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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礼教一直是孔孟所推崇的德育教学方式之一,然而礼教之 终目的是为存养人之本性,复归人的本来面目,而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会

秩序,使人明尊卑贵贱。“仁”即是礼教的起点,也是礼教的终点,凡脱仁之礼,都是孔孟所反对的。礼教在产生之初,人心淳朴,礼教的主要目的让

人能够更好地表达自身情感,而到了春秋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之时,才又兼具出了道德规范的作用,教化人群,复归人之本性。礼教要起到存养人之

本心的作用,就必须人心要诚,不废仁亦不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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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教育言论中,处处谈到礼,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要合于

礼”。
[1]
《论语·颜渊》中记载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孔子认为克己复礼的目的,是为天下归仁。从这里看,孔子复

礼的目的是为稳定天下秩序,维护社会安定,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景。礼教似

乎仅仅只是一种社会的礼仪规范、道德规范。人只要按照此规范行事就能

还天下以太平。但孔子还有后半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是由己不

由人的,也就是说“仁”是发自人自己的本性,并不是有外界所决定的。而

以“仁”为核心之“礼”又岂是规范人的道德行为那么简单？《论语·学

而第一》中记载,“礼之用,和为贵。”何为和？《礼记·中庸》中记载“喜

怒哀乐知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悦、愤怒、悲哀、快乐这四

种情感,当它们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在心里一点没有偏向,便叫作中；而发

出来都恰到好处,不偏向任何一方,便叫作和。也就是说,礼用除了使对方

满意,同时也要保持自己情绪平和,让自己满意。由此看来而礼是一件自然

而然之事,行礼者需发乎本性,自然行之,毫不勉强做作。因此,以“仁”为

核心的“礼”除了要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复归人的本性,

保持人的天性。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礼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存养人之

本性。 

先秦儒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人性的探索,“他们注意到了‘己’与‘他’、

‘欲’与‘德’、‘利’与‘义’等之间的分歧与关联,并由此产生了对人

的‘社会性’的初步理解与模糊阐释。”
[2]
人不能离群而独生,其初生时至

少即由父母与己三人制共处,相依为命,及其长大,更贵乎合群,合群则须

互爱与互助,故爱之发于心——“仁”,及见于行——“义”,亦应属于人

之本性。
[3]
人是群居生物,人有仁义是人的本性,是人在群居之中生存发展

的必要条件。然而,人们在群居过程中,难免会有社会身份的差异,如在家

庭生活中,有父母子女之差别,在工作环境中,有同僚与上下级之差别。

“仁”的表达如何才能在合乎身份的情况下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又

能使对方满意,就成了一个问题。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孔子在《论

语·学而》中就说到了先王之道,以和为美,无论大小事,都要由礼,亦就是

和。但是只知道和的可贵,一味用和,而不再以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光知和,而不知节制,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不良的影响,从而破坏了“和”。所

谓“和”需要“礼”来节制,就是如何在社会关系之中表达出合乎自身身

份的情感,从而使得人能够合理表达出自身情感的同时,亦可以使得对方

能够充分体会到这份情感。因此,礼产生之初, 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原始人

能够彬彬有礼地表达出自身的情感,更加文明。随着“礼”的发展,越来越

多约定俗成的“礼”为人们所接受。渐渐地,礼不再只是表达情感这一方

面的作用,更让人理解自己在群居生活中的身份地位,起到了明贵贱尊卑

的功能。而保持天性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动作井然有序,彬彬有礼。简而

言之,礼产生初,社会所谓的尊卑贵贱并不能影响人们天性的存养与保持,

礼只是使得本性丰足之人能够在既有的社会地位上更加文明和谐的与人

相处的礼仪规范,而没有上升到道德规范的位置。 

然而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礼所维护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孔子

分别在《论语·子罕》还有《论语·卫灵公》中前后两次提到了“吾未见

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孔子看来当时“知德者鲜矣！”,孔子认为知德的人

越来越少了,偏离自己的本性的人却越来越多。世风日下,孔子虽痛心疾首,

但却无力阻止。于是他删《诗》《书》,定《礼》《乐》,系《易》,修《春

秋》,希望借此纪别异同,明是非,寓褒贬,挽救世风。《孟子·滕文公下》

中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名为“春秋”者,为使

人鉴往知来明辨是非顺逆之道,以褒贬代赏罚也,以正当时之人心。而此时

之礼除了具有西周时期的礼仪规范的作用,在孔子眼中更具有道德规范的

作用,礼这里具有了明德,复归人的本性之功效。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未离开人的本性的,是带有自然至成分的,但同

时也具有人为的成分。所谓,自然至成分,称之曰“质”；人为之成分,称

之曰“文”。《论语·雍也》中孔子总结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朴实的木质,胜过了文采,便和鄙陋的野人差不多,文采胜过了实质,便

