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 孔子忠信思想
的内容及意义探讨论文(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篇一

众所周知，社会人才培养除了科研型、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和
模式之外，还要有相应大量人才作为科研和理论的实践者，
这类实践者属于职业教育培养的目标，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发
展的需求，各个国家均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伴随中国职业教
育的发展，有很多教育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探讨学习方法，
进行职业教育的倡导与推动，使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我国职业教育思想的代表者黄炎培先生便是职业教育
的推动者之一，黄炎培作为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开创者及实践
者,“大职业教育思想”作为其职业教育的重要体系，对当时
及以后的职业教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1878年~1965年)，上海浦东川沙人，我国著名职业教
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黄炎培于20世纪代总结出了自成体系
的职业教育思想，称为“大职业教育主义”。“大职业教育
主义”思想成为了当时及日后职业教育的重要教育体系，具
有巨大影响力。

二、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

1.职业教育定义及目的



黄炎培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之定义，是为用教育
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
对群之义务。而其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
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
产力之准备。”从黄炎培对职业教育进行的定义中可见他将
职业教育的内容、范围及目的性做了概括，突出职业教育与
其他种类教育的不同之处。对职业教育办学目的，黄炎培认为
“它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使读书的动手，动
手的读书，把读书和做工并起家来。”在此黄炎培归纳出职
业教育的目的，并结合职业教育之特征进行总结，彰显出职
业教育的社会作用。

2.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坚持“社会化、平民化、科学化”
的办学基本方针。他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其中“社会
化”是指职业教育必须面向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通过
教育水平的提升，对社会产生良好影响；职业教育结合社会
需求，来实现技能型职业人才的培养与训练，意即艺术职业
教育要更多地给学生们提供实践的机会，通过具体的设计实
践活动来加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及应用技术的深化。所谓
“平民化”是指职业教育必须走“平民化”之路，推进全民
教育，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平民化”的
职业教育，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艺术职业教育同
样也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容许更多的学生接受艺术职业教
育的学习。所谓“科学化”就是指职业教育要遵循科学化的
原则，这点涉及到艺术职业教育领域，即我们开办艺术职业
教育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社会需求，培养模式和就业趋向等
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重视科学性的管理模式。办学方针的
提出促使职业教育方案的.制定、改革等措施均围绕着这个中
心。

3.职业教育作用



黄炎培说到现代职业教育须承载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便
是要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即“凡教
育皆含职业之意味”。这就是说，教育要具有社会价值，要
与满足社会需求、人民生活的职业息息相关。另外，他还提
出由于职业本身就具有谋生和服务的双重意义，且职业的选
择又要在个人发展差异基础上，按照社会分工制度来进行，
所以说职业教育具备了“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
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的双重功能，这亦是职
业教育的作用。对职业教育作用进行划定，能够使其更好地
完成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实现创立职业教育的使命。

4.职业教育地位

论及职业教育体系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占据的地位时，黄炎培
将之概括为“一贯的”“整个的”和“正统的”这三个方面。
“一贯的”是指从初级阶段开始逐步建立起到高级的职业教
育体系，形成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补习和
再补习的连贯职业学习方式；“整个的”是指各类教育都要
与职业教育相互联系，最终将教育体系贯穿为一个整体，各
类教育均得到持续发展；“正统的”是指应打破把只为考学
作准备的普通教育模式立为正统，相反为就业作准备的职业
教育则被视为旁门的传统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提高职业教育
的地位，将其放于与学历教育的同等地位上来考量。职业教
育地位的定位让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职业教育本身上
来，去思考职业教育本质以及其内在的含义。

三、总结

黄炎培通在多年对职业教育的实践总结，形成了其“大职业
教育主义”。这是黄炎培全部职业教育思想的精髓，不仅在
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对现今职业教育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其中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基本性质、目的宗旨以及职业教育
的作用进行的总结，揭示出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归纳出职
业教育的发展规律，把握住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另外，黄



炎培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贵在实践的主张，恰合职业教
育的意义及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总而言之，黄炎培职业
教育思想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当今仍然值得我们借
鉴和研究并将其延续下去继续发扬光大，以实现职业教育的
创建意义，构建职业教育的体系流程，完成职业教育的设置
目的。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篇二

人生道德修养无论从古至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修
身”，也即“修己”，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人生必
须不断的完善自我，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孔子尤其注重人
生道德修养，孔子一直强调内在的一种真实和高尚境界，他
把自身修养放在了第一位，孔子的人生道德修养中，提及多
种方法。

