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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传承两千五百余年，期间不断演化以适应

时代需要，但始终为历代主导思想，追根溯源，其核心

思想“仁”是主要因素之一。“仁”贯穿于整个儒家思想

体系，对各领域均有影响。《论语》作为儒家代表著作，

“仁”始终是其主导思想。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有言：

“《论语》最重言仁。然仁者仁心，得自天赋，自然有

之。故人非求仁之难，择仁安仁而不去之为难。”1

儒家学派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

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运用于治道，提出了仁

政的主张。汉代“摆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确立了

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仁”

的思想全方位渗透，最为显著的三个领域为个人修身、

国家管理和社会意识。

一、个人修身

中国人总以“君子”为自己的精神榜样，并孜孜

以求。那么，什么是君子？又如何培养一个君子？孔子

在《论语》多次提到君子做事，并将其与小人对比，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并未给君子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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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定义。从《论语》通篇来看，所谓君子，正是内守

“仁”，外遵“礼”的有识之士。《论语新解》有言：“人之

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处一切境

而不去仁，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仁，故谓之君子。”

故“仁”是君子的第一准则，而“仁”的基础是孝

道。孔子认为，人并不一定要有多么聪明，但一定要孝

顺父母、尊敬兄长。“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孝”是对所有人的基

本准则，也是“仁”的基础。因为“孝”中可衍生出两

个思想，一是知恩图报，二是顺从上级。这也是为何孔

子坚持在父母过世后，作为子女一定要守孝三年，不得

做官。而这与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是相互矛盾的，由

此可见孝的重要性与普遍性。

孔子有三千弟子，他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便是颜回。

正因颜回好学且不在意、不奢求物质享受，于是颜回能

“不改其乐”。孔子提倡终身学习，终生手不释卷，体现

了孔子对大道的不懈追求与对学生的勉励。这是一种自

我提升也是一种自我追求，也正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

生感受到知识的渊博，内心燃起对真理的渴望，并磨砺

自己的品质，开始产生自我实现的需求，如“天生我材

必有用”，这就是各路文人志士走上仕途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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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识成就到了一定高度，离君子也就不远了。这

时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任职，并

为社会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此时，“仁”的思想外化成为

一种规范“礼”，每个人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不越界

夺权，遵守各个等级的礼义。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像这种不遵循礼义的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当前社

会强调职业操守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礼”是社会平稳运

行的“指南针”，而“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这两者的实现都离不开个人的积极奉献。我们在工作时，

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也能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而这种

“利”正是孔子提倡的在仁义之中的“利”。“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正表现了生财有道的思想。

从自处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仁”意味着克服一

己之私，而遵循“礼”的规定，具体地说就是：不符合

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做。这样说

来，“仁”就是人对礼的自觉，是礼在人的思想、情感、

行为等方面的实现。

从处世的角度看，“仁”的一个根本含义是对他人

的关怀；或者说，“仁”的本质是爱人，是设身处地地体

贴人。在孔子的语录里，“仁”的基本含义即“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又常常被表述为“恕”或者“忠恕”。

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常被人们看成是伦理的消

极原则（即否定性的原则），因为它似乎只是强调人“不

要”做什么。其实，它暗含着一种积极的、正面的、肯

定的伦理原则：“己所欲，施于人。”孔子明确地把这种

意思，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

说，自己想要站得住，就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要通

达，就要使别人通达。这样看来，实践仁一点都不玄妙，

关键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所以就每个人来说，可怕

的不是他不具备仁德，而是他丧失了追求仁德的愿望。

“仁”这个范畴，彰显了孔子乃至中华民族极为纯粹

和崇高的道德精神。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

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仁就是人之所以为

人的本质所在，是人跟禽兽万物区别开来的关键，是只

有人才能够拥有的境界。可是在孔子的思想中，它显然

又不是天地间某种固有的东西，它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

发扬和升华了人性的内在潜能。

综上，“仁”的思想贯穿于人的一生，引导着人们进

行自我提升、自我实现，造就了一代代的中国君子，为

国家尽心奉献，求大道而不顾自我。由此可见，“仁”使

我们不纠结于个人主义，而将更多的温暖送给他人、整

个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国家陷入危机，总有人挺身

而出，挽大厦于将倾，救百姓于水火。这样的奉献，不

是英雄主义式的炫耀，而是发自内心的情义相连、“仁”

的体现与传承。

二、国家管理

国家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集合，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

系统。而一国之君对国家有着重要影响。当年孔子周游

列国，劝谏君王施行仁政，但何为仁政？为何当时竟无

人采取孔子的建议？

将孔子的思想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构想作比

较，可以更加明白何为“仁政”。二者都认为国家应当通

过调配使人人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因为只有这样，国

家才能最大效率地分配资源，统治者才能巩固其统治。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孔子强调品德为先，而柏拉图强调

能力为先。显然两者兼而有之，但我们可以瞥见中西方

思想根源的巨大不同。如果将理想国比作一个运转的机

器，那么孔子的仁政之国就像一个尊卑有序的家庭。而

这也是孔子“以民为本，以仁为本”思想的一个衍生。

故其有言：“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孔子“仁”思想在国家政治管理上的作用，在其再

