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子的经历、思想和功绩

周文晓

言子是常熟历史上影响久远、贡献巨大的名人，也

是历代封建帝王授衔赠爵最高、最多的一个常熟人。他

配祀孔庙，列为“十哲”第九人。先后赠封为吴侯、丹阳公、

吴公、吴国公等。他是“道启东南”“吴开文会”的南方夫

子，是吴地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是国家级的名人，

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级的名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印度、日本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四百多所孔子学院

和孔子学堂，这些学院与学堂每天除了教授中文以外，

都要介绍孔子和包括言子在内的孔子几个得意门生。目

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我们研究言子提供了极好的机

遇，而对言子的深入研究、正确评价和广泛宣传，对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常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笔者拟就言子的经历、思想与功绩作如下探索：

一、言子的经历

言子主要的经历，大体可分 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

少年言子，勤奋好学，目睹吴国战乱不断，立志救国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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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言子出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 506 年），距今

2 520 年，言子家住虞山东里许，如今为常熟古城东言子

巷，是言家第三位资质聪颖的男婴。言子家庭世守“凿井

而饮，耕田而食”的传统风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十

分本分的农户。关于言子的籍属，历史上有过争论，《史

记》称其为吴人。至三国时，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王肃在

《孔子家语》中把言子说成是鲁人，于是吴人与鲁人之争

持续了数百年。后来南朝齐（479-502 年）陆道瞻的《吴

郡记》、南朝梁陈间学者顾野王（519-581 年）的《舆地

志》，因海虞古城中有言子故宅及宅内有洗衣石等故物，

称言子是吴地常熟人。到唐代，更有唐林宝《元和姓纂》、

陆广微的《吴地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等都以常熟言

迹为证据，驳斥鲁人说。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应学生———

时任常熟县令孙应时之请，写成了《平江府常熟县丹阳

公祠堂记》一文，此文中有这么一段论述：“平江府常熟

县丹阳公祠者，孔门高等第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

公记，孔门诸子多东州之士，独公为吴人。而此县有巷名

‘子游’，有桥名‘文学’，相传至今。《图论》又言，公之故

宅在县西北，而旧井存焉。则今虽不复可见，而公为此县

之人，盖不诬矣！”朱熹的文章论定了言子应是常熟人，

基本结束了言子籍贯的争论。

言子出生时的常熟属吴国北境，当时吴王阖闾由于

任用了贤才良将伍子胥和孙武，安邦治国，讲文修武，国力

雄厚，于是就想“兴霸成王”，史称北摄齐鲁，西破强楚。就

2



在言子出生那年，吴王伐楚，经 5 次战斗，吴军直捣楚国国

都郢，大胜而归，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言子生长在乱世之

中，父母期望早日结束战争，过和平安宁的生活，所以给他

起名偃，寓偃武修文之义。言子 11 岁，族人开始教读，20

岁举行冠礼，取名子游，并于年底结婚，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公元前 485 年至前 479 年，言子离乡

背井，北学孔门，成为孔子得意门生。言子不顾新婚燕尔，

不顾路途遥远，为了求救国之道，于 20 岁那年，到鲁国求

学。他到鲁国时，孔子早在 13 年前带了弟子周游列国，当

时孔子正在卫国。于是言子兼程苦行几百里路，赶到卫国

都城帝丘（现为河南濮阳）拜孔子为师，入文学之列。

第三阶段是公元前 479 年至前 471 年，任武城宰 9

年之久，以“弘歌之治”践行孔子的礼乐治国之道。

第四阶段是公元前 470 年至公元前 443 年，言子传

道讲学，成为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一代大师。这一阶段，前后

27 年，包括在中原楚国、卫国、鲁国、陈国、晋国等传道讲

学，以及在吴越地区传道讲学，单是吴越一带有弟子千计。

言子晚年带着孙儿言丰返回家乡，受到家乡和周边

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据《言氏家乘》称：“故吴逸民，闻讯

向学，从之游者以千计”，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

变”，至今常熟周围的许多地方都有人们纪念、缅怀言子

的记载和遗迹。据《奉贤县志》记载，周贞定王二十五年

（公元前 444 年）冬，63 岁的言子曾不顾年迈到青溪（奉

贤）传道讲学，开设塾馆，招收弟子，用礼仪教化民风，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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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奉贤形成“凡有弟子者，无不令其读书”的风气。青



之争，先是吴灭越，后是越灭吴，连年征战，造成“民疲士

苦，道死巷哭”的凄象。如越军进攻阖闾城，史称“星散九

重门，血洗十二街”。吴王夫差及残部逃到余杭山，全军

覆没，吴王自杀，吴国至此共传 25 君，吴国存在 650 年后

灭亡。此后言子辞官素服，守母国之丧。言子的这些行动

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民的思想，这种思想

成为中华民族的光辉传统，影响着历代中国儒人学子和

广大人民。无论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还是封建统治阶

级丧权辱国之时，很多爱国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谋求

人民的利益探索着救国之道，他们或浴血奋战于疆场，或

组织革命运动，或倡言革新变法，涌现了无数爱国主义志

士，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爱国者响亮的

口号和共同的心声。

（二）以“弘歌之治”倡导了教育重本，贵在育人、重

教尊仕的思想，弘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言子在鲁国任武城宰，前后 9 年，治理一方行政，他