一、修养论的方法

（一）学与思相结合的方法

孔子提出了学、思相结合的修养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死
而不学则殆。”这则论语的含义在于如果一个人只是学习但
是并不去对学习的东西进行思考，亦或说只是对知识和事物
的感性认识，而不去思辨内在的含义，这样就一样还是会变
得惘然而不知所措。可如果一味的妄想却不去学习思的载体，
会因为疑惑而不能肯定，因为没有所学之事就无从谈起思考。
这两者事实上是一个矛盾体，缺一不可。所以孔子主张将学
与思相结合的修养方法，它包括对所学内容的伦理思考和对
自己言行的自我检查。君子会每日反省自己当日所为，去思
考和检查是否有误是否符合伦理常德。孔子倡导我们内省，
是对人心内在的一种探索和自我要求。通过思，我们才能学
以致用，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贤德的人。特别要“见贤思齐”，
就是说如果看到别人好的地方就应该向那个人看齐，发现错
的地方则自己要对照改正。通过学与思相结合，不断提高人



们自身的道德品格和内在修养，到达仁的最高境界。

（二）内省

在孔子的理论中，内省的提出尤为突出频繁。孔子认为内省
是自我修养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内省就是指对自己内心的
自我检查和审视。如何能达到君子的境界就是不烦忧不恐惧，
而能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做到内心光明磊落，经常反省自
己的行为和品德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与人性。这种内省并非是
随意的，而是以道德原则、规范为基准，对个人不断的反思
和总结，以达到一种心里的安宁、正直的追求和对自己行为
满意的省察。内省是人们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反省和检视，没
有外在人为的督促和逼迫，而是人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发
自内心成为贤德的信念。内省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不被人们
所外在的察觉，真正的内省并非做于旁人看而已，内省是靠
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并不能借助于别人。

人很多时候也许并非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对与错，而通过看
到旁人的所为就可以有一个对照，然后省察自身行为，在内
心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逃避。要想成为真正有德性修养的人，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但是一个人能否做到内省，也
得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控制力，对自己伦理道德行为的省察
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足够的，而且就算没有旁人看，自己一个
人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得到这种内省。孔子提倡我们要进行人
生道德修养就是希望人们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仁者，
爱人。”内省要依据仁德为准则，没有遵从真正的伦理道德，
内省也只是一种空泛肤浅的错误行为。

（三）实践躬行

人生修养的'形成，在孔子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能将
学与思相结合再内省之外，认为还需要把这种高尚的道德意
识转化为行动，而并非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之上，还更需要投
入实践。孔子也同样重视“行”，让个人去到现实社会中去



磨砺和锻炼，不断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人格，判断一个人是
否有道德修养，不能光听言论，还应该看他的实际行动。认
知道德规范及其原则正是为了将其“道”变为现实而有利于
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果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脱节只会将
所谓的“德”变成伪善，把人生修养变成肤浅空洞的说教。
一个人若想要成为君子，那么就应该躬行践履，将自己所体
悟的道德伦理思想诉诸于实践，对人有益。孔子认为一个人
需要言行一致，论语中很多描述君子该如何行事的话语，比
如守孝道三年，即使父亲去世也应该子承父业，但是所躬行
之事应该是仁义有道德的事情。他的弟子也说，用重视贤德
来代替重视女色，孝敬父母，对朋友守信用。

二、人生道德修养的意义

人生道德修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我们从自己的内
省当中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在现今这个浮躁社会中，我们
总是想要的太多而且诱惑太多，这样就会让我们变得患得患
失，整日处于恐慌之中，我们最缺的就是不烦忧不恐惧来放
宽心，这样内心就可以达到光明磊落的一面。道德修养就是
可以让我们达到一种内心的平和与宁静，使人们内心达到一
种祥和的境界，对周围的人总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拥有仁
爱之心，甚至于孔子将内省看成是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
人的标志。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可以让个人提高自身素质全面发展，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自我修养的达成，使得
我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和谐家庭生活，拥有良好的人际
交往关系。道德修养是一种自律活动，不断提高我们的个人
素养和道德品格，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道路，特别是对建设社
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

三、结语



孔子的人生道德修养论在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他提倡修身通过学与思相结合，并通过人内在的省察
和反省活动，最后落脚于实践，这样个人能够培养成高尚的
道德品格和修养，而这些都对于我们个人和社会有着非常积
极的影响。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篇三

中国古代的民歌题材非常广泛，思想也很复杂。这是因为民
歌直接体现了各阶级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心声，作者的
身份地位和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有所不同，
因而艺术活动的主题也自然不同。孔丛子说过：“古者天子
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班固也说过：“孟春之月，群居
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
闻于天子。”何休有言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
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记述虽交代的是《诗经》中
国风的来源和原作者，但也可以说明民歌具有群众性的特点，
说明民歌表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为、所
思、所感。由于民歌的分类方法很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
将根据题材的不同分别进行阐述。