传弟子——孟子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孟子在《齐

桓晋文之事》一文提出了“仁政”“发政施仁”“保民而

王”的思想理念。显然，孔子对其产生的影响功不可没。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

而诚服也。”所谓仁政，就是以德服人，推恩及民。而以

人为本、发政施仁有利于社会团结稳定。孟子在劝说齐

宣王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不施仁政，就像爬

到树上抓鱼一样，方向不对，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的。在新冠疫情爆发、全球陷入危难之时，中国政府以

民为本，公费救治、问责明确，举国上下同心一致，共

克时艰，遏制了疫情蔓延，为全球抗疫赢得了宝贵时间。

疫情之下，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之

策，显出了重要的思想光芒。

但是，治国仅施仁是不够的。以“性善论”为根基

的人本与仁政思想有较深厚的理想化色彩，因此治理国

家还需严明法纪，以法治世。从商鞅“立木建信”到汉

高祖“约法三章”，从《贞观律》到新近《民法典》的出

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重视“法必明，令必行”。正所

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社会快速发展、利益剧

烈冲突、文化认知频繁碰撞的社会现实面前，严明法纪

对社会生活起着规范作用，为人们的生活点亮了有序之

灯，为社会的稳定与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以了解到，“仁”这一思想在政治中起到重要

作用。虽然不一定完美，但也是很好的执政思路。那为

何孔子屡次被各国君王笑脸相迎而又婉言相拒呢？问题

在于“礼”。“礼”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外在规范，扩大

到国家层面便是管理制度。个人依据礼来规范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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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国家依据礼来惩罚不当的行为，礼是国家有序稳定

生产的保障之一。所以国家都必须拥有一套符合自身国情

的管理制度，而不仅是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便是礼的

重要性，与前文提到的“以法治世”有异曲同工之处。

孔子所处的时代，国朝将倾，周礼崩坏。而他苦苦

坚持周礼，却是与时代逆行。各国君王都在积蓄力量，

明争暗斗，需要快速且强大的手段，并无时间等待“仁

政”结出果实，所以只能放弃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仁政并未由此消失，在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后逐渐成为了政治主流。尤其是在和平盛世，百

姓得以安居乐业，君王与百姓同乐，也有更多贤才为国

家效力、让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现如今，我们迎来了又

一个盛世，祖国复兴之梦也指日可待。所以，要以德治

国、依法治国。一“德”字与一“法”字，恰对应了儒

家思想中的“仁”与“礼”，而“以”与“依”又表达出

更深含义：以法律为基本准则，以道德为思想主张，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

综上，“仁”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可或缺，它不仅

优化了管理制度，也给人民以道德关怀。“仁”这一思想

内核所外化出的“礼”，不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而是

一个平台。管理者应当以“仁”为基础，结合国情需要，

才能创造一套“礼”来治理国家，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各得其所。如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能

做到“有耻且格”。

三、社会意识

除了实现“礼”的政治目的外，“仁”还有更普遍的

意义——“爱人”，包含了仁爱、关怀、体谅、包容等美

德。它可以作为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找出《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论“仁”的片段，可

以从孔子的“仁”中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礼、爱和恕。

关于“礼”上文已论述；关于“爱”和“恕”，其实是

相互统一的，它们都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当一个人

会爱别人，他自然会共情，会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会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

管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但它不是狭隘的：上有国君、

父母，下有苍生，都是君子所爱的对象，只不过这爱是

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有了差别。在“爱人”这一

准则下，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见利

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其实，“仁”的内涵还可以推而广之。狭隘地说，仁

者爱人；放远目光看，“仁”正是个体的价值实现的需

求，因为“仁”，君子才能从低级趣味生存需求中解放出

来，去实现自己的志向，去造福苍生。因为“仁”，君子

致力于让更多人从基本的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晓之以

礼，在教化大众的过程中实现天下大同。由此观之，拥

有价值实现需求的自觉、超出小我而愿服务他人的行为，

皆可称之为“仁”。

跳出《论语》来看，“仁”在如今的社会仍有丰富的

实践价值。从个人层面上看，“仁者爱人”的思想仍能指

导当代人的为人处世，引导我们以爱，而非嫉恨对待他

人；而“仁”所包含的价值实现需求，更警示现代人不

应只沉湎于物质生活，还应有服务社会的坚毅决心。中

华儿女因受儒学熏陶，仁爱之心自幼便潜滋暗长。“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都是“仁”在内在自觉

的“爱”上的体现。它教育人们要常怀慈悲之心，推己

及人，胸怀天下，珍惜生命。中国人的温良和谦逊便是

“仁”所展示出的内在品格。相比说这是“礼”的表现，

我更认为这是“爱”所产生的影响，它已悄然融入中华

儿女的血肉和骨髓，成为不可或缺且的永恒存。

相比“礼”和“爱”，“恕”的价值更为具体。子贡

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孔子对“恕”这一

理念的重视，实践“恕”其实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将心

比心，推己及人。

作为《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之一，“仁”是孔

子思想的根基与中心。“仁”，不是软弱，不是忍让，更

不是不作为，而是以“礼”为外在规范，以“爱”为内

在自觉，以“恕”为践行原则的最高美德，它对于各个层

级，各个时代的人们都有重要意义。“仁”并非专属统治

阶级的高贵追求，而是适用所有阶级的主观选择；“仁”

并非专属春秋时代的风靡浪潮，而是顺应不同时代的精神

财富。“仁”的内核，那纯澈的体贴他人、兼爱天下的美

德却从未变过，人们仍能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而践

行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两千多年来来，“仁”渗透到方方面面，印刻在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了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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