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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的政治

智慧和道德容忍度思想

唐代兴

【提 要 】 孔子之
“

异端
”

论思想 ，
历 来众说纷绞 ， 但这些不 同说法都存在主观臆想之

错误 。 采取语境还原方法 ， 发现孔子之论
“

异端
”

， 意在于 引 导弟 子如何学会
“

多 闻 阙疑
”

和
“

多见 阙殆
”

的政治 学智慧 ； 其 匠心所在 ， 却是培养弟子们的 道德容忍智 慧 。 这一道德

容忍智慧从正面讲 ， 就是慎取 ；
从反面论 ， 就是广 纳 ， 即 面对来 自各方面 的不 同政治见解 、

观点 、 主张 、 思想 、 理论、 方法 ， 须具备
“

有容乃 大
”

的胸襟 、

“

君子不器
”

的整合融通能

力 、

“

周 而不 比
”

的人格力 量和持守正道的君子大法 。

【关键词 】 语境还原方法 异端论 君子理论 道德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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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宋翔凤 、 近代训诂学家崔适均持此论 。 二是
―

、 语境排斥与望文生义将
“

异端
”

理解为
“

小道
”

。 魏晋文学家何晏在

子之谈 ？

“

攻平异端 斯害＊

ｒｆｊ 已
”

（ 《价语 ？《论语集解 》 中采取
“

以孔解孔
”

的方法 ， 指出

＾ ））^

也只在文中注篇名 ） ， 并不属于即兴偶发 ， 而是

其深思熟虑之基本思想内容 。 或许正因为如此 ，

三是将
“

异端
”

释为
‘‘

异Ｂ
”

。 ■首先在 《论

《四库全书 》 中征引此论 的著作竟多达 １ ７０ 余 语集解 》 中 注孔子之
“

异端 ， 不同归也
”

。 其

部 。 在现存的著作中 ， 诠释孔子此论的古代著 后 ， 南朝经学家皇侃 、 北宋经学家邢員分别在

作就有 ４０余部 ， 其中 ， 宋代之前有 ２ 部 ， 宋 １７ 《论语义疏 》 和 《论语注疏 》 中进一步发挥此

部 ， 元 １ 部 ， 明 １０ 部 ， 清 ７ 部
；
且清以降则又 论 。 四是将

“

异端
”

释为
“

邪说
”

。 此论始发于

有崔适 、 程树德 、 钱穆 、 杨伯峻 、 李泽厚等名朱熹 。 朱熹的
“

异端
” “

邪说
”

论 ， 远指杨墨 ，

家对此论再做解析 。 纵观古往今来的众多解释 ，
近指佛学 。 朱熹的

“

异端
”“

邪说
”

论 ， 是上承

其分歧多产生对
“

攻
”

和
“

异端
”

两个概念的韩愈之排佛思想 ， 下启李恭 、 黄震、 孙奕 、 蔡

不同释义 。节 、 罗泌等 ， 其影响广泛 。 五是将
“

异端
”

释

首先看
“

异端
”

， 其主要语义诠释有如下五为
“

两端
”

。 此论是一种
“

以孔释孔
”

的释义方

种 ：

一是将
“

异端
”

训为
“

他技
”

。 东汉经学家法 ， 也是一种词源学解释方法 。 作为前者 ， 它

何休和郑玄 、 南北朝文学家颜之推 、 清代经学源于 《论语 ？ 子罕 》

“

有鄙夫问于我 ， 空空如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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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

”

作为后者 ， 它始于清里的
“

攻
”

， 不是做
“

治
”

讲 ， 也不做
“

把握
”

人刘宝楠和戴震 。 刘宝楠在 《论语正义 》 中认讲 ， 而是做
“

攻击
”

、

“

排斥
”

讲 ；
这里的

“

异

为
“

端
”

之本义乃
“

直
”

、

“

本
”

、

“

首
”

，

“

异端
”

端
”

， 既不是指
“

他技
”

、

“

小道
”

， 也不是指

即事物的
“

两端
”

； 戴震在 《东原集 》 中亦认为
“

邪说
”

， 更不是指
“

两端
”

， 这些
“

多是后儒的
“

端 ， 头也 。 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 。

”

近人钱穆自我发挥
”

，

？ 而是指与 已 （相持的东西 ）

“

不

在 《论语新解》 中从此论 ， 并做更详细的解释 。 同
”

（的东西 ） 。 所以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 已
”

，

概观之 ，

“

两端
”

论被今人认同者众 。 另外 ， 今是指 （粗暴地 ） 排斥 、 攻击不同的学说 、 观点 、

人朱去非将
“

异端
”

理解为
“

不同意见
”

。

①思想 、 主张的做法 ， 是有害 （于已学的守正 ）

如上几种
“

异端
”

解释 ， 自然形成对
“

攻
”

的 。 以此来看 ， 历史上对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

字的三种理解 ：

一

是做
“

治
”

讲 ；
二是做攻击 、 已

”

的各种解释都存在对孔子本意的 曲解和偏

围剿讲 ；
三是做把握 、 把持讲 。 对这三种

“

攻
”

离 ， 因而均体现其理解的错误 。 因为 ， 孔子所

字和五种
“

异端
”

语义予 以组合 ， 就形成对论并不排斥攻学他技 、 他学 、 他种思想 ， 更不
“

攻乎异端
”

的三种解释 ： 即专攻异端 ；
攻击或排斥对

“

小道
”

的 了解 ， 因为在孔子看来 ， 学

围剿异端 ； 把握两端 。习他技 、 他学 、 他种思想 以及了解小道 ， 恰恰

以此三者解释为导 向 ， 形成对孔子的
“

攻构成持守正道和大道的必为之事 ， 只有盲 目地

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的如下五种理解 ：拒绝和排斥对他技 、 他学 、 他种思想的学习或

Ａ ． 攻学他技或小道 ， 是有害的 。对小道的了解 的态度和做法 ， 才是有害 的 。 并

Ｂ． 专攻其他学说和思想 ， 是有害的 。且
， 孔子此论的主题并不是如何全面 、 正确地

Ｃ． 打击不同的意见 ， 是有害的 。认知事物 ， 根本没有批评偏执
一

端看待事物或

Ｄ． 看待事物或求知偏执
一

端 ， 是有害的 。求知 的方式方法
“

是有害的
”