一、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
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说
明以《诗经》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民歌中数量最多的是以恋爱
为题材的民歌。《静女》是卫地的民歌，旧说认为是讥刺卫
宣公好色，偷娶子妇。其实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情
歌。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之乐。漂亮
的女孩应约在城楼等他，他却和女孩捉起了迷藏，急得女
孩“搔首踟蹰”。见面之后，女孩赠给他一件礼物，男子十
分喜爱它。这首诗用三十七字就将赴约、逗乐、赠信物等过
程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对女子焦急的神态和对男
子恋爱时爱屋及乌的心理的刻画技巧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国



风大多是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意的情歌，后代的民歌也是如
此。如《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
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
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
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
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
曲，垂首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
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除了以恋爱为题材
的情歌之外，古代民歌中还有很多描写婚姻生活特别是婚姻
悲剧的题材。在古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下，婚姻悲剧屡屡
上演。婚姻悲剧是畸形社会的产物，诗歌的社会功用使它不
能不关注这一现实。《氓》是《诗经》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弃妇诗，也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诗之一。该诗较为完整地讲述
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全过程。“乘彼垣，以
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很生
动地刻画出了女子恋爱时的心理。“以而车来，以我贿迁”，
女子带着嫁妆嫁给了男主人公，但婚后的生活是艰辛的，更
是痛苦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不分早晚，不分轻重，家庭的重担压在女主人公柔弱的肩膀
上，丈夫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对她倍加伤害，直至
将她休弃。对比丈夫婚前婚后的巨大反差，反思自己婚后的
行为，这个不幸的女子发出了愤懑的控诉：“女也不爽，士
贰其行”。我们不能强求二千多年前的女子将自己的悲剧命
运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但该女子对丈夫的控诉、对
其她女子的忠告和对渺茫的未来所发出的“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的感叹，无不让我们动容唏嘘。

二、以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为题材的民歌

在封建社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
文化利益等分配极不均匀，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这时处于弱
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就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和
反抗情绪，其中就包括民歌这一喜闻乐见的样式。《硕鼠》



是战国时期一首流传在魏国的民歌。《毛诗序》有
言：“《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
不修其征，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齐、鲁、韩三家对此均
无异议。战国时期，奴隶制进一步解体，地主阶级的地位得
到提高，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来收取实物地租。这首诗正
是佃农对地主残酷剥削的有力控诉。作者将剥削者比喻为大
老鼠，不但非常形象贴切，而且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诗中的
地主“食我黍”“食我麦”，甚至“食我苗”，真是贪婪之
极。佃农无以为生，四处流浪，希望找一块“乐土”“乐
国”或者“乐郊”。虽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但也成
为他们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不懈动力，闪耀着理想的`火花。
《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
《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
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
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
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这种说法虽不一定可靠，却
能证明这首诗是描写妇女反抗地主官僚的迫害与侮辱的。主
人公罗敷出身平民，容貌美丽，太守向她表现出非分之想，
罗敷巧妙地予以回绝。本诗以夸张的手法将罗敷的美丽、机
智和坚贞不屈以及太守的愚蠢、无耻和专横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首诗都是体现社会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激烈的斗争是伴随着阶级
社会的全过程的。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
间也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常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
罪恶的侵略战争，有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中受害最
惨重的劳动人民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三、其他题材的民歌

中国古代民歌中还有些属于励志诗的。这些诗歌常常鼓励人
们珍惜青春，拼搏进取，有些诗句至今还活跃在人们的语言
中。《长歌行》就是这样的诗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
日”二句是起兴之句，意在说明时光宝贵而短暂；“阳春布
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人们不要浪



费人生的春天；“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
时复西归”提醒人们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不要虚度宝贵的
青春年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卒章显志，指出人
们应该努力进取建功立业。五臣在为这首诗作注释时
说：“言当早崇树事业，无贻后时之叹。”中国古代民歌在
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些出自闾巷阡陌的歌谣唱
出了各阶层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心声，具有深厚的现实主
义底蕴，《诗经》更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艺术
上，民歌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语言、章法到表现手
法都成为后世诗歌的楷模。正因为这样，历代进步的文人都
主张向民歌学习，唐代文人写作的歌行体、曲子词就是民歌
影响的结果，白居易更发起了新乐府运动，明代的李开先和
冯梦龙也举起了向民歌学习的大旗。所以，继承和发扬民歌
的优良传统，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必将推动当
代诗坛与乐坛的革新。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篇四

