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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孔子》

前言

撰写一本真正的孔子传记，是此生追随孔子思想的愿望之一。二十多年前写过一本早期的孔子传记，
名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以孔子传记的结构出现，但重点在于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且线条太过
粗疏，言不尽意之处甚多。这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读书和写作，都是围绕着完成一本较为理想的孔子
传记进行的，设想的是以一本厚重的“孔子传”作为研习孔学的收山之作，那自然应该是二三十年以
后的事情了。不曾想，北岳文化艺出版社诸位贤达，从社长王灵善学兄，到责编孙茜学棣，无休止地
鼓噪、动员，说是不妨以现在的研习所得，写一本中期的孔子传记，并共同命名为《先师孔子》，也
不失为一件美事。踯躅徘徊良久，终于说服自己，即便是以总结近二十年来景仰先师之所得为由，把
当年孔子传记中的缺憾之处略加弥补，把这些年来的新思考略加呈现，或者作为未来“孔子传”之基
础或大纲，此时完成这本《先师孔子》，也应该是一件能够说得过去的事情吧。于是就用一年多的时
间完成了这本书。当年确定的孔子传记的结构不想改变，因为现在看起来依然较为合理。结构不变，
但内容增删了许多，基本上是重写的一本书。出于时尚的考虑，还附了不少图片，主要目的是让读者
在辛苦读书的时候有片刻的休息。在每幅图片之下加了一些文字，试图对图片有所说明，对正文有所
深化。坊间的孔子传记甚多，本书比较个人化，力图把内心的收获奉献给大家。追随孔子思想三十年
，收获与感慨并存，沉思与奋发同在。依然有许多言不尽意，更有许多心强力拙，盼望得到批评指正
。再次感谢灵善兄、孙茜棣，但愿我的力拙不要影响了你们对本书的付出。高专诚写于太原二〇一一
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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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孔子》

