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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君子不器&作为私学课程的意义指向!以其意象性的目标和价值表述方式分环勾连出孔子私学课程图景#

%君子&是%民&经过教化后的理想状态# %区以别矣&%不多也&%上达&是构成%不器&的材料# %不&展现出学生的可塑

性!表现在%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和%勇者不惧&三个方面# 在%君子不器&的传承与延续中可以开掘出对今天课程改

革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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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以课程为视角#孔子在开办私学时并没有对

自己和学生的教育教学活动事先制定什么具体的

标准和计划#但孔子对学生是有期望的% 这种期

望不仅蕴含着孔子对个人存在的理解#而且展现

出孔子对学生发展理想状态的愿景% *论语+中

有不少关于理想人的概念!圣人(贤人(君子(仁

者(善人(成人(大人(士% 在这些概念中#有些表

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超凡境界#有些表示人的某

种内在品质#有些表示人自然成熟的状态#还有些

与人的先天禀赋密切相关% &人类教化的一般本

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 谁沉湎

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的%'

!以人的个别

性向普遍性提升的观点看#只有每个人可实现的

理想人的概念才能作为课程目标的概念% 孔子曾

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

矣%'"*论语/述而+$看起来#圣人高于君子#是

人格的完美典范和成人的至高境界% 但圣人在现

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君子'才是每个人都可

观察(可理解(可体验(可接受(可实现的% &实际

上#孔子当年办学#办的就是培养1君子2的学校#

孔子就是1君子之师2#孔子之学就是 1君子之

学2'

"

% 而&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正是孔

子私学课程目标的独特表达% &意义就是这个筹

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

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

#

&君子不器'作为私学

课程的意义指向#以其意象性的目标和价值表述

方式分环勾连出孔子私学课程图景%

一5从%民&到%君子&

&君子'是&民'经过教化后的理想状态% 什

么是&民'0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

写道!&民之号取之暝也% 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

暝为号0 ,,性有似目#目卧幽而暝,,譬如暝

者待觉#教之然后善% 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

不可谓善,,民之为言#故犹暝也#随其名号以入

其理#则得之矣%'可见#&民'指的是人蒙昧无知

的混沌状态% *周易/蒙+中写道!

蒙0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

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利贞%

,彖-曰0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志应也% '初筮告)#以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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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蒙

以养正#圣功也%

当民处于蒙昧混沌状态时#对自己和世界的

认识是模糊不清(幽暗不明的#而这种情况犹如身

处高山险峻#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 遇到险境和

困难而停止不前#就是蒙昧不明#就需要求助外力

的启蒙% 这种启蒙不是老师求着蒙童来学习#而

是蒙童求着老师启发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老师

和蒙童的心志才能互相应和% &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是我国教师学生观的思想渊源% 这里的

&求'突出了学生自身对学习的基本态度#这一态

度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学生在自然发展和环境

影响下形成的自发性% 学生是否具有这种&求'

的自发性以及这种&求'的自发性参与学生学习

的程度#决定了学生的类型% *论语/季氏+中

写道!

孔子曰0'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

学#民斯为下矣%)

在孔子看来#进入课程世界的学生有四类!第

一类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这样的人是上等的人#也

是不需要进行教化的人% 第二类是学了然后知道

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次一等#但因其与生俱来的自

我教育能力#所以也不需要过多教化% 第三类是

遇到困难然后去学习的人#这样的人又要次一等#

但毕竟有获取知识的需要和向人求教的愿望#因

而是教化的重点对象% 第四类是遇到困难还不学

习的人#这样的人是最下等的#因为这样的人既没

有求学的愿望#更不愿付出求学的努力#再怎么教

化都是无济于事的% 由此#真正能从课程世界获

益的就是第二类学而知之者和第三类困而学之

者% 而孔子对学生的期望也主要寄托在这两类

人中%

&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得到教化后#

呈现出的&君子'是怎样的呢0 *论语/宪问+记

载道!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0'羿善射#?荡

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0'君子哉若人* 尚

德哉若人*)

南宫适在学习了羿善射(?荡舟(禹稷躬稼等

历史人物的事实性知识后#琢磨出了自己的理解

和有关&尚德'的个人知识% 这一理解从君王何

以得天下的角度#重新考察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

得失及历史地位#将个人能力的评价标准建立在

能否&有天下'的宏大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以

&德'为判断准则#将人的成就价值从个体层面上

升到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历史层面% 所以#尽管

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的发问#但在他看来南宫适

已经是君子了% 从课程教化的立场看#这里的君

子不是一般的终极的目的#而是一种&达到身心

安宁(平静无纷扰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对求道或

行道的深切体会#并且认识到求道或行道本身就

具有终极和绝对的价值'

!

