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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高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见的称为(子)$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

儒学最重要的经典$在*论语+中$提到曾子的名字达
#E

次之多$其中$记载他的言论多达
#>

条&曾参父子同为孔子的学生$对

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

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嫡孙孔?拜其为师$

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地位!后世尊其为(宗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统传道宗师地位的褒奖&这都

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曾子!*论语+!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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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子的崇高地位

曾子是曾氏家族中最具影响的人物$几乎所有

的曾姓族谱都把曾参作为一世祖&这与他和孔子的

关系密切相关&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被尊为(万世师表)&曾参是

孔子的得意高徒之一$深得孔子思想的要领$很扎实

地掌握了孔子的思想要旨$并加以发挥弘扬&孔子

去世后$他率领和影响其弟子和门人$整理了*论

语+$因此*论语+中极为少见地称他为(子)&在*论

语+中他的名字被提到
#E

次之多&孔子的孙子孔?

"字子思#也是曾子的学生&而孟子又拜(子思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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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师&*孟子+中曾
!!

次提到曾子$而颜回仅
$

次$这在孔子弟子中是最多的&以子思和孟子为代

表的(思孟学派)应是直接受业传承于曾子&由于子

思和孟子的阐扬$其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大宗$并随

着岁月的流逝$其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的地

位逐渐得到承认$曾子的地位与日俱隆&唐高宗总

章元年"

$$A

年#$赠曾参为太子少保$此为对曾子赠

官之始&太极元年"

E#!

年#$唐睿宗加赠曾参为太

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堂$此为曾参配享之始&开元二

十七年"

E%@

年#$唐玄宗赠曾参为絣伯$此为曾参赠

爵之始&宋真宗于祥符元年"

#""A

年#封孔子为玄

圣文宣王$五年"

#"#!

年#改称(至圣文宣王)&宋咸

淳三年"

#!$E

#$宋度宗升曾参为絣国公$配先圣$居

正位之西$面东&至此颜'曾'思'孟四配始定&至顺

元年"

#%%"

年#七月$元文宗加封曾参为絣国宗圣

公&此为曾参封圣之始&至顺二年"

#%%#

年#$元文

宗晋封颜子为复圣公'曾子为宗圣公'子思子为述圣

公'孟子为亚圣公&明嘉靖九年"

#>%"

年#$于孔子

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在孔庙殿堂荣享四配$称%

(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

子)&从此$(宗圣曾子)的地位延绵不绝&曾子自唐

代以来$被号称(天子)的历代皇帝层层加封$直至

(宗圣)的地位$在孔庙中也享有显赫荣光的地位&

这当然令曾氏族人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因而将曾

参视为一世祖&而实际上$据*世本4氏姓+载%(曾

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襄公六年$莒灭之$

?太子巫仕鲁$去邑为曾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

参$字子舆$父子并仲尼弟子&)

-

#

.

!$%考古工作者在河

南省方城县发现有?国的故墟遗址$认为是曲烈的

始封地$而?是曾姓的得姓来源&故曲烈实为曾氏

始祖&?国多次迁徙$西周时迁至今山东省临沂苍

山县西北的?城&曾子则为曾氏家族的四世祖&

二$曾子与*论语+的编纂

对*论语+的成书$东汉史学家班固指出%(*论

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

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

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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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这是说*论

语+记录了孔子给弟子讲课的内容$以及孔子和他同

时代的人相交往时的言行$同时也记录有受孔子影

响的弟子们的言论&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们将各

自记录的孔子言行等内容$加以汇集整理$编纂成

册$称之为*论语+&班固在此很笼统地将*论语+的

编纂者归之为孔子的门人&但孔子(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

%

.卷
CE

$孔子世家第十七$

#@%A

具体是由哪几位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了*论

语+$也引起人们的猜测&东汉学者郑玄认为$*论

语+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

-

C

.

!C>C这一看法虽

将*论语+的编纂者具体化到仲弓'子游'子夏等人$

但却没有注意到成书的时代性&唐代柳宗元注意到

这一问题$他在研读*论语4泰伯+篇中注意到曾子

临死前与门弟子的对话$指出%(曾子少孔子四十六

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

也&)认为既然*论语+中记载了曾子之死$记录者当

为曾子的门人$因此$*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

的再传弟子&并且$他又补充道$(或谓%孔子弟子尝

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

>

.卷四$

$A也

就是说$*论语+的素材可能来自孔子许多弟子的杂

记$而最后由曾子的门徒汇编而成&到了宋代$程

颢'程颐从*论语+中发现了新的证据$进一步肯定了

曾子在*论语+编纂中的作用$指出%(*论语+之书$成

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朱熹在

其*四书集注+的*论语序说+中转述了二程的观

点-

$

.