内容概要

《先师孔子(插图版)》以孔子自述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结构框架和主题，讲述孔子的一生，从少年立志、行教之始到
师生切磋，再到政治求索，最后希望变失望，失败与荣耀并存。并且把讲述孔子弟子的生平事迹作为
全书的重点之一，将弟子分为德行弟子、政事弟子、任侠弟子、文学弟子，理解孔门弟子为理解孔子
的一生增加了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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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孔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孔子出生·少年立志 人的一生，是由不同的成长阶段组成。不过，客观地
讲，人生的每个成长阶段，对人之一生的影响，作用轻重却是不同的。寻常人也罢，伟人也好，幼年
、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经历，相对来讲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孟子讲到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时说过一
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思是说，如果上天打算让一个人承当重大使命，就会从精神
、身体和行为等方面对这个人进行最严苛的考验，目的就是培养他坚强的品格，让他的身心达到常人
难以达到的高度。孟子这个著名的“大任”说，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是针对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而发的，
不过，对于孔子来说，这种考验从他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虽然不能说早年的生活磨难一定可以造就伟
才，但它有助于伟才之成长却是毫无疑问的。说到孔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虽然种种相关史料之所述
多有抵牾，但总的来讲，生活在其中的孔子是相当不幸的。 出生，童年的磨难 根据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的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的婚配是“野合”的结果。因为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进一步的说
明，所谓“野合”的确切意思也就一直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事实上，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从来就不乏
有人望文生义地理解“野合”的意义。有人误认为是叔梁纥强抢民女，更有甚者，认为孔子乃是私生
子。其实，在孔子时代，“野”的本义是指城市和近郊之外的田野之地，就是距离城市生活和城市文
明较远的地方。因为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主要是农夫，身处社会下层，没有机会接受礼义教化，所以，
以这部分人为代表的相对质朴、不加修饰的言行，也称为“野”，这是“野”字的最直接的引申之义
。孔子批评弟子子路说：“野哉，由也！”使用的就是“野”字的这一引申之意。 很明显，“野合”
的本义与“野”字的上述引申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孔子本人就使用过“野合”之辞。《左传
·定公十年》对孔子相礼“夹谷之会”的记载中，当齐景公要求在盟会之后另外招待鲁定公时，孔子
意识到齐国人不怀好意，是想另找机会为难鲁君，于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孔子认为：“牺、象不出
门，嘉乐不野合。”就是说，在朝廷之外的地方不适宜举行正式的宴乐，因为正规的礼器不能携带出
朝廷。另外，《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说：“萧叔朝公。”意思是说，鲁国的附庸之国萧国的君
主来朝见鲁庄公。因为这时候鲁庄公并不在鲁国都城，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会见齐国君主，所以，杜预
就解释说：“凡在外朝，则礼不得具，嘉礼不野合。”显然是间接引用了孔子的观点，意思是说，因
为在都城之外，没有条件举行正式的会见仪式，鲁庄公就没有举行正规的仪式会见萧国君主。这就说
明，在“周礼”的规定中，正式的礼仪不能“野合”，即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环境下简陋举行。这里
的“野”就是不合正式规矩的意思，“合”则是举行或完成的意思。 所以，《史记·孔子世家》所说
的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是说二人并没有举行正式的婚娶仪式。在儒家的传统经典中，有一部
专讲士人之礼的《仪礼》，大约成书于战国到秦汉之间。在这部书中，专有一章《士昏（婚）礼》，
详细记载了“周礼”对士人婚娶的标准要求，那种繁杂程度是今人所无法想像的。尽管《仪礼》之内
容添加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尽管在孔子时代“周礼”的约束力正在下降，但在《孔子家语·本姓解》
的记载中，当叔梁纥与颜家的亲事定下之后，“徵在既往”，所谓婚娶仪式，也不过只有“庙见”一
项。如果这也叫婚礼的话，即使在后代，即使在今天，这个婚礼也过分简单甚至简陋了。一言以蔽之
，颜徵在只是被迎娶到家庙，而并没有在城中举行正式的迎娶之礼，就开始了家庭生活。 那么，造成
“野合”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的解释都把重点放在二人在年龄上的悬殊差别。或者说二人年龄差距
太大，不符合当时的礼仪规定；或者说叔梁纥年龄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生育期限，属于非正常结合和生
育。这样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却并不周全。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没有说明叔
梁纥迎娶颜徵在时的具体年龄，即使当时有相关的礼仪或习俗的规定，也无法确知叔梁纥是否违反了
这样的规定。 其实，考虑到《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一生的记载虽然相对来讲是最详尽的，但却
