
、 臣

、

父
、 子的关系以后 ，才将这番道理 安放在里 面

。
の

正 因为这种。 三 纲五常 艸 的道理 被说成是 先天 就有

媳 所以宋代的程颢 工
程颐

、 朱熹等所谓理 学家 ， 就根
据这个 ，得 出许多条条框框

什么 。

君要臣死 ， 不得不死 。 呀 !

什么 " 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 呀 !

什么 。 天下无 不是的父母 。 呀 ! 等等
。

据说这些 。 天 理 。 就是绝对 的真理 ， 谁 也不 能违 反 ，谁违反了它 ， 就是大逆不道 !圆

因为 。
天 理 。 就是上帝的意志呀 ，

之性

对于人性 ，他们又 分出有所谓 ·

义理 之性 外

和 ° 气哄

。

天 理 。 产生的， 因而也是善的
。 这是发挥孔孟 的二套先

验性善论观点
。 由于他们把 。

天理 。

说成就是 。

三 绝五

已先有父子 之理
。

。 。

直 f与有 了君 臣父 六 和旋将道理 入 夜 ın ：浙
。

。

仅 朱 チ

� ° 未有这事 ， 先有过理 ， 如未有君 臣 已先有 君臣 之理 ı 未有 父 下

也
。

'" '夫天 之生物也 ，有长有短 ，有大有小 ，君子 协其大受
、 安可健小 舒尔

大乎 ? 天理 如此 ， 岂可逆哉!
。
(《こ 程遗书 · 濟录め ··

育高必 有ニド
， ri大必

L
― ―

r  1 l .

有小 ， 皆是理 必 当如此
。

。
(《朱子 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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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常
。 的道理， 所以把封建道德也说成是人人都有的本

岱 目的就是要人人遵守这套封建统治秩序。
の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却不遵守呢? 朱熹等人就把原

因归结到" 气质之性" 这方面去。

所谓 。气质之性。

ヲ 就是说人虽然能禀赋有天命的

善性， 但是又会受气质的影响。
如果禀赋有 。清明之

气。

，不受 " 物欲" 牵累， 就能保持先验的善性歹 就是圣

人 另一 种人禀赋的却是。 昏浊之气。

，

。物欲" 多， 就会

把先验的善性失掉，这就是愚人和坏人了。
园

朱熹讲的这番鬼话， 掲穿了， 无非是说， 封建统治

阶级生来就是性善的， 上帝给予他们先验的知识和道

骶 禀受的气质又好，所以是天生的圣人 。 劳动人民呢?

他们没有这种《 义理之性。

， 即使有的话 ，他们禀赋的气

质不\ ，又给 " 物欲 " 迷住了心窍， 那就是天生的蠢才，

被奴役
、 受剥削也是活该的了。

什么。 物欲所蔽。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劳动人民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下 ， 被压迫剥削得没

� 。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 ，亦何尝有不善マ
。

(《玉

山讲义》)

圆 。 心有善恶，性无不善ł若论气质之性，亦有不善。

。
(《朱子语类习

《但東气之清者为圣为贤， 豪气之浊者为患为不肖
。

。
(同上 ) 。 禀得精

英之气，便为圣为贤，
· · 票得清高者，便贵1 来得丰厚者， 便富! 京得久

长者， 便寿ł 来得衰颓薄浊者， 便为愚不肖， 为贫， 为贱， 为天
。

。
(同上)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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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饭吃，没有衣穿，他们就是要起来造反
。 如北宋王小

波
、 李顺的农民起义， 不是提出" 等贵贱

、 均贫富。

的口
号吗 ?

。 等贵贱" 就是要反对封建等级和封建压迫$ 匈
贫富》就是要反对封建剥削和奴役

。

当然， 从程颐
、 朱熹这班孔家店的孝子贤孙看来，

这样可不得了呀! 那不是 " 物欲。迷住了心窍吗?

因此，他们疯狂地叫嚷

什么要保存。天理 。

呀!

什么要去掉 " 人欲。

呀!�

什么要闭门好好地 " 修养。

呀! 等等。

这无非是说 造反无理 ，革命有罪
。 封建地主阶级

剥削压迫人民， 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 被说成是符合
。天理 。

，是理所当然 $ 而劳动人民连最起码的物质生活

要求，却被说成是 " 人欲。

，是罪大恶极
。

、

。 理学 " 的老祖宗孔子， 不是也大讲 " 食无枣饱 "

、

《居无求安。 吗 ? 好象饿着肚子也不在乎， 那么他自己

是这样做的\ ? 并不
。 他要 。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

，

就是要吃得好，过得好。

� °只是 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 ，狗情欲的是人欲。

。 (《朱子语

类》)
。人之 心 ， 天理存， 则人欲亡 ł人欲胜，则天理灭

。

。 (同上 )
。 人只有

个天理
、
人欲，此胜则彼退 ，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

。

" (同上)