所采用的是彪炳千古的“弘歌之治”，《周礼》有这方面的

注释，“弘，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这就是说，歌诗依

琴瑟而咏之，即为弦歌。古人将没有伴奏的徒歌称为

“谣”，以与有伴奏的歌相区别，而当时所歌的歌词即诗，

就是已经收集于《诗经》中的诗。《周礼·春官》有称：“大

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称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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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道、讽、诵、言、语”。《诗经》中的诗当时是作为学校教

材之用的，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掌教的大司乐通过歌词培

养学生忠和、祗敬、有常、孝友的思想，而且当时在具体

教学中还伴以舞蹈。正如《毛诗》中所说的：“古人教以诗

乐，诵之、歌之、弘之、舞之”。由此可见，弦歌之治即是指

上述的弘歌教育，是具有德育、智育、音乐和体育等方面

的教育。言子在武城进行的这种教育从教育对象而言，

不仅包括青少年，而且还包括社会上已取得官职的“君

子”和民间的成年百姓。《论语·正义》中讲到，春秋时庠

塾之教废，故礼乐崩坏，雅颂之音不作，子游宰武城，乃

始复庠塾之教，于是学者众。他在武城倡导的是君子、小

人都有学道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是对孔子“有教无类”

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所以，言子是理所当然的教育家。言

子还特别重视德育教育，这可从他回答孔子的一句话中

看出，孔子在武城闻弦歌之声，形莞尔之笑，曰：“割鸡焉

用刀。”言子当即回答老师：“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

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言子的回答把“弦歌”

与“道”相结合，意思是统治者通过学道做到爱人，而被统

治者通过学道明确自己的义务职分，这样就“易使”，即容

易治理。孔子听了对弟子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

之耳。”意思说言子讲得很对，我刚才说的是一句戏言。言

子在武城 9 年，使武城得以百废俱兴，达到庶、富、教的小

康之治，不仅武城人民永志不忘，而且为当时和以后的当

政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理经验。被人誉为“百世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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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关于“孝”必“敬”的思想

人们说到子女对父母的“孝”往往称“孝敬”，如“要

孝敬爷娘”。“孝”是自古以来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

标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素有“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之说，儒家主张“慎终追远，以孝立身，以孝

齐家，以孝治国平天下。”在《论语·为政》中，有孟懿子、

孟武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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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是最重要的，所以育

人必须坚持重“本”之教，这也是言子几十年中传道讲学，

全力从事“得人为本”“重本贵德”的教育思想的宗旨。

言子爱护人才，并积极使用人才。特别是他对澹台

灭明的任用是最好的说明。澹台灭明，字子羽，他和言

子都是孔子的同窗弟子。言子是爱国有志，品德高尚，

学业超群；澹台灭明是有才有智，器量非凡，言必有信。

澹台灭明欲事孔子，但孔子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不

太喜欢，拒绝了，使之“既可修业，退而修行”。澹台灭明

是武城人，言子在任武城宰时却没有嫌弃他，而是重用

了澹台灭明，结果澹台灭明在帮助言子治理武城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孔子到武城去看言子时，问言子：“汝得人

焉尔乎？”言子回答“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

尝至于偃之室也。”说澹台灭明品德端正，从不对上司溜

须拍马，是一个道德高尚、正直无私的人。孔子对言子用

人贵德的做法深为赞叹，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

（五）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

言子对孔子礼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他的《礼运》

之作，与弟子子思等形成子游氏之儒，成为继孔子后儒

家学说的一代宗师。康有为认为：“著《礼运》者，子游。子

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他还

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

思之门”。著名学者郭沫若也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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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当代学者蒋伯潜也认为：

《礼运》大同小康之说，可以见孔子之政治思想……疑即

子游所记。

礼治思想是治理和维系国家政治生活运转的学问，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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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壮者各有贡献，儿童教育良好，鳏寡孤独和残疾人

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各尽职分，女子各有家庭，生活

中不允许浪费物产资源，也不许把剩余物资占为己有，

劳动中不许消极怠工，生产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所以人

们竭诚相处，就不会有损人利己的阴谋，也不会出现抢

夺偷盗行为。人们虽有门户可以不必关闭，那样的社会，

就是大同世界。”孔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在当时是一种

理想世界，即使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没

有完全实现。但这个大同小康的理想之说却影响着许多

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的

“天下为公”，民族、民生、民权，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受

这种大同小康之治思想的影响。我们今天提出的建设小

康社会、和谐社会，虽然在内涵上和孔子、言子提出的有

所不同，但这种治理国家的思想之源，却与孔子、言子的

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就礼治思想而言，我认为孔子，博

学善识，定一家之言；而言子总结、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

实践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六）与孔子其他弟子整理辑录了孔子的语录和事

迹，编成《论语》

孔子去世后，言子和学友鲁人冉雍、卫人子夏等人

整理了孔子的言论和事迹，辑成《论语》一书，这是儒家

的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全书 20

篇 76章，凡 12 700余言，其中涉及孔子与门人谈“仁”的

达一百余，还有八章为子游曰语，是言子阐述以“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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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立“敬”、立“诚”的社会人伦之教，也是言子传播礼

乐化教基本内核。《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

书，与儒家的另外五部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称

为《四书五经》，是封建思想的理论根据。《论语》也是士子

为政的指南，是引导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

理性语录。它涉及到个人修养、治家、治国等理论，所以历

代仕人学子都把《论语》作为必读之书。1987 年，法国著

名作家西蒙·莱斯在介绍他翻译的《论语》时说：“《论语》

之外，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对这个世界大国产生过如此持

久的影响”，而且“不抓住这个关键，就无法接触到中华文

明。”《论语》既然如此重要，言子当然功不可没。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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