% 由此#在课程教化中

形成的君子不是遵循计划塑造出的成品#也不是

按照可预见步骤完成的结局#而仅仅是一种境界%

对这一境界的追寻不是去达成或达到什么由数量

关系构成的目标#而是一种具有体验价值和追寻

意义的状态%

既然君子是一种可体验的状态#那么这种体

验有没有终点和尽头呢0 颜渊作为孔子的学生#

经常被孔子树立为&好学'"*论语/雍也+$的典

范% 作为好学者的颜渊有着丰富的君子体验#那

么他是如何看待课程中的君子境界的呢0 *论语

/子罕+中写道!

颜渊喟然叹曰0'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

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末

由也已%)

在颜渊的体验认识中#求学的过程首先是需

要学习典范的#而作为君子的孔子恰恰就是众学

生学习的典范% 这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君

子学风看得见却摸不透% 如果说君子是课程目

标#那么这种目标的边界只是一种前后关联中的

处境% 这个处境不仅是君子展现出个人价值的社

会政治环境和日常文化生活#而且是君子&通过

一个联系的世界向着一个目的的自我设计'

"

%

作为课程目标的君子其实是学生自我谋划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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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个自我谋划需要根据法则行动#但也是自

觉的结果%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便是

自觉%'

!这个自觉既包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中的&知')也包括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

仁+$中的&省')还包括&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

乎0'"*论语/阳货+$中的&安'% 自觉#是个体

对外界境遇的觉知#是对自己内心活动状态的昭

明#是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判断% 真正让颜渊

&欲罢不能'的正是这种内在的自觉%

孔子私学课程的魅力就在于与学生的合作

性% 即便是课程目标也并不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

的#离开了学生的自觉求蒙和自我设计#成为君子

的课程目标就无法成立% 尽管在课程中教师对学

生有所期望#但这种期望仅仅是一种邀请#邀请学

生参与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邀请学生将个人的志

向与教师的期望形成一致% 由此#学生参与课程

的条件正是学生的自觉%

二5%不器&的材料

作为私学课程目标的君子#是人发展过程中

的一种境界和状态% 那么如何描述君子呢0 从表

达方式看#*论语+中有关君子的描述主要有三种

样式% 第一种!与&小人'比对% 例如!&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泰

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君子

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 第二

种!归纳君子的表象% 例如!&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君

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

言也厉'"*论语/子张+$% 第三种!突出君子的

特质% 例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里仁+$)&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宪问+$)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

公+$% 可见#在孔子私学课程中的君子虽然具有

不同的部分#但这些部分的内容是不可分的%

&针对现象学领域而言#针对现实被体验内容的

领域而言#所有内容都是不可分的% 并且这同样

也适用于在显现者本身的整体统一方面的显现的

事物内容%'

"认识君子必须从整体统一的方面去

显现各部分内容#这些各部分内容不能决定君子

的存在#相反#只有君子的本质才能决定这些部分

内容的表象% 那么#君子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0

&本质是一种新客体% 正如个别的或经验的直观

的所与物是一种个别的对象#本质直观的所与物

是一种纯粹本质% 这里提出的不只是外在的类

似#而且是一种彻底的共同性%'

#

*论语/为政+

中写道!&孔子曰!1君子不器2%'作为君子本质的

&不器'不能全面地包括君子的所有内容#但却是

将君子的诸多方面统合在一起的共同性% 这种共

同性以对象的方式被把握#并通过经验(事实(意

识等质料得以直观% 我们可以从&区以别矣'&不

多也'&上达'三方面对&不器'进行本质直观的

认识%

!一"区以别矣

&君子不器'本身是一种意象性的描述#将君

子这一抽象概念比喻成&不器'% 理解&不器'的

切入口在&器'% &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

1交换2#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

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

能与它相对立的词比较% 我们要借助在它之外的

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

$那么#如何理解

&器'0 *论语/公治长+中有一段孔子与学生子

贡的对话!