会像那作策书的史官,史官言辞多文,不免浮夸。“自然至成分朴实而天

真,人为之成分造作而增饰。礼既为适合于人己双方之需要,当然之求发

而中节(俗谓恰到好处),故质胜文。然二者孰重,孔子则宁愿其质胜于文,

盖取近于正也。”
[4](62)

《论语·先进》中就记载了,孔子到底走“野人”

之路,还是走文质彬彬的“君子”之路？在其看来,如果说,礼一旦脱离

了质(人的本性),孔子宁愿做个“野人”,也不愿做个“君子”。为什么

孔子宁愿做个“野人”,也不愿做个“君子”？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礼

不能离人的本性。是因为礼离开“仁”的危害很大,离开仁之礼,必定是

油嘴滑舌、奸佞之人,此礼行于世间,必然会危害他人。班固曾言：“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亡所施用,则不能行礼乐,

虽多材,只为不善而已。”意思是不言仁之人行礼只可能是为做不善之事,

而这时候行礼只会使得“仁”蒙尘,对于形成存养人的本性的良好氛围

只会起到反面作用。 

“礼不废仁”,礼不离人之本性,在孔子看来这是基本。礼教如何才能

做到“礼不废仁”？如何才能存养人之本性？关于这两个问题,不止是孔

子,孟子也做过一定的解答。 

鲁国人林放向孔子问礼的根本意义。孔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

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不能奢侈浪费的,孔子认为宁可简陋点；丧

礼与其是那种铺张浪费但内心却无悲哀之感,还不如简单点但内心对逝者

表示哀痛来的好。这表示如果过渡地注重于文饰,流于形式,就会缺少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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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丧失了本质,违背了“仁”,就非人之本性。孔子认为礼的根本意义就是

能够表达人内心的尊敬、敬畏等情感,而非只重表面形式的虚礼,重本质而

轻形式,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内心的感激之情。礼之根本意义孔子不止一

次强调过,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

调送人玉帛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尊重与感激之情。《尚书·洛诰》中更

是直接点明只有多余礼物,才是礼,否自就是没有送礼。“享多仪,仪不及物,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所奉的礼物多过礼意,物是币,礼意不及礼物,就

叫作没有奉送礼物,只是他没有在奉送礼物上用心。无心之礼即使礼物再

多再贵,也叫作未送礼。可见强调“礼”重点在于“礼意”。强调“礼意”,

强调重本质而轻形式,并非说明形式不重要,而是强调行礼时需要人的一

颗诚心。礼需要诚心, 典型的例子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

佾》中记载‘吾不与祭,如不祭。’”心不诚,不如不祭,心不诚,不如无礼。

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祭祀神明时依然需要人觉得他就是存在的,这代

表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只是为了表达内心对于神明的那颗诚心。

其实,对神明的诚心不就代表了自己对于自己的“诚”,所以礼需诚,就是

强调礼不能脱离了人的本性。 

人性生而有之,是关乎生存的本能,这是人的自然性,也是所谓天

性。“要先由肉体的存活,才能谈得上精神,‘由于知晓生存之无可逃脱,

中国传统思想倒是相反地干脆肯定、赞赏、欢庆肉体的生存和人世的生

活…… 后弄过文化以肯定生、欢庆生为基调。’”
[4](84)

《孟子·告子下》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任国有人问孟子的弟子屋庐子：“倘若依了礼去

食,却食不到,要饥饿而死；不依礼而食,就可以食得到；在这种情形下

难道也一定要依礼吗？又如情形下,难道也一定要依礼亲身去迎亲

吗？”屋庐子不能回答。孟子在听说之后,回答：“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

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

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

之乎？’”所谓“食之重者”“色之重者”指的是人存在于世上的 基本

的需求以及人类繁衍生息之大事,“礼之轻者”指的是在人都不存在的

情况下,礼又有何用处？孟子认为人在能够满足一个人正常生存的情况

下,应该重礼而轻食色；但在人之生存都存在问题时,礼与人相比就显得

无足轻重。礼不能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即礼不废“人”。礼不废“人”,

也是为了行仁义。但是当人的生命与“仁义”相比时,又该如何选择呢？

孟子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仁义乃是人的本性,人为万物之灵之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生而就有

仁义,所谓仁义是为己与为他人,更是把“人”放在首位,把全人类生存

发展放在首位,故会作出舍生取义的选择。仁义乃是人类生存发展之

重要的品质,故与个人之生命相比,为全人类之生存故可以舍弃之。此而

言之,人的生存不离仁义,而礼亦不离仁义。 

礼教不离仁义,这让我们现代人在学习儒家的礼仪规范时候,不至于

会流于形式,而忘记其本质是存养人之本性。在规范自身的礼仪过程中,

变得彬彬有礼的同时,亦不忘人之本性,更加诚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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