摘要:《孔子闲居》是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子夏围绕怎样才能具
备君子、王者之德这一问题进行对答的一篇文章。由子夏问
起如何才能成为民之父母开始,进而问起王德如何才能参配于
天地,孔子对其进行层层深刻入理的解释,并多引用《诗经》
语句来表明其意。在孔子对答的话语中可看出儒家“礼乐教
化、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以下就对其文章的思想内容进
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礼乐教化;仁者爱人;孔子

一、礼乐教化的君子人格

“礼乐”制度是封建社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同
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节标尺。孔子生活在战争频繁、
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
规范。面对这种现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要求,并以恢



复周礼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及一生追求的事业。

子夏问及孔子怎样才能成为民之父母时,孔子回答曰:“夫民
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无’。”
这里的“民之父母”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成人”即“君子”,
孔子说如果想成为一个君子,那必须要通晓“礼乐”的原理,
进而实行“三无”以达到“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
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
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
之谓‘五至’。”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能把志、诗、礼、乐、哀至极于民,
就是将这五事用于民众,即关心民众、礼待民众、与民众同喜
同忧。所以,要成为一名君子就应该有这种觉悟和意识。然而,
孔子说要达到这种程度,具体操作上就应该实行‘三无’,因为
‘三无’是达到‘五至’的手段。

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
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爷。‘威仪逮逮,不可选
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孔子所说的“三无”――“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
丧”同样是以“礼乐”为基本点,立足于这个根本规范之上。
而此时的“礼、乐、丧”并不是讲究外在形式上的仪注,而是
一种没有音乐的乐、没有仪节的礼、没有服饰的丧,即不是外
在客观存在的形式,而是指内心要有礼乐哀悲的观念和真实感
情,将此根植于身心并成为一种潜意识,同时能让这些观念和
真实感情在与民交往中的各种具体事务上都得以体现。同时
这种“三无”的行为实施,如果将其内在精髓推广开来,那么
还能起到“五起”的效果:



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子夏
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
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
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
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
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
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就要以“三无”作为手段以到达“五至”,
即将“礼乐”等五事用于民众,从而取得“五起”的效果,这
样就领悟到了“礼乐”的精神实质――“达于礼乐之源”,就
可以做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这样才称得上“民之父母”。

二、参于天地的君王仁德

子夏明白了何谓民之父母后,又进一步问及三王之德是如何达
到的。孔子则回答说用“三无私”来对待天下,所谓“三无
私”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就是说天地虽
然覆载万物,但它们却默默地滋养着、孕育着万物,这种行为
方式、这种无私的大爱正是作为一个君王所应具备的品德。
这里的“三无私”与上文的“三无”――“无声之乐、无体
之礼、无服之丧”是相对应的,而“三无私”是“三无”的`
扩展与升华。作为一个君王就应该拥有这种海纳百川、大爱
无疆的胸怀,这一品德的界定正是孔子提出的“文秘站－您的
专属秘书！仁”的思想。孔子提出的“仁”的思想是发端于
情感,但不仅仅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忠”、朋友之间
的“信”,它更是由“修己”到“安人”,由此及彼层层向外
推广,最终上升到“泛爱众”达到“爱人”的一种境界,这正是
“三无私”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涵义。

孔子认为无论作为君子还是君王都应该做到“三无”或“三
无私”,而这正是“礼乐”所要求的表现形式,但要做到这一
步就要“修己”为“仁”。孔子在“克己复礼”时,以“仁”释
“礼”,这便使得客观规范和主观意识得到统一、外在强制和



内在自觉得到统一,进而使得民众心理和社会伦理得到有效的
统一。这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礼内为仁,由仁达礼”的思想体
系。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人格、礼乐思想、仁学系
统互为条件相互渗透,为文明社会的建立支撑起一个不朽的精
神结构框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探讨孔子思想的论文题目篇五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
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
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
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
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
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
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
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
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
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
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
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
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



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
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
“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
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
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
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
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
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
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
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
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
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
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
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
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
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
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
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
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
“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
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
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
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
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
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
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
“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
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
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
《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
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
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
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
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
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
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
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
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
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
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
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
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
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
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
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
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
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
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
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
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
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
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
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
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
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



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
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
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
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
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
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
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
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
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
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
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
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
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
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
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
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
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
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
〔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
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
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
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
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
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
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
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
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
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
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
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



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
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
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
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
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
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
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
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
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
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
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
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
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
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
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
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
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
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
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
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
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
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
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
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
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
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



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
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
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
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
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
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
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
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
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
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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