这一意思 ； 更没

Ｅ？ 攻击 、 围 剿异 己 的邪说 ， 就可终止其有鼓动弟子们去
“

攻击邪说 、 终止祸害
”

的意

祸害 。愿和要求 。

对孔子之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的＿

如上理解 ， 既各有其理据和认同者 ， 也各有其
一

、 回归返本开新的守正教导

反》０者 。

除寅恪在 《论语疏证 》 中主张 ：

“

儒教经典
賊根本原因 ， 是如上各种解释和理解都触

必用史学考据 ， 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 。

”④
陈寅

髓倡导贼种贿儒学经細史学考据方法
性理解功夫 ， 而且这种猜测性的理解功夫又是

确实可取 ， 但却客观地存在着困难 ， 因为史学
建基于 自 的认知视 结构＿ｈ的

考据方法客观地存在着前证式 、 同证式 、 自证

式和后证式＿形式 。 相对 《论语 》 这样的文

字简约的经典来讲 ， 更应该注重于探索其语境
本身就构成一个具体的语境 ： 这是一个由评述

其事Ｍ方式所賊的语境 。 说 ’ 孔子 ｊｌｆｃ运用语境还原方法来理解孔子之
“

攻乎异

端 ， 斯害也已
”

所表达的真实思想 ， 首先需要
开教学 ， 首先陈述了两件已经发生的事实或正
在进行的事件 ： 第

一

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或正在小 生＋ ^

仙―认士 ？
① 朱去非 ：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新解 》 ， 《孔子研究 》

进行的事件就是
“

攻乎异端
”

； 第二个已经发生２０００ 年第 ｉ 期 。

的事实或正在进行的事件 ， 就是其
“

攻乎异端
”

② ［德］ 伽达默尔 ：
《真理与方法 》 ， 洪汉鼎译 ， 商务印 书馆

的行为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危害 。 然后孔子
２〇〇７ ￥ＪＫ ’ 胃 ２６１ Ｋ 。

ｎｎ③ 孟冲 ： 《孔子
“

攻乎异端
”

思想新论 》 ， 《管子学刊 》 ２０１４

对其所陈述 的事实或事件予以评价判断 ， 即
“

攻乎异端
”

的行为和做法 ， 是极其有害的 。 这④ 杨树达 ： （论语疏证 》
， 科学出版社 １ ９５５ 年版 ， 第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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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容忍度思想


还原其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框架 。
“

无为
”

的方案来解决天下
“

道术分裂
”

的时代

１ ． 孔子之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生困境 ， 并设计出实施此一方案的具体操作路径

成的背景语境即
“

贵生
”

、

“

养生
”

、

“

长生
”

。 后于孔子的墨子

孔子 （公元前 ５５ １ 年？公元前 ４７９ 年 ） 所生所开创的墨学
一派 ， 却设计出 一套反战主义方

活的时代 ， 是周天子王权衰微 、 诸侯争霸 、 并案来解决天下
“

道术分裂
”

的时代困境 ， 其具

由此导致
“

道术将为天下裂
”

的时代 。

① 面对这体操作路径是
“

兼爱
”

、

“

非攻
”

、

“

尚 同
”

、

“

非

一时代现实 ， 各种思想涌起 ， 诸多思想家诞生 ， 乐
”

。 由孔子所开创的仁学 ， 则持守正统 ， 沿着

并由此形成前后相续的
“

诸子争鸣
”

学术盛世 。 血缘亲亲的老路子提出 了
“

以仁人礼
”

的人伦

比如 ， 先于孔子的管仲 （公元前 ７１ ９ 年？公元主义方案来解决天下
“

道术分裂
”

的时代问题 ，

前 ６４５ 年 ） 、 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 （ ？
？公元前其具体操作路径是以

“

尊尊
”

和
“

亲亲
”

为准

５２２ 年 ） 、 老子 （约公元 前 年？ 公元 ４７１则的
“

仁人
”

主义教化 ， 即修仁弘礼居乐 。

年 ） ， 后于孔子的墨子 、 杨朱 、 李悝 、 吴起、 商从整体看 ， 夏 、 商 、 周三代所构建起来的

鞅 、 韩非 、 申不害等等思想家 ， 都围绕如何将王道主义在遭受解构的同时迎来了重构 ， 这种

分裂的道术予以重新再造与统一的问题展开其重构运动造就了诸子盛世 。 王道主义是一个完

思想探索 。整的思想体系 、 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 ， 它以王

理解
“

道术将为天下裂
”

的时代背景 ， 需道为 目 的 、 以天道依据 、 以 民道为手段 。 诸子

要弄清楚什么是当时的
“

道术
”

？ 所谓
“

道术
”

学说中 ， 墨学发展 了 王道主义中 的 民道思想 ；

就是治理天下使之
一

统的根本法则和方法 ， 具老子学派发展了王道主义中 的天道思想 ； 法家

体地讲就是诸子们所共言的
“

先王之道
”

， 即王学派和儒家学派则分别发展了王道主义中 的王

道主义 ， 它经历夏的播种 、 商的培育 ， 至周达道思想 。 只是法家和儒家重建王道大统的思路

至成熟 ， 形成维系天下
一

统的 内在凝聚力和外和方法不同 ： 管仲所开创 出来的法家顺应时势

在操作智慧 ， 即礼乐制度 ， 并使 中 国上古历史要求探索
一

条
“

由 霸而王
”

的路子 ， 其社会行

迎来了西周周公召公之治的王道盛世 。 但 自公动的方法论是
“

以刑人礼
”

；
孔子所开创出来的

元前 ７７０ 年平王东迁始 ， 维系大一统的王道主仁学却坚持守护正统的路子 ， 其社会行动的方

义开始衰微 ， 由 此表现为周室王权下移 ， 诸侯法论是
“

以仁人礼
”

。

争霸 ； 诸侯争霸又加速了 以王道主义为灵魂的理解这一背景 ， 才可真正区分孔子时代 的

礼乐制度的崩坏 ， 这就是孔子及其前后的思想
“

异端
”

与
“

邪说
”

： 异端 ， 是指基于共同的王

家们所面对的时代现实 。道主义理想而形成的不同的认知视野 、 不同思

先秦诸子们陆续粉墨登场 ， 有一个共同 目想方法 、 不同探索路径 ； 与此相反 ， 邪说 ， 是

标 ， 那就是重建王道主义的大一统世界 ， 为此指从根本上反王道主义
“

道术
”

