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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遗范与儒家礼乐寞化的发展模式

谢 谦           :

(一)       ∶ ∷∷

《说文解字 ·人部 》: “懦:柔也,术士之称。”
章太炎说: “儒有三科”关达、类、

私之名。达名是儒,儒者术士也”,又说: “是渚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
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故号遍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①然而,儒
家所谓 “儒”却是一个学派的名称,是孔门学者的 “

类名””非泛指
“
术士”。或者说,孔

氏之儒是从古代 “术士”
中分化出来的。所谓 “儒”原本是宗教之术士9专匍祀天地,祭祖

先,理鬼神一类的宗教事务,所以熟悉礼仪舞容,禾文占候,以及 《诗 》,《 书》,《 礼 》,

《乐 》等文化典籍。《汉书 ·艺文志 》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9助人君llm阴 阳,

明教化者也、”《周札 ·天官 ·大宰 》说: “儒以道得名”。所谓道,即是 《诗 》、 《书 》、

《礼 》、 《乐 》所言的礼乐教化之逍,皆地官司徒之属所掌。对此,《 周礼 》的《大司徒 》、

《保氏》、 《舞师 》、 《鼓人 》等篇有明确记载。

大概这些礼乐教化之官在古代即被人统而称之日 “儒”,因其与教化有关”所 以又 有
“
师儒”之称。 《周礼 ·大司徒 》郑玄注: “

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所谓 f道艺〃,即
是 《诗》、 《书》、《礼 》、《乐 》之文。 《韩非子 ·五菟》说: “懦以文乱法”。称 《诗 》

《书 》,道 《礼 》, 《乐 》,是儒考的共同特点。儒者以《诗 》、 《书 》、 《礼 》、 《乐 》

之文为教,给人的印象自然是 “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正如《说文 解 字 ·人 部》所

谓: “儒:柔也”。段玉裁注引郑玄说;: “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于是儒

的范围扩大,凡是称道《诗 》、 《书 》、《礼 》、 《乐 》的文雅之士如所谓
“邹鲁摺 绅先

生”等都被人称为儒。孔子曾创私家讲学之风,并以《诗》、 《书 》、 《礼 》、 《乐 》教

弟子O,所以孔子及其后学即被以儒家之名。

然而,作为一个学派的孔氏之儒,并不是《周礼 》中的掌礼乐教化的官,也不是专司祀

天地、祭祖先、理鬼神的宗教之士,而是学者之儒,即所渭 “捂绅先生”。孔子生于一个没

落的贵族家庭,其先曾是宋国贵族,但孔子少时却已经是 “贫且贱
”的平民0。 但他 “敏而

好学,不耻下问”①,又生于保存了西周礼乐文化的鲁N。 鲁国圬i是月公的封地,成王以周公有

勋劳于天下,赐之以天子礼乐。古有 “用礼尽在于鲁”的说法。这一文化背景无疑培养了孔

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热爱,于是形成了他的以 “用公进范v为依据的礼乐教化思想体系:

所谓 “周公遗范
”,即是西周政治化的大一统的礼乐制度, 其 文指 《诗 》、《书》、



《∴礼》巛乐 》等典籍。孔子对之是推崇备至的,他 曾说: 〃周蓝手二代,称郁乎文哉Ⅱ蔷从

周:” ⑤《论语 》中记载孔子言《诗 》、 《书》、 《礼 》、《乐 》者甚多,《 论语 ·述而 》

说: “子所雅言,《 诗 》、 《书 》,执礼。
”侯外庐指出: “孔子是以全盘西周 (《 诗 》、

《书 》、礼、乐 )为观念的根据”,其 “贤人作风”是西周 “维新思想”即周公遗范的 “春

秋版”◎∷J孔子.自 谓 “
述而不作,信雨好古”C,《 礼记 ·中庸 》谓 “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

文武”
,∴
∷订见他对峦淘礼东攵化传绕的态度。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当此之时,礼崩乐坏,他

所倾心向往的古代文化将坠于地,于是以复兴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为己任,系 统整理了《诗 》

《书 》、 《礼 》、 《乐 》等文化典籍,并 以此教授弟子,以培养造就一批治国平 天 下 的人

材。《史记 ·孔子世家 》言之颇详: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 《诗 》、《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 《书传 》,上纪唐虞之

