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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孔子文质思想核心观点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的思想体

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当今重文轻质的社会现实#孔子文质思想更突显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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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文质思想的基本内涵

*文+#作为象形字#最初指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

理或形象',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

5

#

6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

5

#

6从

字源上讲#*文+#就是指人通过视觉感官对于各种线

条交错的具体物象的观察#并从具体物象中提取%简

化%交错而形成'由此可见#*文+一般指的是事物的

外在表现形式'

*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以物相赘'+

5

#

6赘#

是抵押的意思#*以物相赘+#则是用有价值的物品做

抵押#由此#*质+一般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

在规定性#多指本质%实体'*质+所表现的是事物的

本质特征#对物而言#指的是未经雕琢之意#对人而

言#指的是人的本质品性'

孔子是先秦时期最早提出文质关系的人#,雍也

篇第六-载$*子曰$7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

5

!

6

$B

*质+#指的是本质#实质'在

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如,列子.天瑞-$*太素者#质

之始也'+

5

&

6

F!

,荀子.劝学-$*其质非不美+

5

&

6

F!在这

里#孔子*质+的内涵是指人的质性'*文+#意思是文

饰#修饰#是与*质+相对的#,颜渊篇第十二-载$*君

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5

!

6

#A!在此#孔子*文+的内涵

指浮夸%不切实际的外在修饰'*野+#包咸曰$*野如

野人#言鄙略也'+

5

&

6

F!

,礼记.仲尼燕居-$*敬而不

中礼#谓之野'+

5

&

6

F!

*野+就指的是自身秉性过分表

露#不加节制#越出了礼法的约束#而变得粗野#鄙

俗'在孔子论述野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子路#就是

*质+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了一个粗野之人'在孔子

的弟子列传中#对子路的描写是*子路性鄙#好勇力#

志伉直#冠雄鸡#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

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5

#

6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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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说子路好勇直行#用公鸡毛装饰帽子#用猪

骨头做自己的配饰#这些都是对礼的冒犯和藐视#而

孔子对待子路的方法则是以礼相诱#以改变子路的

性情'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子路身上的*质+#主

要指的是他勇敢%刚直等品质#但是他的这些品质表

现的过于突出#就会变得粗野%鄙俗'他所缺少的

*文+#则是孔子一直倡导的周礼#用礼法来约束人的

品行#才能使人文质相符'

*史+#一般指的是史官',说文解字-中记载$

*史#记事者也'+

5

&

6

F!

,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

之&言则右史书之'+#*史+的本意是史官#负责忠实

记录重大事件及重要任务之言行'但是史官只记别

人#不记自身'*史+在这里的意思是虚浮不实#过分

注重礼仪教化'*彬彬+#包咸曰$*彬彬#文质相半之

貌'+

5

&

6

F!

,辞海-$*文质兼备貌'+

5

&

6

F!后来#又用来形

容文雅礼貌#清李汝珍,镜花缘-$*兄先弟后#彬彬

有礼'+

5

&

6

F!

孔子文质思想的核心内涵就集中体现在*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这句

话是说#文饰胜过质性会显得粗野#而质性胜过文饰

则会显得虚浮不实#文饰和质性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才能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君子'这也是孔子对

个人修养的要求#是君子品德的理想状态'

对于文质关系的探讨#在,八侑篇第三-中也有

提及$*子夏问曰$7巧笑傅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

兮#何谓也/)子曰$7绘事后素')曰$7礼后乎/)曰$

7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

!

6

!C孔子对子贡

的解说#正说明了做人也是如此#就如先素白后绘画

一样#人先要有纯素的品质#再通过礼仪加以教化修

饰#方能文质彬彬'

孔子提出的文质关系最初是为了培养君子的理

想品德#在后世多有发展#如墨法两家文质观较为相

近#但都以尚质为基础'老庄哲学则提出了*非文返

朴+之说#认为*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

返其性情而复其初'+

5

A

6汉代董仲舒提出#*质+指的

是实质#于人而言指人的品德修养和理想追求#*文+

指的是表现形式#于人而言指人所依靠的物质条件#

他认为#*文+可以使*质+更加显著的表现出来#而

*文+必须以*质+为基础才可以表现出来#文质同时

具备才可以形成礼节'