的一切认知 、

而必须设计
“

重新收拾旧山河
”

的社会拯救方思想 。 孔子杀少正卯 的理 由可以表明
“

异端
”

案 。 虽然 目标相同 ， 但他们各 自 为实践其 目标与
“

邪说
”

的根本分区 ： 《说苑 ？ 指武 》 记载

所确立思考的时代出发点不一样 ， 其看待天下
“

孔子为鲁 司寇 ， 七 日 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 。

道术分裂的视野与态度各有所异 ， 因而解决此门人闻之 ， 趋而进 ， 至者不言 ， 其意皆一也 。

一根本性时代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也截然不 同 ： 子贡后至 ， 趋而进曰 ：

‘

夫少正卯者 ， 鲁国之闻

由管仲所开创的簕王学派 （即法家 ） ， 他们 以政人矣 ， 夫子始 为政 ， 何 以 先诛之？

’

孔 子 曰 ：

治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敏锐和深邃 ， 正视人
‘

赐也 ， 非尔所及也 。 夫王者之诛有五 ， 而盗窃

性和权力 的双重现实 ， 提出 了切实可行地解决不与焉 ：

一

曰 心辨而险 ，
二曰言伪而辩 ，

三曰

天下
“

道术分裂
”

的行动方案 ， 即
“

以刑人礼
” 行辟而坚 ， 四 曰 志愚而博 ， 五 曰顺非而泽 。 此

的刑赏主义行动方案 。 老子所开创的大道学派

却从 自然主义出 发 ， 提出 了
“

去欲
”

、

“

静心
”

、 ① 郭庆藩 ： 《庄子集释 》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０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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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 ， 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 ， 苟行以的恰恰是仁与爱 。 这种体现仁爱的宽厚殷政 ，

伪 ， 则其知足以移众 ， 强足以独立 ， 此奸人之对于好古敏求的孔子来讲 ， 必然深晓 。

“

周政尚

雄也 ， 不可不诛 。 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 ， 文 ， 制度虽备 ， 而究不能久远维持 ， 至春秋而

今少正卯兼之 ， 是以先诛之也 。 昔者汤诛蝎沐 ， 有瓦解之势 ， 孔子或深睹徒法不能 自 行之理 ，

太公诛潘址 ， 管仲诛史附里 ， 子产诛邓析 ， 此又有取于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补救之 。 故于殷

四子未有不诛也 ， 所谓诛之者 ， 非谓其昼则功政宽简中发明
一

仁爱之原则 ， 乃 以合周礼 ， 而

盗 、 暮则穿窬也 ， 皆倾覆之徒也 。 此固君子之成
一体用兼具之系统 ， 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一

所疑 ， 愚者之所惑也 。

’

《诗 》 云 ：

‘

忧心悄悄 ， 深远之意义 ， 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后归宿

愠于群小 。

’

此之谓矣 。

”
？与 目 的 ， 亦于是成立 。 此最后 目 的之仁 ， 即 由

２ ？ 孔子之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生孔子述其所 自得于殷道而创设 ， 故仁言始盛于

成的理论语境孔门 。

”④ 萧公权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渊源梳理清

孔子曾 自我画像 ：

“

述而不作 ， 信而好古
”

。 晰 ： 仁爱思想源于殷政 ， 但
“

仁
”

概念生成于

面对孔子之 自 我画像 ， 我们既不可全信 ， 也不孔子体悟殷政之精华而提出 ， 并 由此形成了孔

可不信 。子的仁学 。

不可不信的是后半句 ， 即孔子确实是
“

信不可全信的是前半句 ， 即
“

述而不作
”

是

而好古
”

， 但绝不能以此而认为孔子是纯粹的守 孔子的 自谦 。 从形式上讲 ， 孔子没有系统地把

旧主义 ， 也不能以此将孔子视为是复古主义者 ，

自 己的思想和理想写成书 ， 但孔子却以言传身

尽管他还说 了
“

克己 复礼
”

之类 的话 。 因为孔 教和 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了 自 己 的思想 ， 完成
子

“

克己 以复礼
”

的
“

礼
”

学即是西周之学 ， 了 自 己的理论体系 。 具体地讲 ， 孔子传述古代

西周之学之于孔子来讲 ， 只是今学而不是古学 。 的经验和智慧 ， 是返本 ： 返本即是寻求时代性

古学之于孔子来讲是殷商之学和前殷商之学 ， 重建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 ， 这种历史依据和

理解这一点异常重要 。 孔子理论的核心 内容是 生活依据蕴含着天道法则和智慧 ， 更蕴含着深

仁学和礼学 ， 孔子仁学和礼学的思想资源 ， 就 刻的人性法则和智 慧 。 但孔子传述古代经验和

分别来源于周学和殷商之学 。 萧公权在 《 中 国 智慧仅仅是其起步 ， 其所追求的却是开新 。 所

政治思想史 》 中指 出 ， 孔子仁学的思想资源主 以 ， 返本开新 ， 构成孔子的人生 目 标 ；
返本开

要是后者 ， 因为
“

今存 比较可信之古籍记载周 新 ， 也构成孔子之道德哲学构建的基本路径 。

政者 ， 鲜为仁义之言 ， 如 《诗 》 雅 、 颂称周先具体地讲 ， 孔子返本开新中的
“

本
”

， 就是
王之德 ， 绝无

‘

仁
’

字 。 《 尚书 》

‘

今文
’

诸篇 传统 ， 即经历代代的努力而形成的王道主义思
亦不言仁……若就 《周书 》 、 《周礼 》 等观之 ，

想及其系统表述它的礼仪精神和礼仪制度 ； 其
则周人所注重ｍ长者为官制 、 礼乐 、 刑法 、

所需要开创的
“

新
”

， 在孔子看来 ， 就是既能使
农业 、 教育诸事 。 封建天下之典章文物 ’ 至周 传统新生 、 更能使时代新生 的那个

“

仁
”

。 因

始粲然大＃ 。

”？Ｍ而 ， 孔子的返本开祕要以礼为指南 以
“

仁
”

源于殷商 ， 因为殷商政治崇尚宽简 ： 《尚书
？ 舜

为下手功夫 ， 这就形成了孔子
“

返本开新
”

