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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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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

)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

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

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关键词!孔子&诗经&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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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贡献#除了办私学

开有教无类风气外#就是修订六经#将,诗-,书-,礼-

,易-,乐-,春秋-作为授课内容#延续了周统'*六

艺+中#孔子首推*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礼也

与仁%义%智三者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的核心'此外#孔子重*诗+#认为*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88+#这里的*诗+指的就是,诗

经-',论语-中多处可见孔子对*诗+的阐释'细读

这些字句#一个诗意的孔子形象跃然纸上'从孔子

对,诗经-的评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教+观'

一&$无以言%到$可以兴%***$诗%的作用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

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7学诗乎/)'对曰$

7未也')7不学诗#无以言)+

*

'这是陈亢与孔子的

儿子伯鱼之间的对话'从孔子对儿子说*不学诗%无

以言+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将*诗+看做人与人之间

交流的基础'孔子在关于诗的作用方面#还有*诗#

可以兴+的观点'如孔子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

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这段话是在鼓

励学生去研究*诗+#孔子认为读*诗+可以培养想象

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

刺方法'近呢#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服事父母&远

呢#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而且能多多记住鸟兽草木的

名称'

5

#

6这里就把诗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强调了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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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全面性#这与,诗经-自身题材和孔子*吾从

周5

!

6

&A

+的理念有关'孔子对周朝社会极其推崇#认

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

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

示民有常88是谓7小康)+

5

!

6

#&F

'而,诗经-所收文

章多成书于周代#从其风%雅%颂三种题材看$*风+是

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颂+

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三方面贯通日常%

内容丰富#可谓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这就

与孔子的观念极其符合#孔子致力恢复周礼#那么

,诗经-在孔子的讲学活动中#就不再单纯地作为歌

谣或民俗以传授#其背后隐含了孔子对*大同+的政

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寄托'

二&$思无邪%到以$诗%教***$诗%的践行

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是#*,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7思无邪)+'就*思无邪+的内涵#注解者

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侧重由诗而发之情感#如朱

熹认为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也'*若以为

作诗者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

无邪也'+

5

&

6

&另一种解读则是针对,诗经-内容而言#

如李泽厚*思是语气助词#不作思想解#邪也不作邪

恶解'+*,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

虚假'+

5

A

6

'从孔子*关雎7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

评价看#两种解读皆有道理#可看作是孔子*诗教+观

的两个侧面#内容的不虚假是*诗+教意义达成的基

础#思想方面的无邪是*诗+教的目的'就诗教作用

方面#孔子认为*,诗-教也#疏通知远+*诗之失#愚+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

88即认为*诗教+能够让人通达%温柔敦厚%不

愚钝'

孔子在与弟子的对话中#以,诗经-进行德教#宣

传其政治主张'但这种*诗教+是有前提的#要能理

解仁先礼后的道理#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孔子曾

数次提到*可言诗+的条件#如子夏问曰$*7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

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0 始可与言

,诗-已矣,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

,诗-云$7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

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

就教育内容而言#孔子与弟子对话所选主要涉及君

主为政%修身立事%君子德行三个方面'关于君主为

政#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自,孔子家语.辩政篇-$*子

曰$君主为政%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此伤奢侈不

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唯王之邛'此伤奸

臣蔽主以为乱也'又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 此伤

离散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

哉/+'子贡问孔子#在齐国国君%鲁国国君%叶公三

者请教管理政事方法时#为何回答不同'孔子用诗

经中故事来描述三种政治祸乱原因#第一种不加节

制地追求奢侈而导致祸乱&第二种是奸臣蒙蔽君主

而导致祸乱&第三种是百姓离散而导致祸乱#所以应

分别采取节制%管理臣下%使近人悦服#远方的人归

附三种方式来管理政事'

5

%

6

孔子以,诗经-讨论君子德行的言论较多#如*恺

悌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

.