子贡问曰0'赐也何如()

子曰0'女#器也%)

曰0'何器也()

曰0'瑚琏也%)

孔子将学生子贡比作一种名为 &瑚琏'的

&器'% 瑚琏是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相当尊

贵% 这里意指子贡是尊贵的器皿#可以处尊位(得

重用% 但毕竟子贡还只是&器'#虽然有别于其他

低贱的器皿#但毕竟也只是&器'#是用于那些专

门具体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不器'% 这里需要澄

清的一点是!不器#先是器#再是不器)不是器#就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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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器% 换言之#君子不器#从本质上看#君

子不能只是使用的器皿#但这并不是说君子就是

无用的% 相反#君子必须是有用处(有价值的% 但

君子并不能仅仅局限在实用价值的层面#以实用

贯通道理#以道理贯彻实用#从实用价值上升为伦

理价值和哲学价值才是不器的意蕴% 就器本身而

言#器的种类不同#质地不同#功能不同#是需要区

别的% *论语/子张+中写道!

子游曰0'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

应对进退则可矣% 抑末也#本之则无#如

之何()

子夏闻之#曰0'噫* 言游过矣* 君

子之道#孰先传焉( 孰后倦焉( 譬诸草

木#区以别矣% 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有

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这里的&区以别矣'作为&不器'的材料包含

着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学生资质的不同%

学生的资质如同花草树木#由于遗传基因和生长

环境的不同#资质禀赋是各不相同的% 不同的资

质决定了今后所成的&器皿'不同#所以是需要区

别对待的% 第二层意思是指看起来&不器'的对

象是一些道理#但这些道理不是靠先后顺序依次

说教进行传递的#而是蕴含在诸如洒扫应对进退

这样的日常生活琐事之中的% 获得道理的过程其

实是学习者在如何做事的过程中意识到做成事必

须遵循的法则和规律#并&从某物中即从我的观

念对象的一个规定中抽象出来#以便把这个规定

保持在概念的普遍性中#从而在知性中接受

它'

!

% 由此#&不器'本质直观的对象其实是那些

能够反映本质属性的器用% 第三层意思是指反映

本质属性的器用之事是有本末精粗之分的% 虽然

道理的获得很难依照本末精粗按照顺序传授#但

是诸如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之事是有本末精粗之

分的% 这些事情的先后安排才是课程内容的顺

序%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的重点不是放在讲

道理#而是放在如何做事(成事% 从小事着手#到

大事)从自己的事#到旁人的事)从屋内的事#到天

下的事% 这桩桩件件的事情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不同的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一件事情的完成有

起承转合)几件不同的事同时出现也有轻重缓急

之分%

!二"不多也

作为君子本质的&不器'#在质上需要&区以

别矣'#那在量上有什么要求吗0 *论语/子罕+

中写道!

太宰问于子贡曰0 '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0 '故天纵之将圣# 又多

能也%)

子闻之#曰0'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

贱#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 不

多也%)

这里写出了太宰(子贡和孔子三人对君子之

&器'的理解% 太宰认为#孔子不仅是君子更是圣

人#圣人是完美的#是无所不能的% 正是因为圣人

无所不能#所以才称其为圣人% 子贡认为#圣人之

所以为圣人在其道德#但圣人往往也是能力全面

的% 孔子自谦地说#自己称不上圣人#君子也很难

称得上% 为什么呢0 因为在孔子看来#成为君子

不在于让自己变得多才多艺#这种看起来特长很

多(样样精通的人其实未必就能找到一以贯通的

道理#也不利于将一以贯之的道理付诸实践#很可

能被&多能'带来的诸多利益所蒙蔽%

这三个人对君子的&器'有不同的表达% &它

"语言$表达主体在意义世界中采取的立场#更确

切地说#语言是这种立场本身%'

"孔子的立场表

达了他对课程意义世界的追寻% 孔子似乎并不在

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更在意这一评价对学生

造成的影响% 这就是孔子的学生意识% 在孔子看

来#如果一味强调&多能'#恐怕会误导学生崇尚

才艺#而忽视品德% 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

不在于才艺的多少#而在于对才艺实用价值的提

升% 孔子期望学生成为君子#也在探寻着成为君

子的条件和原因#并以自己的学习体验作为反思

材料#得出&多能'与&不多也'对君子成长的作用

和意义% 这是课程内容少而精原则的起源% &在

1少2与1精2#即数量与质量的矛盾中#1精2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 1少2是手段#1精2是目的% 控制

数量#是为了提高质量%'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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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刚平#等!&君子不器'的课程论阐释及传承延续

!三"上达

&不器'的材料除了质与量上的直观表现外#

孔子还巧妙地运用方位词来展现从&器'到&不

器'的直观状态% *论语/宪问+中写道!