际,下至秦缪,编 次其事。曰: 
“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 不 足 征

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

。观殷夏所损益。曰: 
“
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 ,

郁邴平文萃,吾怂甲
”

。故

`肀

传 》、 《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 
“
乐其可知也。始作 ,

翕如:纵之,绅如,傲女r,绎如也,以成。吾自△返鲁,然 后乐 正D 《雅》、 《颂》各得 其 、∷

∷ 所.’ 古者诗三干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上 采契、后稷, 中述 殷、周之

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丬求合 《韶》、《武》:1《 雅》、

k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氵 以查王道,成六艺。⋯⋯孔子以 《诗》、 《书》、 《礼》、
Ⅱ∶《东9薮,弟宇盖土丰蔫∷  Ⅱ 

∷

孔乎虽然对西周的礼乐文化传统推崇
1备

至,以继承周公遗范自命,然而他又不是-个 “
食古

不化″的迂夫子。他知道三代礼乐文化既有因袭的一面,也有 “损益”
的一面,所 以他主张

“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 《韶 》舞

”
e。 说明他是一个知随时变通的人,即

孟子所谓
“圣之时者”⑨。基于政治化的大一统礼乐制度上的西周盛世是他的理想王国,所 以

他主张重建大一统的礼乐制度,以此来达到天下大治,使西周盛世再现于今 日。然而他所要
∫童建的礼∵乐 sˉ

ll度却息茜周椟式的
“
春秋版

”
∶一方面是继承,是对周公遗范的因袭,另一方

∶击却扈茇衰
I,嵬

对周公磕寇莳 “损盔”
∶掌卖上,孔子所谓礼乐文化与西周模式 并 不 是 完

全等同的: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完成了古代教礼乐的政治化,那么孔子则是在此基础上,将
政治化的礼乐文化进一步非宗教化;斌予它以伦理的意义,即将政治化的礼乐制度伦理化,使

之具有吏普遍的社会意义,以形成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政治化与理伦化的传统也

就是两千年来儒家礼乐文化发展演变的模式,而与宗教神学对立的儒家人文主义正是体现于

这ˉ以政治为中心,以伦理为本位的礼乐文化传统中。

(二二)

孔子既不是老子那样的宗教否定论者,也不是墨子那样的宗教论者,他对宗教采取了一

种比较谨慎的
“
中庸

”态度,似乎是既信而又不一味迷信。一方面,孔子也谈天道与天命 ;

但另ˉ方面,他对天命与鬼神又并不十分热衷。如果孔子是一个热烈的宗教论者,他 当然就不

可能对天命与鬼神抱无所谓的冷漠态度, “
以天为不明,以 鬼为不神

”⑩,∶ 于是 “
敬鬼神而

远之”
。这又类似于春秋以̄来的非宗教化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然,孔子的宗教态度与其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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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间存在菪矛盾。

既然承认了天命与鬼神的存在,那么无疑也就肯定了传统礼乐与宗教信仰 的 联 系。 所
以,孔子注重祭祀,对禹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大加赞美,又 以 “
使民如承大祭”

来解释
所谓 “仁”C,以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来解 释 所 谓 “

孝”
C。 又 说 :“

祭如f,帑神如神隹
”③。何晏注: “言事巧如事生”

。邢禺疏: “
此章言孔子重祭礼。

祭如在者,谓绛宗审必致其敬,如其亲存,言事砰如事生也;祭神如神芪者,谓绛百神亦如
神之存在而致敬也。”也就是说,祭祀圭蔹。然如果许有对鬼神申信仰与崇拜,郑 么 f致敬〃
当然也就失去了对象。然而,孔子所谓 “

敬鬼神田远礻
〃,不语怿(∵ 力、乱、神,罕言天命,

以 f事人”先于
“
事鬼”,显然又对天命与鬼神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与传统的宗教信仰

有意烬持着∵定的距离。既然蔡祀以对上帝与鬼神的信仰与崇拜为前提,那体回避天命与鬼
神而注重祭仙,从逻辑上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墨手买早发现扌孔子思想中的建∵矛
盾?所以他利月形式逻辑来批评儒家说: “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是犹无鱼
而为鱼Ⅱ也。