在秦汉之后#文质关系逐渐发展为形式与内容

的关系#*文+即指形式#*质+即指内容#并多用于文

论之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沈约%萧统主张文章

应重文轻质#而刘勰则认为文章应以质为主导#以文

附质#方能实现文质并茂'唐代文学家和宋明理学

家则多提倡文质并重#明末清初王夫之也提倡文质

统一#清代的古文运动中更加突出质的作用#晚清的

王国维也认为文章应犹重内美'纵观历史发展#历

代哲学家%文学家多主张文质并重的基础上更重视

质的作用'

二&孔子文质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

地位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

他的文质思想与其*仁+%*礼+学说有密切联系#*仁+

讲的是其*质+的一面#*礼+讲的是其*文+的一面'

孔子的*仁+是其君子品格之核心#而*质+又是

人所固有的道德本性#因此#*仁+便成了*质+的核心

所在'孔子对*仁+#曾有多次谈及$,颜渊篇第十二-

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5

!

6

#A$

"孔子以人的道德

感情为基础#将*仁+解释为*爱人+#认为*爱人+是人

之本性#由此提出了他*仁者爱人+的观点',学而篇

第一-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

5

!

6

%孔子由爱人出发#主张孝悌为本#爱众

亲仁',阳货篇第十七-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

曰$7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7请问之')曰$7恭#

宽#信#敏#惠')+

5

!

6

!"$孔子在这里提到的五种品德即

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也是君子品性之必不

可少的品德'而且#在孔子看来#君子在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的同时#更要有容人之雅量#要学会宽恕自

己#更要懂得宽恕别人#如,雍也篇第六-载$*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5

!

6

C!又如,颜渊

篇第十二-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

6

#&F都说的是

君子应该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可以帮助他人#但不能

施威强迫他人'在义利观上#孔子认为君子应该重

义轻利#将义放在首要位置#应通过正道获得个人利

益#在义利发生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大

义'如,里仁篇第四-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5

!

6

&F再如,述而篇第七-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5

!

6

B"孔子对仁的要

求#其实也就是对人质性的追求'

孔子在倡导仁者爱人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注

重周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人#他面对礼崩乐坏#人民

颠沛流离的社会现状#呼吁恢复周礼#提出*克己复

礼+的主张#对个人提出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

5

!

6

#&B的行为规范#因为*礼+讲的

是*文+的一面#因此这也是对质性做出的文饰方面

的要求'*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

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

5

%

6人无*礼+

不立#而*礼+的表达主体是*敬+#*敬+的表现形式是

外貌#而外貌又要通过文饰来修饰#因此#*礼+与

*文+是不能分割的',为政篇第二-载$*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5

!

6

#!就说的是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

来教化人民#人民才能心悦诚服'孔子同时说明了

*乐+的重要性#,泰伯篇第八-载$*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

5

!

6

F&孔子所谓*乐+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

*礼+#君子修身的第一步应是学诗#最后的完成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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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乐+#这足以证明孔子所赋予艺术的重要#因此常

常*礼乐+连用',宪问第十四-载$*文之以礼乐#亦

可以为成人矣'+

5

!

6

#$B这就指出个人修养与礼乐息息

相关#只有在礼乐约束下#人才可以称之为完人'

因此#孔子的文质思想在其以*仁+为核心#以

*礼+为准则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孔子这

里#*文+与*质+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仁爱与礼

乐的关系#仁爱是孔子君子之质的核心#是贯穿其文

质思想的主线#是人的灵魂所在#礼乐是对君子品性

的约束和指导#以避免个体质性过度发挥而显得粗

野#仁爱的外在表现就是礼乐#通过礼乐熏陶又可以

培养内心仁爱性情#仁爱与礼乐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这也是*文+与*质+的内在联系#文质彬彬#才是

君子品行'