的

典 》 记载殷之先祖契为舜的司徒
“

敬敷五教 ，
“

以

在宽、 微子之命亦谓
“

乃祖成汤
”

，

“

抚民以
°

二 ＾
记 ？ 己

ｆ
见

Ｈ
网

① 雜永 ： 《歸编 》 ， 济南出版社鹏版―
四面 ， 祝曰 ：

‘

自 天下 四方皆入吾网 。

’

汤 曰 ：页 。

‘

嘻 ， 尽之矣 ！

’

乃去其三面 ， 祝 曰
：

‘

欲左 ，② 萧公权 ： 《 中国政治思想史 》 ， 商务印书馆 ２〇 ｉ ３年版 ， 第 ６７

左 。 欲右 ， 右 。 不用命 ， 乃人吾 网 。

’

诸侯 闻
￣

６８Ｓ 。

少 闩 ％俥至垒 菸食兽 ”， ③ 船商少
③ 司马迁 ： 《史记 》 ， 岳麓书社測 年版 ， 第 １５ 页 。

心 ， ｔｌ 您傲主矢 ， 汉离骨 。 既間 心 ④ 萧公权 ： 《 中国政治思想史》 ， 商务印书馆 ２〇１ ３ 年版 ， 第 ６８

不仅施于人 、 也惠及禽兽的宽厚政德里所张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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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本开新
”

的基本诉求和
“

以仁入礼
”

的是内省也是践行 ， 前者意即
“

内省无忧
”

、

“

内

实施路径 ， 形成了孔子学说的思想特征 ， 即省无惧
”

和
“

温故知新
”

； 后者乃指
“

吾 日三省
“

它不是以打倒现实 ， 去改造现实 ； 而是想攒入吾身 ， 为人谋而不忠乎 ？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

到现实之中 ， 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 。 传不习乎 ？

”

（ 《学而 》 ） 更重要的是 ， 修仁成仁

这用儒家 自 己 的术语 即所谓潜移默化 。 因的最好方法就是中庸 ： 中庸方法之于意欲修仁

此 ， 儒家是在封建制度的形式 中 ， 注人新的精成仁的君子来讲 ， 既应该
“

不愠
”

：

“

人不知而

神 ， 以改造封建制度 。

”① 也就是说 ， 由夏商周不愠 ， 不亦君子乎 ？

”

；
（ 《学而 》） 更不能

“

过
”

三代而形成的相对完备的王道主义及其礼仪制或
“

不及
”

； （ 《先进 》 ） 因为无论是认知 、 思考 、

度 ， 通过注人其修
“

仁
”

的精神内涵而获得了判断 、 抉择 ， 还是为人处事 ， 过或不及 ， 都是

脱胎换骨 。 比如 ，

“

君子
”

本是封建社会的贵族浅见 、 狭隘 、 偏私之体现。 当人满足
一得之浅

称谓 ， 但孔子赋予它
“

学而时 习之
”

等丰富 的见 ， 形成狭隘 、 偏私之陋习 时 ， 才产生专断与

修
“

仁
”

内涵和精神 ， 就焕然一新了 。蛮横 ， 才盲 目地排斥不同 的意见 、 看法和认识 ，

孔子返本开新所构建起来的道德哲学体现才攻击异 己之思想和观点 。 这就是孔子为何将

两个特点 ：

一

是探讨主题的特殊性 。 雅斯贝 尔
“

攻乎异端
”

视为妨碍人把 自 己成就为真正的君子

斯在 《大哲学家》 中将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称之之大害的根本理由 ， 因为它既违背博学内省的学

为创造生存
“

范式
”

的人 ， 但二人的路径完全而之道 ， 更违背持守正途的中庸之道 。

不同 ： 苏格拉底是从 自然人出发来探讨
“

人如＿
＿

何成为人
”

， 他将此体现其普遍性的人的问题概三、 还原君
■

子思＇想生成的Ｅ维

括为两个具体的生存问题 ， 即
“

什么样的生活语境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 既是孔子
“

学而

君子
”

， 他将此体现其特殊性的人伦问麵括为

两个具体的生存问题 ， 即
“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 ｎ
君子的生活 ？

”

和
“

怎财 君子的继
”

二是指涉范围 的广含性 。 近代英国大学里的道
上下 交

！ ＿出

德哲学 ， 包含伦理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 、 法学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思想生

神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 ， 而成为一门综合性士
＇

五爲伙塞你 —且 ￥广

学科 ； ？Ｌ子的道德哲学也与此有些类似 ， 它实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 夫子既卒 ， 门人相与辑而

＝ 二＝匕 论纂 ， 故谓之 《论语 》 。

，，②
《论语 》 编難理者

〈

人 题
不仅能真正理解孔子返本开新的道德哲学思想 ，

（即政治学 ） 、 仁爱 （伦理学 ） 、 中庸 （方法论 ） 、

学而 （教育学 ） 、 人性 （心灵学 ） 为基本内容而

构建起其君子理论 。 在其中 ， 礼乐是 目标指南 ，

仁爱是实践路径 ， 中庸是方法论导向 ， 学而是

起步与奠基 ， 人性是土壤和依据 。疏 ’ 但
＾
基本ｒｔ＊ 、 篇章顺序４构却

－直没＃

在孔子看来 ， 只有修仁才可成礼 ， 只有成

仁才可行礼 ， 只有以礼而生活 ， 才可生乐 。 然

而 ， 修仁成仁的基本路子却是
“

学而时习之
”

：

① 徐复观 ： 《 中 国学术精神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麵 年

“

学
”

就是求知 ， 求知必要广博 ， 即只有
“

博学 ② （汉 ） 班固 ： 《汉书 》 第 ３０ 卷 ， 中华书局 １ ９６２ 年版 ， 第

于文
”

， 才可
“

约之以礼
”

。 （ 《雍也 》）

“

习
”

既１ ７ １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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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共 ２０ 篇 ， 前 ４ 篇至为重要 ， 它不仅
“

过上君子生活
”

， 必须
“

学而
”

， 即必须
“

博学

浓缩了孔子 的基本思想 ， 也是孔子君子理论内省
”

和
“

敬德修业
”

； 第二篇 ， 讨论君子之

（即道德哲学 ） 的基本框架 。 孔子所生活 的时
“

学而
”