”⑦当然,孔子并非无鬼论者,他尽是对不命与鬼神不那么迷信Ⅱ比较鹉米 ,

他更注重 “
事人”

与 :“ 事生”,而不是 “
事鬼”与 “

事死”。不过,在墨子那样的主张 f明
鬼”的宗教论者看米,似乎也没有质的区别。

其实,孔子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思想矛盾。所以,他*不否认天命与鬼神的存在,在这

砰意兴上,孔子实际|还是∵个宗教论者。西周的Ⅱ乐文化本身即

'棹

本于宗教尽梅饣卩由
古代祭神的宗教仪式扩展而来,宗教礼乐是其政治化的礼斥制度中妁覃要组感邯分。

-对天命
与翠神的崇拜与信仰,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思想搴础,一旦基础动捋,这∵礼乐制度也就会随
率丰崩瓦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出于掌礼斥教化的王官之属,又以继承周公遗范、发
抑西周礼乐文化为宗旨,他们绝不可能与传统宗教尽想御疼维缘,柙反 ,、 鸺们还必狃自觉或
不自觉地继承传统的宗教思想。而且,他们为使儒家学说被社会广泛认同,以 重建大统一的
礼斥制度,还不得不考虑全民的普遍信仰,即对天命与鬼神的迷信与崇拜。道家的诹咐的寨
教否定论只是少数智者的 “先知先觉”,它是哲学家申智慧,但难以成为社舍的普遍信仰,

即所谓 “
曲高和寡”

。《论语 ·子罕 》截孔子说: “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说明孔子并不一昧坚执古礼,也随时而从习俗。那么作为具有人文思想而并不热衷于天命与
鬼神的孔子之所以并不否认天命与鬼神的存在,当 然也有 “吾从众”的心理在。天命与鬼神
既然是社会的普遍信仰,孔子姑且从之,从而肆立鹉馋的礼乐教化的尽想体系,并能使其为
社会广泛认同,形成全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说,孔子所以保留着对天命与鬼神的传统
宗教观点,实在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信仰。

孔子旱以继承周公遗范为己任,但他毕竟不是周公那样的晕肓执取,暴∷然他∵生都在想
从政,旺且也做过鲁国的大司寇, “

行摄相事”⑥。佴为期嚣短Ⅱ很块就丁了台。馋是∵个
失败昀舆治家,不可能依靠政治权力来制礼作乐,竹行禾下。在诸侯力政、百家争鸣的春秋
时代,卑微如孔子,他只能以其崽想来征服人心,让禾下心悌诚服地来信仰并实行他的礼乐
教化的主张,因此他就不得不迎合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信ofJ,因 势WlJ导?所以,他虽然具有
人文丰兴的理性精神,却并不以宗教否定论者自居;虽然承认天命与鬼神的存在,却与宗教
论者保持着一定距离,不偏不倚,执其两端,原来是别有一番苦心在:孔子的这种恩维模式
奠定了儒家礼乐文化发展的基举格局,形成了儒家 “

神道设教”的礼乐教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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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礼乐制度的伦理化并非始于孔子。当周公将宗教礼乐政治化以后,礼乐制度作为一种宗

法社会的等级规范,便已具有了伦理学的意义9王国维说: “
用之制度典礼,乃 道 德 之 器

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又说: “
此数者 (指 宗法、封建、庙

数、同姓不婚等制度 )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 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

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周 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⑩周公创设政治化的礼乐制度,既

已成为西周宗法社会的行为规范,自 然也就变为这一社会的伦理准则。于是,祀祖祭神的郊

庙礼乐在宗教的与政治的意义外也具有了伦理学的意义,即周人的 “
敬德

”与 “
宗孝”⑦。

西周绲新宗教中
“天命”观念的出现,导致统治者的注意力由天道转向人事,即 由敬天转向

敬德f∴ 淡化了礼乐文化中的宗教意识,于是尊祖也就从敬神转为宗孝。而所谓孝,ⅠE是 “
家

国同构
”的宗法崔会的最高道德,从 “

宗统
”的父子关系而言为孝,即子敬父;从 “君统”