&*能补过者#君子

也+%*君子是则是效+

/

'修身立事方面有*靡不有

初#鲜克有终+

.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0等'*靡不有初#鲜克

有终+意思是善良本性谁都有#始终保持却很难'这

句话是孔子评价其弟子冉雍的#冉雍以德行著称'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则是关于立身行事不招致祸

患的准则'

三&$兴于诗%到$立于礼%&$成于乐%***

$诗$的旨归

*孔子施教#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

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在孔子的

思想中#礼乐具有重要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

礼#成于乐+

1

'*兴于诗+#包咸注曰$*兴#起也'言

修身必先学诗+

5

$

6

'朱熹曰$*兴于诗#兴#起也'诗

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

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

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

5

C

6朱熹这

里将*兴于诗+的含义说的明明白白#他阐明反复吟

咏诗教对于兴起的善恶之心#陶冶情操有重要作用

的道理'孔子认为学诗是修身厉行的开始#但还要

学礼'有*不学礼#无以立+的主张2

'学了诗#学了

礼#还要学乐#用音乐陶冶性情#坚定的形成德性'

这样道德就修成了'所以#*兴于诗+到*立于礼+%

*成于乐+可以看做是孔子*诗教+观的旨归'

总的来说#孔子对*诗+*礼+*乐+三者关系的看

法#可以概括为*诗+*乐+对礼的执行具有重要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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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不学*礼+#即使熟读,诗经-三百篇也没有任何

用处#*诗+是*礼+的基础#*乐+与*礼+相辅相成'如

孔子所言*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

而已'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乐不

作'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博于德#于

礼虚+

345

'意思是古代的君子#不必亲口交谈#用礼

乐就可以相互传达情意88不懂得,诗-#礼节上就

会出错&不懂得乐#行礼时就会显得单调'

*诗+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知礼和致用#这也符合

孔子思想现实主义的特点'子曰$*诵诗三百#授之

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

虽多#亦奚以

为/+

346

'说的是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任务交

给他#却不能办好&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当一面&

即使书读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类似的还有*诵

,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

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是以君

子无敢轻议于礼者也'+

347

#说的是如果没有学过礼#

即使能够诵读整部,诗-#也不能圆满地完成仅仅一

献的小祀#而仅学得了一献之礼#还不能胜任宗庙祭

祀中的大飨之礼&学得了大飨之礼#还是不足以承担

祭五帝的大旅之礼88可见礼是博大精深的#君子

不敢轻易议论'*诗+提供了*礼+的参照对象#但诵

读诗#并不代表能够圆满地实行*礼+'

四&结语

孔子的*诗教+观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具有很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总体来看#有两个明

显的特点$其一是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人物类

型展开'孔子曾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言论#其

对周朝仪制的推崇%对五帝时期和周作为*大同+和

*小康+理想社会的认同使得其将尧%舜%周文%武王

视为理想的君主#孔子具有很强烈的入世从政之理

想#四方游说正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实现自

己的抱负#恢复周礼'但这种抱负的实现又必须借

重于圣明的君主和理想的臣儒111*君子+'孔子

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5

!

6这

里所说的*诗教+#就是指诗三百的教化作用'*温柔

敦厚+#照字面解释#也就是态度温顺友善#心地朴实

忠厚#合乎礼仪'这是用*诗三百+教育的结果#这种

*温柔敦厚+则正是代表了君子的典型特征'

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是孔子*诗教+的另一个显

著特点#孔子的*述而不作+#,论语-又是孔子所说之

话的汇编#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诗教+也不免具有

散乱%不具有系统性%流于经验主义等弊端'且*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柔敦厚的*诗

教+%*温%良%恭%俭%让+的礼仪规范只适合治平之

世'对战国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来说#最亟需的是

强权的干涉和政治的一统#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却

始终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原因'

"注释#

)!

,孔子家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被疑为伪书#其思想价

值并未能收到充分重视#但近年来#在伪书说占据主流

局面被打破之后#其学术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

肯定#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见杨朝明,孔子家语通

解-"#故本文将,孔子家语-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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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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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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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

2!

,论语.季氏篇-

345!

,孔子家语.论礼-

346!

,论语.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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