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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道德教育对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的启示 ①

李　爽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不朽学说。《论语》中仁者爱人、义以为上、
礼之指引、智者无惑等道德教育的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实践路径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同时，《论语》

中道德教育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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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论语》中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论语》中道德教育是以培养理想人格为目标，以完

善个人道德体系为己任，把仁者爱人、义以为上，礼之指

引、智者不惑等内容作为齐家、治国的出发点，从而亲身

实践达到教育目的。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学说与《论

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

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１］

１．１　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做人的根本。“孝

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篇》）孔子认为，

仁爱的根本是孝道。如果一个人能孝顺父母，那就不会

犯上作乱。也就是说，孔子重视子女对父母兄长的态度，

这样走入社会才能懂得与世人相处的技巧和方法；“泛爱

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篇》）与《中庸》所述“仁者仁

也，亲亲为大”，孟子所说“亲亲，人也”一脉相承。它表

明，孔子提倡的重仁爱人，主要是爱父母、以爱父母为仁。

反应了孔子论学，重在德行，注意青年人的伦理教育，适

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

·里仁篇》）孔子认为，为仁者，心无所私，所以才能真实

客观地看问题，从而做到真正的好善恶恶。仁发于人心，

人心有好恶之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篇》）是“仁”的极致发挥。

１．２　义以为上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君

子以道义作为万事衡量之标准，不计个人得失，从大局出

发安民济众；而小人则以外在的东西做参照物，不辨是非

肆意妄为，只重利益。“诚如雨果指出的，人有了物质才

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理想是构成人之本质的一

个重要因素。”［２］君子是谋社稷民生大义大利之人。义，

不仅是君子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更是一种崇高人生境界

的追求。“直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

以成之’（《卫灵公》）才说明君子已经把义这种外在的道

德行为规范转化成内心的天然道德义务，完成了由道德

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质变过程，从而心中再无有丝毫不敬

畏、不服膺的余地。”［３］

１．３　礼之指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指用刑法来约束

人们，只是想暂时性地使其免于罪过，人们不会为自己所

做的事情感到罪过。而具体提供给民众的、让民众接受

并执行的施政措施，则应是德方面的教育、礼方面的引

导。不但会使人们有羞耻之心，而且使人心归善。任何

强制性的制裁都难以达成主观上的道德自律。孔子云：

“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作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点

到为止、力求和谐的意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和”是指真理、原则一致，不“同”，不管差异多大，

忽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与人之间会有思维的偏差，

个性不同，社会环境的氛围也会大不一样。事与事之间

会有不同的矛盾，怎样才能中和矛盾，调整偏差，就靠

“礼”的引导和调节的作用。

１．４　智者不惑
智即睿智，智慧。孔子强调通过多方面知识修养的

提高来促成道德修养的升华。孔子曰：“博学而笃之，切

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 子张篇》）就是说，智

的自觉努力过程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博学”和“近思”。

道德品质的完善建立在广博学习的基础上，知识即美德；

智者还应重信“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论语·子路篇》）所以君子一定要名正言顺，才能够说

得清楚，说出来才必然能做到。有道德修养的人凡事对

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以诚会友，以信取人，言必

行，行必果。这样才能言而有信、取信于人，否则定诚信

缺失，与其周围人格格不入，终日不得志。但凡做到这两

点，人生方能活得明白不受困惑。

２　《论语》中道德教育的历史局限性
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游列国游说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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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受待见。偶尔有封建君主愿意采纳孔子的仁义学

说，大多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利用《论语》中道德教

育的局限性来安抚民心。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用发展的

眼光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２．１　孝悌观念的局限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

谓孝矣。”（《论语·学而篇》）父亲健在时观察他的志向，

父亲去世后考察他的行为，如果能长期遵守父亲生前的

行为准则不改变，就可以说尽了孝道了。这里孔子默许

的前提是父亲的行为准则就一定是正确的，严格履行了

封建“三纲”中的“子为父纲”；“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论语·篇》）“更明确地说明了‘孝’是一切

‘德’的本，是所有教化产生的始端。”［４］这里认为，孝道是

教化的必然选择。以上想法自然受到封建社会的束缚，

不符合常理和自然规律，以偏概全。当下，遵纪守法、爱

岗敬业、品德高尚的父亲固然可以影响他的孩子，但违法

乱纪、玩忽职守、品行低下的父亲就不必学习了吧。况且

虎父犬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中，孝固然是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但绝不是概念上的