的君臣关系而言为忠,即臣尊君。祀租祭神的宗教礼乐在政治化以后,同时也被赋予了敬德

宗孝的伦理功能,这就是所谓郊庙礼乐的伦理化。
∷周公欲以这一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二重功能的大一统札乐制度化行天下,传之后世 ,

所以他又建立了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凡是贵族子弟从小即须接受礼乐文化教育,

以培养他们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与道德。据 《周礼 》,保氏之官的职掌即是
“
荞国子以道,乃

教之六艺:一曰五礼,ェ 曰六乐,三 曰五射,四 曰五驭,五曰六书,六 曰九数
″,礼乐居于

六艺之首。而大司乐 “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校,而舍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囤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 教 国 子,舞
《云门 》、 《大卷 》、 《大咸 》、 《大韶 》、《大夏 》、《大氵筻》、《大武 》”,乐师则掌教
“六诗

”,即 《风 》,赋、比、兴、 《雅 》、 《颂 》, “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

乐师 “擎国学之政,以 教国子小舞
”

。这显然已开儒家礼乐教化之先声。

然而,西周的礼乐教育只不过是一种贲族教育,其礼乐制度也只是体现了贵族社会中的

敬德宗孝等伦理观念。至孔子妯将西周礼乐制度所包含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伧关系的各个方

面,而且提出 “
有教无类

”的全民教育思想,将礼乐教化推广到全社会。这一以伦理为本位

的礼乐教化论便构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中心。            Ⅱ

孔子是伦理本位主义者。在伦理本位主义者看来,人之区别于其它动物 而为
“万 物 之

灵
”妆在于人有道德,道德不但使

^、

成其为人,雨且使人类组成了一个统¨的社会。所谓道

愆是ˉ种行为规范,人类社会依靠它而存在。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丿、依其本能雨行,那么势

必是天下大乱,社会解体。而所谓社会不i主
^是 由许许多多的个人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如孟

子所说: “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自然在人。所以通过道德教育培养起个

人的理翘人格也就成为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出发点。《礼记 ·大学 》说 :

大学之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十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英圉褚,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男;欲僚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诚其意;欲诚其意右,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雨后郊至,知 至而后意诚,意诚雨 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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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正而后∷钉修,△修 }矸i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日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了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亠::本 乱而末治者否矣。

这一由个丿、而家、而国、而天下的治平之道,中 心便在
“
修身

”,即培养个人的理想人格。

《大学 》虽为儒家后学所作,但它所总结的修、齐、治、平之道无疑也代表了孔子的伦理本

位思想: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 论语 ,述 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

艺。
”

(F刂」l)“兴于 《诗 》,立 于祉J冫 成于乐。
” (《 泰柏》)“不学 《诗 》无以言;不学 礼,无

以立。
” (《 季氏》)“入则孝,出则悌,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 以学文。” (《 学

而》)可见孔子是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并把它与为政联系起来: “
或谓孔子曰: ‘

子奚 不

为政?’ 子曰: ‘
《书 》云

‘
孝乎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⑧

为教即为政,德教即德治,政教合一: “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既是为教,也是为政。两

者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所以孔子所主张礼乐教化不仅是教育之道,也是政治之道。 《礻L

记 ·学记 》所谓
“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正是以伦理本位主义为其基本前提的。

孔子所施行的道德教育不是诉诸空言,而是以传统的礼乐文化为依据的。然而孔子关心

的并不是礼乐文化中的宗教
·
意义,·而是其政治的与伦理的意义)在孔子看来,札乐不能只是

一种形式 :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

没有道德内容的礼乐不可能成其为礼乐,而这一道德内容总括起来即是所谓
“
仁

”,这是孔

子通过礼乐教化所要培养起来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或者说,孔子的理想道德即
“
仁

”
。

ΠⅡ子所谓 “
仁

”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仁者,入也。
”④其具体体现则是孝、悌、忠、信、

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也即是伦理化的衤1∶ 乐文化的具体内容。
“
少、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③没有
“
仁