也是最繁乱的，并且对于“野合”二字也没有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不去细究“野合”之含义一
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然而，又考虑到“野合”之说的巨大影响，任何讲述孔子出生的文本，都必须
提供一个明确的意见。既然各种记载都缺乏确切记载，所以只能从情理上做出分析，并把分析的依据
主要放在直接记述叔梁纥求亲的《孔子家语·本姓解》之中。 叔梁纥以正规的士人之礼迎娶颜徵在为
妻至少有三方面的困难。首先，根据《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当叔梁纥求亲于颜氏之时，已经
育有九女一子，根据当时的婚姻习惯，他的年龄应该是在四十岁左右了。而颜氏有三女均未出嫁，颜
徵在又是三女中最小的一个，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以下。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应该是第一项困难。其次
，《孔子家语·本姓解》并没有交代为叔梁纥生下九女的原配之妻是否在世，如果其妻在世，叔梁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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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了生儿子而寻求婚姻，这应该成为第二项困难。最后，自孔子五世祖木金父从宋国迁居鲁国
以来，经过四代人的经营，还有两代人做到了邑大夫，这个家族恐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在这种形势
下，叔梁纥虽为家族首领，但在婚姻大事上，或者因为上述两项困难，或者与家族沟通不够而遭遇到
家族的阻力，这有可能成为第三项困难。面对上述困难，虽然《本姓解》说“遂以妻之”，认为叔梁
纥娶颜徵在为“妻”，但在事实上，很可能“妻”的称号只是双方私下的约定。因为只是私下约定，
当然就无法举行各方认可的正式的婚姻仪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的“野合”之说，是说叔梁
纥娶颜徵在为“妻”，只是事实上的妻，而不是符合礼仪之妻。 从结果上看，无论《史记·孔子世家
》的“野合”之说是否有根据，叔梁纥最终是与颜徵在生活在了一起。从颜父征求三女意见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看到，颜徵在显然是一位有主见的女性。所以，在进入叔梁纥之门以后，《孔子家语·本姓
解》记载说，颜徵在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为叔梁纥生育一个男孩子。这一想法既是叔梁纥娶
妻的初衷，更是考虑到叔梁纥年龄偏大，生育后代，还要生育男性后代，都是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困难
的事情。为此，颜徵在私下里去了鄹邑城外的尼丘山，祈祷神灵赐福给她，让她早日实现丈夫的意愿
。颜氏此举当然是受到了当时风俗的影响，尽管此后不久颜氏就生下了孔子，并因为祈祷于尼丘山而
以“丘”字为孔子之名、“仲尼”为孔子之字，但从现代人角度来看，那也只是一种有益的心理慰藉
而已。古人的名与字之间一般都有联系，尼、丘二字与尼丘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究竟是因为“
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的原因，还是仅仅因为尼丘山位于鄹邑城外的原因，后人也不必一定要寻求一个
肯定的答案。另外，因为孔子有同父异母之兄孟皮，所以取字仲尼。孟、仲是古人为家中之子排序的
用字，孟或伯为长子，仲或叔为次子，季则是指三子。那时的人尊称有地位或有德行的人为“子”，
所以，“孔子”一名更见流行。 综合上述，孔子的出生，显然是个困难重重的过程。孔子是父亲朝思
暮想的儿子，但偏偏是父亲年长之后才出生。孔子的母亲并不是父亲的原配之妻，这在那个时代有可
能对一个人形成终身的影响。《论语·八脩》记载说，孔子的敌手们称孔子为“鄹人之子”，这是一
种明显带有歧视的称呼，暗示孔子的出身是有某种公认的污点或不足之处的。尽管孔子很好地把这种
舆论的不利压力转化成为自己不断上进的积极动力，但这种无妄的困难始终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 
孔子的出生地是鲁国鄹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时间是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
，鲁襄公二十二年）。但也有记载认为，孔子是公元前552年所生。历代有许多学者为此而各执一辞，
聚讼不已。在这个问题上，或许钱穆的意见更为平和，他说：“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
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

Page 7



《先师孔子》

编辑推荐

《先师孔子(插图版)》编辑推荐：孔子和孔子弟子都是我们的先师，而孔子是至圣先师，孔子和他的
弟子在儒学上已凝结为一个整体，要理解孔子，首先要理解他的弟子，这也是了解孔子最好的突破口
，如此也更客观地去看待孔子，更加真实地还原孔子。《先师孔子(插图版)》特点如下：1.结构新颖
：《先师孔子》以孔子自述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结构框架和主题，这也是有关孔子生平和思想发展的最可靠的依据，
其结构之新颖在有关孔子研究之书中是独树一帜的。2.内容充实：不仅讲述孔子的一生，更把讲述孔
子弟子的生平事迹作为全书的重点之一，通过孔子的弟子来还原孔子的形象。3.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作者多年来出版了多部社科通俗著作，行文流畅，可读性强。更重要的是，以作者多年的专门研究为
基础，辅之以作者的哲学功底，其行文既有可靠的历史真实感，又有深湛的道理铺陈，可谓“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4.图文并茂，四色印刷：《先师孔子》配以大量插图，可以让读者在辛苦读书之余有
片刻的休息，并且在每幅图之下都有文字说明，对图片有所说明，对正文有所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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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好不错知识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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