目标是为己 达人 ： 为 己达人的具体所

代 ， 是
一个

“

道术将为天下裂
”

的时代 ， 孔子指 ， 就是
“

为政以德
”

。 围绕这
一

为 己达人的 目

将这种社会状况出现的最终根源归结为人欲泛标 ， 君子之学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 ：

一

是
“

学

滥 ， 即贪麥与野心才导致礼崩乐坏 ， 而不是制而时习
”

其
“

礼
”

（第三篇 《八僧 》）
；
二是

“

学

度本身 。 基于此种认知 ， 孔子寻求解救的根本而时习
”

其
“

仁
”

（第四篇 《里仁 》） 。 学而时习

方案就是
“

克己复礼
”

。 实施这
一

解救方案的主其礼 ， 就是训练德行 ； 学而时习其仁 ， 就是养

题是如何使人成为君子 ， 它具体展开为两个维成德性 。 德性与德行的统一 ， 就是君子 ； 德性

度 ：

一是
“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君子的生活 ？

”

二与德行的统一 ， 才可真正实现
“

为政以德
”

。

是
“

怎样才能过上君子的生活？

”

致思前者 ： 只在孔子看来 ，

一

个人只有成为真正的君子

有有德性和德行 的生活 ， 才是君子的生活 ； 追才可担当起
“

为政以德
”

的重任 ；

一个人要成

问后者 ： 惟有通过不倦地
“

学而时习之
”

， 才能为真正的君子 ， 必须在
“

学而
”

不辍的人生过

获得做人的智慧和生活的德性与德行 。 孔子从程中并修德性和德行 ： 并修德性和德行 ， 既需

如上体认中提炼出两个原则 ： 即
“

博学 内 省
”

要
“

博学而笃志
”

（ 《子张 》 ） 的髙远和
“

君子不

的知识生成原则和
“

敬德修业
”

的生活践行原器
”

（ 《为政 》 ） 的视野 ， 还需要
“

不患人之不己

则 。 这两个原则却贯穿着一个人性假设 ： 即知 ， 患不知人也 。

”

（ 《学而 》） 的态度和
“

君子
“

性相近 ， 习相远
”

。 （ 《阳货 》 ） 在孔子看来 ， 人无所争
”

（ 《八僧》 ） 和拒绝
“

各于其党
”

（ 《里

的本性是天赋的 ， 它无善恶之分 ， 使人性获得仁 》） 的胸襟 。 以此来看 ， 孔子之学是
“

有容乃

善恶朝向的却是人的后天欲望和作为 。 换言之 ， 大
”

之学 ， 而
“

有容乃大之学
”

， 绝不是排斥他

本无善恶的人性 ， 因为后天性的利欲挟持而获技或小道之学 ， 也不是攻击不同思想 、 见解 、

得了或善或恶的多种可能性 ， 孔子本人对人性观点 、 主张之学 ， 而是辨别真伪 、 去粗取精之

本善却持怀疑的态度 ， 他认为能使人性向善的学 。 所以 ， 孔子论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 不

唯一光明大道 ， 就是博学内省 、 敬德修业 。 博是在向弟子们灌输偏激 、 片面的观念 ， 而是在

学内省 ， 就是获得仁 ， 即内 生仁性 、 仁心 、 仁向弟子传授方法 ， 即引导弟子学习如何辨别与

情 、 仁爱 ， 它具体敞开为恭 、 宽 、 信 、 敏 、 惠 ； 取舍的思想方法 、 认知方法 。

敬德修业 ， 就是言行守礼 ， 即在 日常生活 中做２ ． 孔子之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生

到孝梯 、 忠恕 ， 具体地讲 ， 就是敬慕贤人、 孝成的篇章语境

敬父母 、 忠诚君主 、 信用朋友和节用而制欲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出 自 《为政 》 篇 。

勤勉而慎言 。 （ 《学而 》 ） 从博学内省到敬德修《为政 》 篇的主题是
“

为政以德
”

。 关于
“

为政

业 ， 其所敞开的既是
“

以仁人礼
”

的进路 ， 也以德
”

， 人们习惯于将其理解为以德治国 ， 这种

是
“

仁德公道
”

的进路 。 前一种进路表述为君理解虽然没有错 ， 但很片面 。 因为在孔子的政

子必 自我成就德性 ；
后一种进路表述为君子必治世界里 ，

“

为政
”

之
“

政
”

的首要含义不是政

运用 自我成就的德性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 运用治 ， 而是伦理意义上的
“

正
”

， 即正直 、 端正 、

自我成就的德性去
“

齐家
”

， 这是将仁德 、 公道坦荡 、 堂正 、 公正 ， 即
“

政者正也 ， 子帅 以正 ，

施之于家庭 、 家族 ， 家庭 、 家族就充满仁德和孰敢不正 。

”

（ 《颜渊 》 ） 在孔子看来 ，

“

政
”

就是

公道
；
运用 自 我成就的德性去

“

治国平天下
”

，

“

正
”

， 即通过正 己来正人 。 为政 ， 就是指为人

就是将仁德 、 公道施之于社会 ， 社会就成为仁正直 ， 站立得直 ， 行走得端正 ， 处事公正 ， 让

德和公道的社会 。 惟有从这两个方面努力并做人信服 ， 使人遵从 。 换句话讲 ， 只有为人处事

到 ， 亲亲之乐的世界就会被创造出来 。正直 、 端正 、 正派 、 公正 、 公道 ， 才有德 ； 有

《论语 》 第一篇总论
“

人要成为君子
”

并德 ， 才使人信服 。

“

为正
”

才是
“

为政
”

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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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在驻守其本意基础上 ，

“

政
”

才获得
“

政能为政并为好政 ， 首先必须认知为政的道德本

治
”

的含义 ， 即政治本身应该是德性的 ， 德性质和掌握为政的本体方法 。 在此基础上 ， 要具

构成政治的本质规定与行为之价值诉求 。 所以 ， 备为政的主体能力 和熟悉为政的实践策略及其

为政的前提必须是德性 ； 为政的行为展开 ， 必要点 。 相对地讲 ， 如上三者中最根本的是为政

须体现德性 、 光华德性 。 这就是
“

为政 以德
”

的主体能力 ， 因为为政就是实行 ， 实行要达到

的基本含义 ， 也是
“

为政以德
”