”
作为内容,礼乐则徒有其

“玉帛
”、 “钟鼓

”的形

式,没有教化的意义了。所谓
“
仁

”
可以说是孔子礼乐教化论的核心。

“
仁

”是一种至善的境界,是人道p而非天道或神道。雨欲达到此一境界,在 孔 子 看

来,也并非不可企及的理想,只要
“
克己复礼

”,做到
“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②,一切依礼雨行,就可以 “
成仁

”
。而且, “为仁

”也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

思辩,而是一种道德实践。所以, “
为仁由己”;所谓

“
欲仁,斯仁至矣

”, “
古之贤人也

⋯⋯求仁而得仁”,⑧只要自己恭行道德,言行合礼,就可以达到
“
仁

”的境界9进∷而也可

成为圣贤。而在孔子心日中,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之所以为天下的 圣 人,叔 齐、

伯夷之所以成为万世瞻仰的贤人,也正在于他们是人格模范与道德楷摸。

当然,孔子所谓的礼乐依然是等级制度的人伦规范,其所谓
“
仁者爱人

”也 是 等 差 之

爱。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等差的统一结构,一方面

^、

与入之问 有
“上 智” 与

“
下愚”、 “君子″与

“小人
”、 “

贤与不肖”、尊卑贵贱等等的差别,而另一方面,不同

等次的人又共处于一统一的结构之中,形成为所谓的
“天下”

与
“国家”

。既有等差,又须

共存,否则天下不成其为天下,闰家也不成其为国家。其实,这并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一种

现实的存在。人人平等,只是古今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没有等差的 “
博爱

”也只是一种幻

想或著良的愿望。孔子是 “
游方之内”的现实主义者,具有与理想主义者相反 的 “

实 践 理

性
’′,所以他承认并主张等级社会,力 求社会各罅级和睦相处,下不犯上,上 不 凌 下,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等。而所谓礼正是等级社会赖以存在的人伦规范 ,



是社会的等级秩序,也 即是道德的形式化。质言之,孔子是在承认等差的前提之下,来求得

社会和谐的。所谓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⑧,存异求同,天下归于一统。平

心汾之,孔子并不是为贵族社会辩护,而是历史地道出了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前提。等级

并非只是阶级,我们试想,如溧人类没有等差,还存在所谓社会吗?人人平等 的 “大 同世

界〃永远只可能是理想的 “空中褛阁”,绝不可能成为人间的现实存在。

r1湎且,孔子所谓 “仁”与 “礼”虽然是有等差的,但 已超出了贵族社会的范围,而具有

普遍的社会道德的意义。孔子说: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④,也就是说, 民也 可 以

/为仁″i, “成仁”。又说: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民 )有耻且格”④。德教礼治不仅

施于贵族,也施于民。由此可见,孔子以伦理为本位的礼乐教化论实是一种全民的道德教育

的思想,这与西周贵族式的礼乐教育是不同的。实际上,孔子是以西周贵族化的礼乐文化为

形式,而注入了全民道德的新河容,并试图以这一伦理化的礼乐文化培养起普遍 的理 想人

格,这样由人而家,而国,而天下,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等级社会。这当然也还是一种学说,

∵种理想,但 与道家与墨家相比,这一学说或理想显然更具现实主义,也更容易被社会普遍

认同。

孔子虽罕言天命,不语怿、力、乱、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论 (大祭)礼 :

(口田)

神, “敬鬼神而远之”,但他却非常 重 视 祭 祀。

或问谛之说。子曰: 
“
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

,其如示诸釉乎!’ 指其掌。    t
孔子故意迥避了衤:∶ 祖祭神的宗教意义,而将其直接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 ,《 礼记

·中庸 》

则对孔子的话加以演绎说 :

宗庙之礼,所 以序昭穆也;序爵,所 以辨贵贱也氵序事,所 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 所 以

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生,事亡如
Q事

存,孝芝至也。郊社之礼,所 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其先乜。明乎郊社之礼,谛尝之
Q

义者,治国其如示诸掌平!