回 见《论语 · 乡党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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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
l彻尤是l 为能贸杨到孔孟之道 n

， 为夕忉lt统治行

帮丁大Ť I'：， 所以后来他的1W 红被到人孔庙， 供奉/l过來，

称为什么朱夫子笋这绝不显偶然的。
a )

至 ' I'孔 户本人， I吣将他的反动从臟 醒 来越被反动

统治術所玳视，他的偶像地位也越来越高。
到宋代 ，在

他的。 丈良玉 。 头衔 ヒ义)川上 ''至虽 即 两个字， 到元代卯j

捧为《大成菰罴文宜 ' ll" ，明代， 则称为 。至最先师。
! 清

代又如1上 大成至圣先归i。 的封 \j·

。 lı如侑j島氈的 ， 这

班权势者们把孔子。 角抬到户ıı人的 1佰度。

。圆

要 把 批 孔 斗
就是到了近代， 孔 ŕ 的反动思

飙 仍然是 拍时封建统治者的 根
争 进 行 到 底

救命稻ブłi：。 太平天 I川W 命， 洪秀令

不是到处捣毁孔予的牌位旧ļ ?可是汉奸刽了手鸭ı川艄，

以卫道者 tı居， 和他的主予咸丰骂主帝把孔子的幽灵抬

出来，与太平天国 i
ı

i覧命相对抗 。
圆

就在辛亥革命前不久， 封建官僚张之洞等人还提

の 朱熹被封建统治者拉入 孔庙列为 弱 十竹之次。

。 清朝礙帝 也 大

力表彰朱熹ı
。继孔孟之后 ，有稗斯文，最为宏ド(。

" l《清圣łĺl圣 Uıı力

の く且介亭杂文二 集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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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 个教育方案。
这个方案的五条宗旨中1 前两条就

是忠君
、
尊孔。

他们还想借宣扬孔子的反动思想夕来抗

拒所谓 。异说。

， 即抗拒革命。
也就是要拿孔子的亡灵

作救命稻草，以挽救清朝的垂死统治。

到了 19 1 1 年辛亥革命之后， 孔子的阴魂还是不

散。
卖国贼头子袁世凯，他要做皇帝，不是也把孔子这

一 幽灵抬出来，提倡什么。尊孔。

、

。读经 。吗?

《五四。 运动时，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 后

熟 蒋介石又配合对苏区的围攻，鼓吹要。尊孔外

。

蒋介石这个封建买办法西斯头子， 对孔子大肆吹

晓 什么。千秋仁义之师" 呀!
。万世人伦之表" 呀! 他

说这些干什么呢? 他去曲阜 " 朝圣 。 时说出了真心话，

原来是" 为共产主义根本之\ 除。

。

蒋介石搞" 尊孔。

， 目的是要对付共产党
。

不仅这样， 就是到了解放以后， 大叛徒刘少奇， 也

跑到曲阜去《朝圣 。

， 大叫 。孔老夫子伟大"

，

。孔老夫子

是圣人。

。
他还叫人搞闭门修养， 鼓吹什么 " 慎独。 功

勾 当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时， 清咸丰帝多次 ° i旨文庙行释

奠礼。

。 (《文宗实录》卷 84曾国藩则鼓吹《 自唐虞三代以来，厉世圣人，扶

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 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

。还宣扬
。
王道治明， 神道治幽。

。 恶毒攻击太平天国革命，弄到《
士不能诵孔子之

经 ， 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 旦扫地落尽。

。 嚎ın l。 我孔

子
、
孟子之所痛哭予九原

。

。 (均见く讨粤匪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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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要人去Ħ】「J思过，这还不是贩卖孔子那一 套吗?

还有叛徒
、
卖国贼林彪这家伙， 宣扬什么 。天才。

i仑，鼓吹有。生而知之。的所谓。天赋之才。

。实际上就是

要借此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宣扬唯心史观，与바妲物论

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
要为他篡党篡国I

复辟资本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

从上面可以总结出一 条经验，
凡是要开历史倒车

的人， 总是千方百计的要把孔子这 一 幽灵抬出来。
象

刘少奇、
林彪等一 伙， 就妄图借此以达到复辟资本主

义
、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社会主义社会是 一 个相当长

的历史阶段 。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

级
、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

商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の

因此， 定。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

報
所以我们二定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熟 要在三大革命运动过程中，通过刘少奇和林彪这两

个反面教员，对孔子的思想作彻底的批判， 以肃清其流

曾ダ

毒

�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 7 年第 10 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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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孔子这个幽灵，再也不能毒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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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历史》丛书

反动阶级的°
圣人。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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