的基本规定 。 良好的效果 ， 必须是为政之德性与德行的有机

具体地讲 ，

“

为政以德
”

是孔子的基本政治主统一 。 对于君子为政的主体能力 问题 ， 孔子认

张 ，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 ： 首先 ， 政治是伦理的 ， 为最重要的有六个方面 ， 即为政方法 、 为政理

为政必须是伦理的 、 善的 ； 其次 ， 政治的本质想 、 为政视野 、 为政 品格 、 人格力量 、 学而能

是正 ， 为政必须求正 ； 再次 ， 为政的基本方法力 、 辨正能力 。 孔子将这六个方面的 问题分别

是正己 以正人 、 正己 以正事 、 正 己 以正 国 。 因作为专题讲解 ， 弟子们听后将这六个专题主题

而 ， 正己 以正人、 正 己 以正事 、 正己 以正 国 ， 用简要的语言记载了下来 ， 就形成现在的文本形

才是真实的 以德治 国 。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 了态 。 孔子将君子为政必具备客观辨正的能力作为

《为政 》 篇的基本内容 。最后
一

个专题时 ， 又将其分成两个具体专题来讲

《为政 》 篇的主题是孔子培养 、 引导 、 训练授 ， 可见其辨正能力对于为政以德的重要 。

弟子如何学习为政 ， 全篇 ２４ 章 ， 大致可以分成孔子引导弟子训练为政能力 ， 其理路是从

三部分内容 ： 第一部分是第 １
？ ８ 章 ， 讨论

“

为具体到抽象 ： 首先传授为政实践的
一

般方法 ，

政以德
”

基本 问题 ， 这些基本问题有三 ：

一是包括主体认知方法和主体实践方法 ， 然后讨论
“

为政
”

的伦理本质 （第 １ 章ｈ 二是
“

为政
”

为政的理想 、 视野 、 品格 、 人格力量 ， 意在于

的本体方法及其主体要求 （第 ２
？

４ 章 ）
；
三是揭示为政实践的一般方法如何形成 、 怎样掌握

为政的核心任务 （第 ５
？８ 章 ） 。 第二部分是第 ９和提升 ， 最终必须以具有温故固本的为政理想 、

？
１７ 章 ， 讨论为政者的 自身要求和主体条件 ： 有容乃大的为政视野、

“

周而不比
”

的为政品

首先讨论为政者必须具备
“

为政
”

的一般方法格 、

“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

的为政人格为前提条

（第 ９
？

１ ０ 章 ）
； 其次讨论为政者必须具备

“

为件 。 然而 ， 这四大前提条件的具备 ， 以及要得

政
”

的主体条件 ， 这就是温故固本的政治理想到不断提升 ， 必须学会并具备很强的学而不息

（第 １ １ 章 ） 、 通才的为政视野 （第 Ｉ２章 ） 、

“

先行和辨正守正的能力 。

后言
”

或
“

行而要言
”

的为政品格 （第 １３ 章 ） 、在孔子的君子世界中 ，

“

学而
”

就是学与
“

周而不比
”

的人格力量 （第 １４ 章 ） 、 学知互动思、 学与行的统
一

。 但学与行的统一是建立在

的为政习惯 （第 １ ５ 章 ） 、 辨别守正的为政能力学与思的统
一这一基础上的 。 学与思既是为了

（第 １ ６
？

１ ７ 章 ） 。 第三部分内容是第 １８？ ２４ 章 ，

“

敏于事而慎于言
”

， 更是为了
“

先行其言而后

主要讨论为政的实践要点与根本策略 。从之
”

。 因而 ， 君子修德必学与思 ， 其关键是对

由此可知 ， 《为政 》 篇的每
一

章内容都是围所学所思的辨别 、 辨析 、 辩正 ， 并通过这种对所

绕
“

为政以德
”

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 第 １６ 章学所思的辨别 、 辨析 、 辩正的持久不息的训练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也不能例外 ： 孔子论异坚固其守正
“

为政以德
”

的政治理想和实践精神 。

端 ， 不是在一般的认知论层面展开 ， 而是相对３ ？ 孔子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思想生成

为政者如何具备其主体条件而论 的 ， 此其一 。 的交流语境

其二 ， 孔子论为政 ， 不是
一

般的理论致思或系围绕
“

为政
”

之主题语境并联系上下章的

统思想的阐发 ， 而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 中展开语境来看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 是孔子围

的 ， 即孔子将
“

为政
”

作为君子之必学课程予绕君子如何修养为政之德性和德行问题 ， 教导

以教授 。 他教导弟子们 ： 君子的人生理想应该弟子们怎样才能学会
“

在学 中 思 ， 在思 中学
”

是治平 ， 这是时代赋予每个君子的使命 。 君子守正
“

为政以德
”

的君子理想及实践精神 ，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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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告诫弟子 ， 要守正
“

为政以德
”

的君子理想 ， 己学 、 探索正道 、 实践为政理想的主体性前提 ，

必须在学与思的方法论修习与掌握上下功夫 。 如果不具备这种主体性前提或者思想认知 的免

学与思的方法论 ， 就是辨别 、 辨析正确与错误疫能力 ， 不知所以地拒斥
一

切
“

异端
”

或胡乱

的能力 ， 就是辩正方向和守正基本思想的能力 ， 地 、 任性地甚至不加任何理性反思地接受这些

这种能力对于君子来讲 ， 既是
一

种为政的 内在
“

异端
”

， 就会产生实际 的危害 。 这就是孔子对

德性 ， 更是一种为政的基本德行 。他的弟子发出
“

攻乎异端 ， 其害也 已
”

的谆谆

孔子为何要教导弟子辨别 、 辨析 ， 并通过教导之本原语义 ： 凡是不加思索 、 不加辨别地

其辨别 、 辨析来辩正方向 、 守正思想 ？ 这是因攻习不同政治主张或不加思索 、 不予辨别地攻

为孔子所生活的时代 ， 是
一

个
“

道术将为天下击不同政治主张的行为或做法 ， 对于任何要想

裂
”

的时代 ， 在这样的时代现实中 ， 各种思想 、 成为
“

为政以德
”

的君子来讲 ， 都是有害的 。

学说风起云涌 ， 各种弥合业已分裂的
“

天下道》

术
”