郊庙之礼教 民以敬,而这一敬对君而言则为忠,对祖先而言则为孝。事神以敬 ,事君以忠,事

亲以孝。忠君与孝亲即是 “
家国同构

”的大一统社会的最高道德,是 “仁”
的核心。孔子所

谓 “
孝弟也者仁之本与”,而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④《礼记 ·祭统 》对此

作了充分发挥 :

忠君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岜。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 则以孝于亲,

如此之谓备⋯⋯。顺以各考,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

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祀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

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 
°
祭者,教之本也。

”

祭礼教以忠孝,所 以为礼乐教化之本
^也

即是治国平天下之本 ,如 《祭统 》所说: “凡治人之

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

。孔子及其儒家之所以注重郊庙之祭,不在于敬神的

宗教 目的,而在于通过它可以培养起人的忠君与孝亲的理想道德,所 以它为教之本,也即为

政之本。

^孔子死后 ,

憾θ

儒家后学继承了孔子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礼乐
!教

化思想,并且发扬光大衤9作



于战国时代的《礼记 ·乐记》全面总结了儒家礼乐教化的崽想兮

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 兴上下之

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事。是故大人举礼乐,天地将为昭焉。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群物皆别。珉由天作,礼
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隹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 莫 不 和

顺;在闺门之中,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1比 物以饰节,节奏合 以

成文,所以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工立乐之方也。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乏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 阴 :而不

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 等,广 其

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t贵贱、长幼、男女

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 
°
乐观其深矣。

’

出自儒家八派之一子游氏之儒 的 《礼记 ·礼运 》则对郊庙之礼的宗教意义与伦理意义作 了系

统阐述 :                             F^ r  饣

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 以列地利也;祖庙,所
以本仁也;山川,所 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礼行于郊,百 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

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

祀,义言修而礼之藏也。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

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

会,筋骸之束也;所以荞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

之不可以已也。̈ ⋯陈其牺牲 ,各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之,修其祝嘏,以 降上神与其先之大

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介上卞,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是故礼者,君
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 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②          ∷∴

至战国末期,儒家大师荀子总结了春秋以来的人文主义礼乐观,对礼乐文化的起源及其功能

作了系统的阐释:          !                   ∵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雨i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 ,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穸乎物 ,∷ 物必

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其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

别?曰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⑧

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别于草木兽禽而为天地之贵者,在于 “能群”而其所以 “能群”,则
在于 “分”,在于 “别”。所谓 “分”与 “别”即成礼。以礼教之谓之 “养”,养人以礼,

则虽有欲雨不乱,虽有求而不争。所谓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夫是之谓道德

之极。”⑩又阐释乐的起源与功能 :

夫乐者 、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

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 《雅 》、 《颂 》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

漶,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大邪汗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

方也⋯⋯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 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

∶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 ,符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 之情也;著诚去伪,礼J之经也。④

荀子的礼乐教化论以人性 (情与欲 )为起点,以伦理为本位,否定了礼乐文化与宗教的

联系,他甚至对祀祖祭神的郊庙之礼也作了非宗教化的解释:          !,
礼有三本:天地者 ,生 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



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

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

止宁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天下者事

十世〈杨惊注ε十当为七),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 ,

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天地乃人之所以生,先祖乃人之所由出,郊庙之祭就 在 于 “报 本 反始,不 忘其 所 曲生

也。”⑩而与所谓神鬼无涉。荀子是无神论者,他认为 “天行有 常,不 为尧存,不 为桀

亡”⑨,其所谓天不是上帝,而是自然运行的法则,治乱在入,雨与天无涉。他甚至提出了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于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脞天的思想⑩。

既然如此,宗教仪式也失去了神秘的意义:

雩而雨,何也?曰 :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 卜筮然后决大事 ,

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乱则凶也。Θ

熬日月、雩祭、 卜筮等 “百姓以为神”的宗教仪式并无实际效应,只不过是一种文饰,以神

其事。这真是一浯中的揭穿了宗教仪式的秘密。荀子本此思想,将祀祖祭神的郊庙礼乐也归

结为人情之文 :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 所 一

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也,礼节文貌之盛也。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

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神道也;其在百姓,以

为鬼事也。⑧

郊庙礼乐无非是人之忠信爱敬、志意思慕之情的节文,君子以为 “神道”,而百姓以为 “鬼

事”。所谓 “节文”即 “变异感动之貌”,使之形诸于礼乐的形式,而 “情貌之变足以别吉

凶,明 贵贱亲疏之节
”⑩,所谓 “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

则上下和矣。”⑩礼乐是情与文的统一, “
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⑩, “情文俱尽”是

礼乐之至各④。所以, 《礼记 ·乐记 》说: “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 “

乐者,所 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圣人因人之情

而文之以札乐,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 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①此即礼乐之