三&孔子文质思想的现实意义!文质相

符)彬彬有礼

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质相辅

相成#才能实现人更好的发展'但是#当今社会人们

对文质关系的认识还有失偏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日益激增#但

人们的消费观念却呈现畸形发展#已经从满足需要

演变为满足面子'消费#在当今时代已经逐渐由满

足人们到奴役人们#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商品形式#忽

略商品为人服务的本质和自身需要'正如鲍德里亚

所说#人们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由物的消费进入了

符号消费'针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文胜质的现状#我

们应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反思$

一方面#追问本心#寻求质之所在'每个人初降

临到这个社会时#还没有形成理性思维#犹如一张干

净的白纸#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容易在社会这

个大染缸中迷失自己的本性过于看重别人的想法#

过于注重外在的条件#过于侧重虚荣的物质追求#容

易被外在的东西所改变#遗忘自己的质性#被外在东

西所奴役#被异化'生产力的提高是为了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人的需要由最初的

温饱问题到生活富足再到虚荣心膨胀#很多人往往

忘记了自己自己最初想要的东西#很多商家寻找商

机#看到了人的虚荣心的消费#由此呈现过度包装#

商品展现的不是内在#而是包装#消费的不是商品#

而是面子#彰显的不是作用#而是符号'再这样一个

消费模式下#人的虚荣心会更加膨胀#消费更加注重

形式#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面对这样的现状#

国家应注重人文社科的发展#在实现物质繁荣的同

时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确保社会发展趋向与

社会价值取向的正确走向#引导人民建立正确的人

生观与价值观'作为个人#应该学会自我反思#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进行一次个体与心灵的对话#追问

本心#以避免被外界浮躁的环境所迷乱#丢失自我'

另一方面#避免极端#文质相符'凡事过犹不

及#在避免形式化模式奴役人的同时#人的发展也不

能全靠质性来左右#孔子在提到人的发展时#曾指出

人的质性要通过礼乐制度来约束#那么在当今社会#

个人的发展在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同时#也要符合

社会制度的约束#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每个人都是

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为人处世要守规章#懂礼仪#不

能任性妄为'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些*随

心所欲+之人#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旅游景点垃圾随

处可见#百年文物上随意刻写*某某到此一游+#公交

车上对老弱病残孕熟视无睹#禁止吸烟的标示牌下

烟雾缭绕#上课玩手机#上班打酱油等等#此类情况

随处可见#人们往往很容易在一些小事上或是生活

习惯上不注重行为规范的约束#暴露出自己质性的

缺点#且丝毫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诸如此类问

题#国家应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体系#避免漏洞#并

加大执行力度#确保各项制度体系落到实处'作为

个人#我们应该明晰#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礼仪

之邦#是与每一个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人的

社会性决定了人是群居生活的#这样#个人的行文举

止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人他物发生一定的关系#因此#

为人处世就不能肆意妄为#应该学会自我约束%严于

律己#要牢记与人相处#礼仪为先'

*文+的兴盛和对它的追捧是由潜在的一种力量

来支配的#这种力量就是*质+'看不到*质+之所在#

*质+之重要性的人#注定会在过度追求*文+的形式

化之下迷失自我#被历史所淘汰#但是#凡事过犹不

及#不能过分注重质性发展#肆意妄为'在现实生活

中#*文+和*质+#形式与内容#我们不能偏废其一#同

样的事物#不同形式的表达会具有不同的效果#我们

应当采取恰当合适的方式加以表达#力求使其文质

相符#使事物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相得益彰'在今天

这个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自己的本性#不

为形式所奴役#文质相符#彬彬有礼#才更为可贵'总

之#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应该做到文质彬彬#形

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参考文献#

5

#

6

!

李天琦
>

论孔子的文质统一思想5

H

6

>

长春$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

5

!

6

!

杨伯峻
>

论语译注5

=

6

>

北京$中华书局#

!""$>

5

&

6

!

曾小平
>

论语疏译5

=

6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5

A

6

!

孙通海
>

庄子5

=

6

>

北京$中华书局#

!""C

$

#&!>

5

%

6

!

李叶楠
>

从孔子的文质观浅析君子人格5

'

6

>

吉林省教

育学院学报#

!"#!

#

!B

!

C

"$

#"C@##">

"责任编辑
!

李兆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