的社会拯救方案 ， 频繁产生 ；
更重要的是 ，四 、

在这样
－个众说纷誠时代 ， 要持守正道或者容忍度思想

说
“

死守善道
”

是难的 ， 尤其是对于心怀施＃当我们尝试运用语境还原方法 ， 对
“

攻乎
雄心的英才们 ， 则是更难 。 然而 ’ 这仅仅舰

异端 ， 斯害也已
”

做了如上五个层面的义理检
ｆｔ的

—般状况 ’ 具体地讲 ’ 各家学说 、 各种ｆｔ
释 ， 再回过头来整体观之 ， 亦可做如下概括 。

ＩＭＭ 、 Ｂ首先 ， 无论从整猶 ， 还是从具体的篇章
经广为传播了 ■

＾

这无疑已在事实上对孔子
二
复

语境论 ， 孔子之
‘‘

异 端
，，

论 ， 与后 人所讲 的
周

”

的信念和
“

为政以德
”

賊治理想和实践 “

小道
， ，

、

“

邪说
，，

没有关系 。

“

邪说
，，
一

语出 自

方案的实施产生 了很大賺碍 。 更
气
要 的是 ，

荀子 ， 他在 《非十二子 》 中将
“

不法先王 ， 不

是礼义
”

的法家 墨家等学说都称之为
“

邪
Ｂ经事实上对孔门弟子形成诱惑 ， 可能有些弟

说
”

。
① 荀子的

“

邪说
， ，

论为秦汉以来的
“

党同

伐异
”

论提供了依据 ， 也为后世把
“

异端
”

与
方案 、 其他施治主张 ， ｔｂ如 ， 子夏就是孔门 巾 “

邪说
，，

相提并论、 并将孔子的
“

异端
”

说理解
－

位喜习异端和致力创Ｍ人 ’ 这不能不引？
成

“

邪说
”

论 ， 提供了顺理成章的路径和方法 。

自汉睛 ， 儒家学删外相争在每一个时期

５ 都排练出正统与邪说的势不两立 ， 其实都根源
方案 ’ 使弟子们寸正 为政以德

”

的王 ｉｔＭ
于荀子之

“

邪说
”

论 ， 这种
“

邪说
”

论与孔子

了
德性能力 ， 成为

２
“

异端
， ，

论没有任何联系 。 后人在注疏或讨

论孔子之
“

异端
”

论时 ， 总是将其与
“

邪说
”

、

、

正是基于如上的时代语境 、 政
”

“

小道
”

、

“

他技
”

之类拉扯在
一起 ， 实是人们主

学说、 君子理細生存处境 ， 孔子才将
“

攻￥
观臆想之体现 。 正如程树德先生言 ：

“

若夫党同
解 ，

伐异 ， 必至是非蜂起 ， 为人心世道之害 ， 故夫
以此引导弟子们守正儒学的王道理想 、

“

为政以

＝其次 ， 孔子之
“

异端
”

说 ， 有其 明确 的指

獅象范關规定性 ， 即它仅限定在
“

为政
”

— ， 而不雜－般认知 、
—般学说。 更具体

流付于那个时代的各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 政治

主张、 政治行动方案 ， 教给弟子们辨别 、 辨析

其不同政治理想 、 政治主张 、 政治行动方案的
？⑴ ’ 中华—＿版 ’＿

根本方法 ， 这是形成思想认知免疫能力 、 守正② 程树德 ： 《论语集释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１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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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容忍度思想


地讲 ， 孔子之
“

异端
”

， 实指相对
“

为政以德
”

毋必 ， 毋固 ， 毋我 。

”

（ 《论语 ？ 子罕 》 ） 因为人

之君子学说而论的不同政治立场所形成的不同
一旦 自我愚狂地

“

意
”

、

“

必
”

、

“

固
”

、

“

我
”

， 就

政治见解 、 政治观点 、 政治理想 、 政治思想以根本不可能将 自 己造就成有真仁心、 仁德的君

及不同政治实践方案 。子
，
这样的人为政 ， 只能祸害社会 。

再次 ， 孔子的
“

异端
”

论 ， 不是为政治见不难发现 ， 孔子的
“

异端
”

论 ， 既不是盲

解 、 政治观点 、 政治理想 、 政治思想及其政治目愚昧的偏信论 ， 也不是霸道愚狂的否定论 ，

实践方案划定界限 ， 不是区别什么是正统与非而是
“

多闻阙疑
”

论和
“

多见阙殆
”

论 。 （ 《为

正统 ， 也不是区别正说与邪说 ， 而是将当时 出政 》） 因为无论是盲 目愚昧的偏信论 ， 还是霸道

现的不同政治见解 、 政治主张 、 政治理想 、 政愚狂的否定论 ， 都是丧失 自 己 、 抛弃正道的愚

治思想作为教学内容 ， 针对性引导和训练弟子昧做法 。 只有
“

多闻阙疑
”

的兼听论和
“

多见

学会辨别和认知 ， 学会判断和选择 ， 学会冷静阙殆
”

的兼观论 ， 才是提升 自 己 、 持守正道的

和客观 ， 教导弟子们对待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 君子大法 ， 也是升华 自 己 、

“

死守善道
”

的为政

不同的政治学说 、 不同的拯救时代的社会方案 ， 大法 。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之

都不能视而不见或盲 目轻信 。 孔子告诫弟子们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的真正政治学含义 。

在这个
“

道术将为天下裂
”

的大变革时代 ， 任孔子的政治学亦是其道德学 ， 将道德的智

何视而不见或盲 目轻信都是有害的 ， 因 为 ， 在慧和政治的智慧融为
一

体而形成对为政者的要

这样的大变革时期 ， 任何形式 、 任何方式的盲求 ， 或者说形成对弟子的培养引导思想 ， 就是

目和轻信 ， 都将有可能消解正道 ， 丧失 自 己 ， 孔子的君子理论 。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
“

攻乎异

使之误人时代性的歧途 。端 ， 斯害也已
”

， 其所表达的表层语义 ， 是
“

多

同时 ， 孔子还告诫弟子 ， 在这个风云变幻闻阙疑
”

和
“

多见阙殆
”

的政治学智慧 ； 其所

的特殊时代 ， 任何意欲要投身于
“

为政
”