所以为教。

礼乐之起于人之情与欲,其形式则文,其道则伦理之教,与宗教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

又文之以上帝鬼神者,盖在以神其道。因为百姓以鬼神为尊,英之或疑。 《礼记 ·祭 义 》

说: “囚物之精 ,钅打刂为之极,明 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 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

是也,筑为宫室笋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 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众 之 服 自

此,故昕且速也。
”又说: “致鬼神,以尊上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这就是所谓 “神

谴设教。
″ 《易 ·观卦 ·彖 》说: “圣人以神道设教9而天下服矣。

” “神道”非谓真有上

帝鬼神之存在,它只不过是下民的迷信,圣人因之而设礼乐教民以伦理之道,其 入 民 心也

深 ,其化天 ij也速。正如《管子 ·牧民 》篇所谓 “牧民之道”: “
颀民之经,在明鬼 神 祗 山

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

不恭猛旧则孝怫不备。四维不张,臼 乃灭亡。
”

苟子否定宗教而主张
“
神道”,其 目的正在

于
“顺民之经”施之以伦理之教。

神道,在于百姓之信仰;设教,在于圣入之治化。
“天道至教9圣人至德

”⑨,形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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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所以教民雨化天下也。所谓礼, “本于夭、肴眨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1架、射、御、

冠、昏、朝、聘
”⑧,“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颀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④

尊卑贵贱,亲疏远近,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可得而正也。所谓乐, “
德 之华

也”
,“天地之命,中和之纪”

,“德音之谓乐”
,即 《大章》、 《咸池 》、 《韶》、《夏 》。以

及周之《雅 》、《颂 》等古先王之正乐。《礼记 ·乐记 》载子夏答魏文侯古乐与新乐之辨说 :

今夫古乐,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迅疾

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 俯退俯,

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扰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 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

乐之发也。

所谓古乐,歌功颂德9 “
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其声应重典雅,令人肃然起 敬,谓 之 德

音;所谓新乐,即郑、卫之声、桑间、濮上之音,轻佻淫丽,悦人耳 目, “淫于 色 回 害 于

德,是 以祭祀弗用
”,也不得施于教化。儒家所谓礼乐乃是以伦理教化为其指 归 的 传 统 礼

乐 ,又 “
以神道设教

”,施及天下万民,如 《礼记 ·乐记 》说 :

u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 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

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

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则礼者、天地之别矣。地气上齐,天气下降ρ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勇以雷霆,奋之以风雨 ,

动之以四时,暧之以日月,而百化兴弓。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总之,孔子以伦理为本位的礼乐教化思想经儒家后学的发扬光大,形成了系统的以神逍

设教为形式,以伦理教化为内容的理论体系。其所谓教既是宗教之教,又是伦理之教,政治

之教,不过前者只是形式,后两者才是实质。正因为如此,儒家礼乐教化的尽想才被广泛认

向,不但被后代统治者奉为正宗,也被广大人民普遍接受。尤其是礼乐教化思想中的伦理本

位主义,更是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

注释:                                ·

①《国故论衡 ·原儒》.

②⑥⑥《史记·孔子世家》。

④《论语 :公冶长》∶

⑤⑧⑧ 《论语 ·八佾》。

⑥⑦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

史》第1卷第182-13垡页、94页 。

∶ ⑦⑧《论语 ·述而》。

⑧《论语 ·卫灵公》。

⑨⑩《孟子·离娄上》。

⑩ 《墨子·非儒下》。

⑩② 《论语 ·颜渊》。

②⑩⑧《论语 ·为政》。

④ 《墨子·公盂》。

⑩ 《殷周制度论》,

⑩ 《礼记 ·中庸 》。

④⑧ 《论语 ·学而》,

⑧ 《论语 ·泰伯》。

⑧参郭沐若 《十批判书》第151页 。

②⑨④⑩④ 《荀子 ·礼论》。

⑩ 《苟子 ·劝学》。

④ 《苟子 ·乐论》,

⑧ 《礼记 ·祭义》。

④◎◎ 《荀子 ·天论》。     、

◎◎④④ 《礼记 ·乐记》。

⑨ 《礼记 ·礼运》。

⑧ 《礼记 ·礼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