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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做人做官

姚正安

我们首先谈谈孔子。

孔子生活在春秋向战国过度、诸候激烈争霸的时期，是社会大

转型、思想极活跃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孔子的思想

具有先进性，对统治者也不无 益，但统治者无暇顾及，终不为人

所用。然而，孔子并不气馁，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研究、政治思想的传

播和授业教徒。

直到汉代，汉武帝实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后，儒家思想才有了极为显赫的地位，被视为正统之学。自此以后，

代代相传，千年来其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他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何谓仁？“仁者爱人”。

“爱人”的具体内容就是：从正面说即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从反面说，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

“于己方便，于人方便”、“拿人心比己心”。“仁”的两大支柱是义和

礼，“仁”的基础是孝弟（悌），“仁”的归宿是“和谐”，构建大同社会。

他创立了一系列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措施。

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纲常(三纲五常），即：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用以调整、规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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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他主张“节用爱民，使民以

时”。他总结了治国的三个要素：足民、备兵、忠信。

他是私学的开创者。一生除了四年从政外，绝大部分精力用来

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了教育的门第观念，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

思想，“自行束 以上，吾未&无诲焉”。他首创了启发式教学学法，

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引导学生思考。他的教学内容极为广

泛，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历代对孔子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的学生的评价是：“子温

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阅读《论

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公允的，孔子对学生既

严厉又温和，既批评又表扬，既抑制又激励，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从而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严师、良师的形象，无愧为“至圣先师”。

司马迁先借用《诗经》中的两句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赞美孔子

的德行之高尚，言之如高山、如大道。郭沫若的评价是“伟大的天

才，.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

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他的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所以要批

判地吸收。比如他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孙，远则生

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观点，歧视妇女和卑微者。然而，瑕不

掩玉。这些并不影响孔子思想的伟大和其对世界的影响与作用。孔

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天，世界各国建立

的孔子学院已经达到百家，其弟子早已不只是黑头发、黄皮肤。

《论语》成书于战国时代，“《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

子相与言而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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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这部书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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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学人们根据流传的各种版本辑录而成的。

《论语》虽是经世治事之学，但我以为其二十3、一万一千余

字，说的都是做人的学问，“仁者爱人”，“爱人者必先做人”。对一个

人来说，做人与做官是一体的两个方面，做人是根本、是基础，做官

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一个职业。不管如何定义“做官”，做人总

是底色，不做人焉能做官，做不好人焉能做好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

“人的自身全面发展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今天围绕“做人”

学习《论语》，并从《论语》中得到启g，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事业，都

是很有必要的。

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

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孔子非常重视人的“自省”，亦即自我修

炼，通过长期修炼，使自己成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好学的人、孝

敬的人、清醒的人。

（一）做一个正直的人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正直的，也可以说是因为正直而生

存下来的，那些不正直而能生存下来的人，是侥幸免于灾难。同时，

正直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并且直言不讳地指

出，那些爱说好话、谄媚讨好的人，大多是不仁义的。

（二）做一个诚实的人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

也。”

孔子感叹，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怎么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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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据此，认为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信用，就不能算是人。孔子借

用古人以不讲信用为耻，强调诚实的重要。不t信用，已经成为这

个社会的顽症，假货充斥市场，就是不讲信用的典型表现，因此，重

温孔子关于诚信之教诲，实在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

（三）做一个好学的人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

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一生勤于学习，敏于思考，重于实践，因而成就了茫无边

际的孔门之学。孔子认为所谓好学，必须做到不求j饱住好，做到

少说多做，看到比自己好的，就能够跟着学习，纠正自己的言行。这

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确实很管用。我们生活的时代已与孔子所处

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信息时代，知识经济都要求我们不懈学习，

终生学习，做一个肯学、会学、常学的人。

（四）做一个孝敬的人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养。不

敬，何以别乎？”

孔子的孝敬观是很前卫的。他认为，孝敬老人不仅要做到t在

老人身边，为老人长寿而喜而忧，提供足够丰富的物质，而且要满

足其精神享受。《二十四孝》中的老L子娱亲就是这种孝敬观指导

下而出现的人和事。其实，我们今天所谓的“精神赡养”早在二千多

年前，孔子就提出来了。孔子提出的“不敬，何以别乎”，说得刻薄

些，但很有震撼力，告诉世人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孝敬，同时也让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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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懂得，赡养不能止于物质。

（五）做一个清醒的人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德之

不修，学之不讲，%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人之犯错，很多时候都由于糊涂，不明事理。怎样才能使自己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个清醒的人。我在这里摘录了《论语》里

的三3，前两3是孔子的话，后一3是孔子学生曾参的话。 三3的

一个共同点，都是说要使自己清醒，必须不断学习，并且不断反思、

省察自己的行为。

如何做官，做一个什么样的官？

孔子活了七十来岁，真正做官的时间不长，做的官也不大，但

他很想通过做官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曾说过，

让我去做官，我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面貌。这不是信口胡言，而是

有事实依据的，在他主管司法的较短时间内，就能做到路不拾遗，

E不蔽户。然而，孔子生不逢时，没有在仕途上有所长进。研读《论

语》，会让你感到，孔子在如何做官以及做一个什么样的官方面，颇有

研究，不乏惊世之论，有些论断在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做一个爱民的官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

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子首先强调，做官要爱民，在《论语?学而第一》的第 53，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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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了这种观点。同时，又借赞扬当时的政治家子产进一步强化了

自己的观点──“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我认为，在今天这种

观点也不过时，“爱民”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做一个勤敏的官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不倦，行之以忠。”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当孔子的学生问老师如何做官时，他说得最多的也就是“不

倦”、“先之劳之”、“先有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知疲倦，毫不松

懈，率 先垂范，也就是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别人做好的自

己先做好。语言精炼之至，但其意丰富而深刻。

（三）做一个端正的官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

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认为，做一个好官，仅勤敏，仅有良好的爱民愿望是不够

的，要使老百姓信服，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品行端正。他说，如果

一个人品行端正，做官又有什么难的呢，反过来又说，一个当官的，

自己的品行不正，还能指望别人品行端正吗。说得更进一步，孔子

是让做官的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和影响周围人以及老百姓。

（四）做一个清廉的官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不欲，虽s之不窃。”

《论语》里虽然没有多少篇3直接阐述为官必须清x，但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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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侧面加以强调，比如“其身正，不令而行”，这里面的“正”也必

然含有“清x”之义，不清x何以谓“正”。这里摘录的一3，是季康

子为辖区内偷盗严重而来请教孔子的。孔子没有直接讲治盗之法，

而是说，如果您没有偷盗之心，那么，即使您悬s请老百姓偷盗，他

们也不干。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官者保持清x的重要吗？

《论语》是一部儒家经典之作，是国学的代表之著，不可能在很

短时间内，讲深讲透。做人做官也是大学问，绝不是背了几句夫子

之言，就能p效的。需要我们用心研读，躬身实践，方能在做人做官

上有所心得，有所收获。

（本稿由扬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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