洪流表达的深层语义 ， 即是最深刻的伦理智慧 ：
蕴

的君子来讲 ， 不可逃避地要面对来 自于各个方含在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之中 的至为深刻

面的不同政见 、 不同社会主 张 、 不同
“

重新收的伦理智慧 ， 即是道德容忍的智慧 。

拾旧山河
”

的拯救方案 ， 因而 ， 决不能不问青所谓道德容忍 ， 是指对不同意见 、 不同看

红皂 白 地排斥 、 否定 、 拒绝 ， 必 须具备
一

种法 、 不同观点 、 不同思想 、 不同做法甚至是反
“

有容乃大
”

的胸襟 、

“

君子不器
”

的整合融通对 、 排斥 、 否定 自 己 的做法或行为 ， 持
一种广

能力和
“

周而不 比
”

的人格力 量。 只有这样 ， 纳和宽厚的态度 。

才不会凡事盲 目 轻信或凡事排斥否定 。 孔子告７４孔子来讲 ， 道德容忍是
一

种胸襟 ， 也是

诫弟子 ， 凡事盲 目 轻信 ， 这是丧失 自 己
； 凡事 一种气度 ， 更是一种认知和思想 ，

一种主见和

排斥否定 ， 就是 自 以 为是 ， 固步 自封 ， 最终形正道 。 概括地讲 ， 道德容忍既是一种君子德性 ，

成
“

各于其党
”

的偏执与愚妄 ， 君子之德性将也是
一种君子德行 。 在孔子的君子世界里 ， 道

会荡然无存 。 孔子告诫弟子们 ：

“

人之过也 ， 各德容忍构成其君子理论
一一

具体地讲是他的政

于其党 。 观过 ， 斯知仁矣 ！

”

（ 《里仁 》 ） 人在成治学理论和伦理学理论
——的基本主题 ， 因为

就 自 己为君子的人生过程中 ， 最大的错误或者其道德容忍思想才把他的政治理论和伦理理论

说根本性的罪过 ， 就是以 自 己 为绝对尺度 ， 以统一起来形成 自成一体的君子理论 ， 并且通过

自 己为是非标准 ， 排斥一切 、 否定
一切 ，

“

各于其道德容忍思想才把
“

学而
”

、

“

为政
”

、

“

德行
”

其党
”

。 孔子认为 ， 这种
“

各于其党
”

的狭隘胸有机地统一起来 ， 真正打通
“

以仁入礼
”

的通

襟 、 愚狂人格和浅薄认知 ， 根源于唯我独尊的道 ， 将
“

仁德
”

、

“

公道
”

、

“

中庸
”

统一于
“

修
“

意
”

、

“

必
”

、

“

固
”

、

“

我
”

陋习 。 所以 ， 孔子警身 、 齐家 、 治 国 、 平天下
”

的践行之中 ．

示弟子们 ： 要想成为 真君子 的人 ， 必须 杜绝孔子之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所体现出
“

各于其党
”

的陋习 ， 其根本方式就是
“

毋意 ， 来的道德容忍 ， 并不是无限度的容忍 ，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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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原则的容忍 ， 而是相反 ，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度之
“

度
”

， 就是以
“

仁德
”

和
“

公道
”

为双重

已
”

所主张的道德容忍 ， 始终是有限度 、 有原目标 、 以
“

以仁人礼
”

为基本进路 、 以
“

中庸
”

则 的 。 孔子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 已
”

所蕴含的为方法论的儒学正道 。 对这
一正道的至死不渝

道德容忍度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出 来 ： 从正面的守正 ， 就构成了孔子道德容忍度思想 。

讲 ， 就是慎取 ， 即 面对任何新颖 的 、 刺激 的 、进一步讲 ， 孔子道德容忍度思想的完整构

甚至是有感觉的 、 充满诱惑或魅力 的新说 、 新成要素有五 ：

一

是依据 ， 即以
“

仁德
”

为个体

见 、 新观点 、 新主张 、 新思想 、 新理论 ， 都不目标并以
“

公道
”

为社会 目标、 以
“

以仁人礼
”

能盲 目轻信 ， 要保持客观和冷静的理解 、 判断 、 为基本进路和 以
“

中庸
”

为方法论的正道 ；
二

选择 、 取舍 。 从反面讲 ， 就是广纳 ， 即一切形是姿 态 ， 这就 是必须具备
“

人不知 而不愠
”

式的小道 、 他技或来 自各方面的不同见解 、 观 （ 《学而 》 ） 之宽容 、 豁达 、 严诚的姿态 ； 三是具

点 、 主张 、 思想 、 理论 、 方法 ， 都需以
“

大海备
“

有容乃大
”

的广纳胸襟和气度 ； 四是具备

般浩激
”

和
“

天空般广阔
”

的胸襟容纳 ， 而不
“

君子不器
”

的整合融通的慎取能力 ；
五是方

盲 目排斥 ， 不任性否定 ， 不凭好恶而主观拒绝 。法 ， 即既要
“

多闻 阙疑
”

， 又能
“

多见 阐殆
”

，

广纳和慎取构成孔子道德容忍 度的两个扇还要
“

敏于事而慎于言
”

和
“

先行其言而后从

面 ， 形成广纳和慎取两个扇面 的 内 在依据是之
”

。 在孔子看来 ， 只有具备了如上内涵要求的
“

为政以德
”

之道 。 这个道就是共同的人性 ， 对道德容忍度 ， 才可真正发现和辨别
“

攻乎异端
”

它的具体表达就是
“

仁
”

和
“

礼
”

。 对仁与礼予的危害性 ； 也只有具备了避免
“

攻乎异端
”

的

以为政实践的路径 ， 就是
“

以仁人礼
”

； 通过能力 ， 才可成为真君子 ， 具备为政的德性和施
“

以仁人礼
”

的践行而实现个人的仁德 （ 即正政的德行 ， 为政以德的拯救道路才可得以真正

己 ） 和社会 的公道 （ 即正人 ） 。 以
“

仁德
”

和地开辟 。

“

公道
’ ’

为 目标 ， 以
“

以仁人礼
”

为路径 ， 这就

是孔子的儒学正道 ；
对其正道的守正并始终不本文作者 ：

四 川 师 范大 学二级教授 ， 特聘

懈 ，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

死守善道
”

。 所 以 ，教授 ，
四川 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

攻乎异端 ， 斯害也已
”

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容忍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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