C#

&他们从*论语+中除了对孔子称子以外$独

对有若'曾参称有子'曾子感到超乎寻常$认为*论

语+应成于有子'曾子的门人之手&今人也有附和上

述*论语+主要由曾子及其弟子整理编纂论点的-

@

.

&

但论述还失之全面$仍有加以探讨之必要&具体可

从以下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曾子父子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

更为深厚&在孔子的弟子中$父子二人同为孔子门

生的共有二家$一为颜回和其父亲颜无繇$一位就是

曾参和其父亲曾点&颜回虽然是孔门弟子中最优秀

的一位$但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承担赓续文脉的重

任&而曾点为孔子早期的弟子$跟随孔子多年$并曾

在侍坐孔子畅谈志向时受到孔子的称赞&他对曾参

要求很严$而曾参又以至孝闻名&曾参在父亲的影

响下$拜孔子为师&他性格内向$处事谨慎$看似迟

钝$如孔子说(参也鲁)

-

#"

.

##>

&但他刻苦勤奋$笃朴

深思$学问扎实$循序渐进$深得孔子思想的要领&

父子两代同为孔子学生的特殊经历$使其与老师的

感情更为深厚$对孔子授课内容和日常言行的了解

要比其他弟子更为系统'丰富和翔实$学问做得更会

扎实牢固$使其更具备了整理*论语+的条件&

第二$曾子有赓续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曾

子为人忠厚朴实$具有传承师门学业的能力和高度

责任感&他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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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

曾子认识到自己承担的传承仁德的责任(任重而道

远)$因此$必须意志坚强$百折不挠$持之以恒$死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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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已&*论语4学而+道%(曾子曰%0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

乎/1)

-

#"

.

%他每日所忧虑而(三省吾身)的是(为人谋

而不忠乎/)(传不习乎/)这其中自然包括老师教给

自己的学业$是否能够掌握好$并使之延续下来$传

承下去&

第三$在*论语+中多处记载曾子的言论$显示出

他能把握孔子思想的真谛&据统计$在*论语+中$提

到曾子名字的有
#@

处$而记载曾子言论的有
#>

处

之多&将*论语+中提到孔子弟子次数较多的相比可

见%提到子路的
CE

次$子贡的
CC

次$子夏的
!%

次$

子张的
!%

次$颜回的
#E

$冉求的
#$

次$樊迟
#C

次$

冉雍的
##

次$公西赤的
#"

次$子游的
A

次$闵子骞

的
$

次$有若的
$

次&相比可见$*论语+中提到曾子

的排在前列&并且$单独记录曾子言论的专条$排位

更为靠前&除孔子外$在*论语+中称子的还有有子

"若#'冉子"求#'闵子"子骞#$相比显见提到曾子的

次数更是最多的&还应指出$*论语4里仁+中记载

有一段孔子与曾参的对话$显出孔子对他的赏识和

曾子的心有灵犀$悟性之高&*里仁+篇道%(子曰%

0参乎6 吾道一以贯之&1曾子曰%0唯1&子出$门人

问曰%0何谓也/1曾子曰%0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1)

-

#"

.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浩瀚渊博$其(一以

贯之)之道是什么$是一个很难以概括和回答的问

题&曾子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对于恕的含义$可

见孔子与子贡的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曰%0有一言可

以终身行之者乎/1子曰%其0恕1乎6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

#"

.

#$$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

是孔子对(恕)的解释&杨伯峻认为这是(谁都可以

这样做)$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做到的事

情&而对于(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

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

-

#"

.

#$E也就是说$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让别

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行得

通&由于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能力或办法后

才有条件做到$应是一种(积极意义的道德)&照此

理解$孔子所言的恕$指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孔子所言的忠$指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当一个人处在落魄无力的处境时$你起

码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要做到不

伤害别人&而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能力的时

候$就不能安于自己的个人得失$而应想到关心别

人$帮助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孔子的

仁德思想&而曾子将其慨括为(忠恕)而已$可见他

对孔子思想认识和研究的精深透辟&由于曾子对孔

子的思想领会深刻$深得要领$因而也最有资格和能

力编纂*论语+&

第四$孔子之孙孔?拜曾子为师&孔?$字子

思$是孔鲤之子$孔子之孙$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

相传受业于曾子&*孟子4离娄下+%(孟子曰%曾子'

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

##

.