唯一。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批判地吸

取道德教育中精华的部分，去其糟粕的局限。

２．２　等级观念的局限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篇》）是什么事情让圣人孔子忍无可忍，甚至愤怒了呢？

一个“礼”字。“八佾”指天子八俏，当时宫廷的舞乐队列；

而“舞”的主人则是只应有六佾的季氏，在家中以天子的

礼仪八佾起舞，是公然的对权力的昭显，对等级的挑衅。

孔子自是维护封建等级的政治秩序，终于爆发了。当代

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来指导学科建设，不能断章取义。只有深入的学习才能

懂得为什么必须跨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

义。这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不能有急躁、偏激的

情绪。

３　《论语》中道德教育的思想政治启示
《论语》重视道德教育。但随着西方一些腐化思想的

不断渗透，道德教育受到了冲击与挑战。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如何在内容上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信念，在实

践途径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

３．１　对当代思想政治内容上的启示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建立完

善人格，这些都与《论语》理想人格的培养、个人道德的塑

造相一致。仁，是一种情怀。要以一颗宽容爱人的心去

看待他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仁者爱人，推及他人，将

心比心。待人处事之时切勿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量。

倘若自己所讨厌的事物，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与他人

的人际关系，也会将事情弄得僵持而不可收拾。

孔子“义以为上”人格境界的定位，对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中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也有所启示：要树立远大崇高的人生理想，精确地

指导正确的科学实践；个人价值包含于社会价值之中，要

在社会中实现自身真正价值。君子重义轻利的高贵品质

净化着社会的风气，提升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境界。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更注重“礼”的引导。“孔子试

图以德来重塑一种理想人格，希望用理想人格来践行仁，

进而构成统一规范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５］当代思想

政治教育应积极引导人们展开正确的思想斗争，纠正错

误思想认识。通过民主教育采取相互沟通的方式，对人

们进行心理上的合理调整、人际关系的和谐引导，从而达

到提升人们思想境界、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目的，促进社

会的繁荣、稳定、发展。

在教育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是矛盾运动的，应借鉴

“博学”“近思”“诚信教育”等途径来扩大教育影响，既营

造合力的道德环境，又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当代思想

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要系统

地学习思想政治科学理论知识，还要掌握思想行为变化

规律，更要培养高尚良好的道德情操。

３．２　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途径的启示
３．２．１　德与才的统一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通过“慎独”“自省”等强调内

心的思想转化手段、“博学”“近思”等外在途径的自觉努

力，寻求“德”“才”内外化的结合，才能确保道德素质的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加强品德教育与传授科学文

化知识相辅相成，在德中治学、在学中养德，才不至于才

高德浅；社会实践中，只有将做品德高尚的人与脚踏实地

地工作紧密相连，品德高尚、勤勉上进，才不会显得坐而

论道、德行不高。我们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培养

和提高人们对道德教育的认知水平，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地把正确的教育规范传授给人们，进而指导实践，做到德

才统一。

３．２．２　知与行的统一
“知”是“行”的手段，“行”是“知”的目的。既要受到

道德教育的启发，又要注重实现道德教育的行为表现。

《论语》中有多处孔子抨击知、行不一致的话，“巧言令色，

鲜矣仁。”（《论语· 学而篇》）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

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

违，居之不疑。”（《论语· 颜渊篇》）只是外表上装出的仁

德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自居不惭

愧。“我们要借鉴孔子身体力行的思想，引导人们正确看

待知与行的关系，着重强调道德的践履，要求言行一致，

强调好学多思，培养内惠外美的高尚道德情操。”［６］如此

才能做到知行一致。

３．２．３　理想化与时效性的统一
孔子希望用道德规范来塑造个人崇高的品格，通过

这种理想化的因素去推动历史的进步，维护社会的秩序

稳定，进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当代思想政治

教育中，人们道德素质的高低是通过对“行”的考察才能

见“知”的成效。孔子的孝悌、阶级的局限在当下都是过

于理想化的、不合时宜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教

育的实效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定共产主义信

念，掌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只有理想化

和时效性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不断更新和教育实践的不断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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