!"#\!"!孟子明确指出曾

子与子思如同父兄的师生关系&朱熹在论述儒家道

统的传承时指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

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

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

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

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

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

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

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

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

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

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

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

$

.

#>\#$

朱熹这段话从传说古国的尧'舜'禹到汤'文'武

的君位更迭$延伸到自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道统的

传承延续$指出$从孔子首创儒学$到颜回'曾子(传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这

里也明确指出了子思授业于曾子的师承关系&孔子

的门人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而作为孔子嫡孙

的子思唯独选中曾子作为他的授业老师$这正说明

曾子在孔子去世后已成为无可替代的学术宗师的地

位&由此可推论$由曾子及其门人来整理编纂孔子

学派最重要的典籍*论语+是不可替代的人选&

第五$曾子编纂有*孝经+等儒家著作&司马迁

在*史记+中认为%(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

之业&作*孝经+&)

-

%

.卷
$E

$

!!">说明司马迁是主张*孝

经+为曾子在孔子的传授教导下而作&南宋王应麟

引胡寅语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

仲 尼$退 而 与 门 弟 子 言 之$门 弟 子 类 而 成

书&)

-

#!

.卷七$

$@!这是说*孝经+为曾子的弟子及门人所

作&也有力主*孝经+为曾子弟子子思所作的观

点&

-

#%

.

#!不难看到$不管是主张*孝经+为曾子所作$

或是曾子的弟子所作$或是子思所作$都与曾子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使人联想到$曾子是一位十

分重视整理儒家经典的学者$并对他的弟子门人产

生有重要的影响&从对孔子传授孝道而编纂*孝经+

不难联想到$以传承赓续孔子文脉为己任的曾参及

其门人$应最有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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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蒙古人牵马'旱船"秧歌#&它们深深扎根于民间

之中$是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智慧的成果$留存下来

的剪纸花样里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一定程度上记

录和反映了过去的社会历史原貌$为今天研究民间

剪纸提供了珍贵原始资料$也为剪纸艺术发展提供

了宝贵文化遗产&

&二'创作了许多新剪纸作品

延安鲁艺的青年美术家们当时创作了许多反映

抗日根据地新面貌的剪纸作品$这些剪纸作品具有

贴近生活$健康清新$追求理想的艺术风格&创作的

新剪纸作品中有描写学习生活的读书'看报'学习'

上学'识字!有介绍工作情况的纺纱'放羊'拾粪'下

种'收获'开荒'植树!有反映生活的家庭'健康的娃

娃'送饭'新婚'祝寿'猪!有歌颂边区特色的民兵'拥

军'放哨'合作社等&这些描写边区人民新生活的窗

花$丰富了剪纸内容$显著拓宽了剪纸艺术的时代

体裁&

&三'随着陕北剪纸作品的出版发行$宣传和介

绍,其艺术传播和影响越来越广

全国各地会剪纸的农村妇女成千上万$许多陕

北剪纸能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剪纸艺术大

师$被邀请到海内外表演访问&

!""$

年
>

月
!"

日$

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

年
@

月
%"

日$中国剪纸通

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的审批列入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秧歌'信天游等其它

陕北民间艺术&

总之$陕北剪纸艺术的大发展是延安文艺座谈

会和*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密切结合$

为实现党的新文艺方针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特殊

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崭新时代内容$展现了鲜活

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从艺术实践上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对于今天我国文化

产业的支柱化发展颇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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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曾子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之一&在*论语+中被少

见的称为(子)$并大量提到他的言论&他和其父亲

曾
"

同为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感情更为深厚!他为

人朴实敦厚$有传承儒家学脉的高度责任感!他提出

和阐发的孝道'诚信'修身'担当等见解$发扬了孔子

的学说$他将孔子(一以贯之)的学说慨括为(忠恕)$

表明对孔子学说理解透彻$深得要领!孔子的孙子孔

?拜其为师$足见他已具备儒家学术传道者的崇高

地位!他还与其弟子编纂了*孝经+&后世尊其为(宗

圣)$也是对其作为孔子之后儒家道统宗师地位的褒

奖&以上都可有力证明曾子对*论语+成书做出有无

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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