子曰0'莫我知也夫*)

子贡曰0'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0'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 知我者其天乎*)

在这里#孔子巧妙地运用&下'与&上'的方位

概念表达了从&器'到&不器'的转化过程% &下学

而上达'#&器'在&下'#&不器'在&上'% 从下到

上#从&器'到&不器'% &下学'#人的才能是可以

通过知识和经验的学习学会(学成的% 这种学习

的材料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表述成话语或文章% 学

习的方式可以通过口耳相传和背诵记忆#也可以

通过观察模仿和反复训练% 学习的产品就是成为

&器'#学生的所学可以派上用场(展现能力% 而

&上达'就不那么简单了% 朱熹评价子贡之所以

被孔子称为&器'而不是&不器'关键在于!&也是

欠工夫#也是合下禀得偏了% 一般人资禀疏通明

达#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随他这疏通的意思去%'

"*朱子语类/第二十八+$能否&上达'的关键就

在于是否能做到疏通(贯通#从表面之学领悟到深

刻的道理#并用深刻的道理指导表面之学% 那如

何体现出&上达'呢0 *论语/颜渊+中写道!

子张问0'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0'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0'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0 '是闻也#非达也% 夫达也

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

而行远#居之不疑% 在邦必闻#在家

必闻%)

这里的&上达'有双重意蕴!第一重意蕴是对

高深(抽象观念的体验和践行% 作为对高深(抽象

观念体验和践行的&上达'其实是一种品质和理

性#这可以表现为遇到事情讲究道理#善于分析别

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神色#在洞察了别人的真实

意图后仍愿意从他人的利益考虑做出退让% 这种

退让不是懦弱无能#而是舍弃眼前的得失#调和当

下的矛盾#以赢得长治久安% 由此#&上达'就有

了第二重建立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意蕴% &君子之

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

渊+$真正的&上达'可以化作一种类似&风'的气

场和能量#不仅能领导黎民百姓#而且能主导社会

风尚% 所以#&对孔子来说#君子是一个质的术

语#表明一个不断致力于个人发展的人#其成长过

程是通过修身和社会政治领导能力展现的%'

!

三5%不&的可塑性

&君子不器'作为私学课程目标的表述方式#

不仅揭示了君子的本质#而且其&不'的语言形式

也展现出孔子私学课程的独特性% &不'是一个

否定副词#根据汉语的语法特点#实词往往表示语

言前台的形象和概念#而虚词最能展现语言背景

的态度和意蕴% 常言道#听话听音% 这个真正要

听的音#其实往往就是这些虚词所传递的态度和

意向% *论语+中的&不'共有 &4+ 处#孔子凡在谈

及与自己相关的人(事(理时往往喜爱用&不'字%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学习者形象是!&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0 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0'"*论语/学而+$孔子以自传

的方式谈人一生的发展规律时说!&吾十有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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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

为政+$尤其是在谈论实现君子的途径时#孔子谈

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

宪问+$这句话对理解课程世界中君子的动态生

成有重大意义% 从语言内容看#这句话表明了君

子的&统合人格'结构% &统合人格因子包括明

智(认真(公正(勇敢(平和(忠诚(执着(刚毅(无

畏(谨慎(自尊(民主 $! 个词#它们分别体现了君

子在认知(情感和意志方面对完美的追求#是

1仁(智(勇2三方面特征的统合#是个体自我内部

统合力的展现%'

"从语言形式看#这里连用三个

&不'的语言形式传达出孔子将人的可塑性作为

课程的前提假设% 杜威认为!&可塑性乃是以从

前经验的结果为基础#改变自己行为的力量#就是

发展各种倾向的力量%'

#尽管杜威认识到了可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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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的未成熟状态#也是教育的基础#也意识到

了改造自身经验的关键在于发展来自经验的各种

倾向的力量#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改造的方向和方

式% 孔子不仅早于杜威发现了学生以往经验的基

础性#而且将对以往经验改造的方向和方式标注

为&不忧'&不惑'和&不惧'%

!一"仁者不忧

&仁'是孔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论语/宪问+$但是#并不是所有君子都是百分

百的仁者% 仁#作为成为君子的重要途径#发端于

&恻隐之心' "*孟子/告子上+$% 所谓&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承认人与人

在原初感受性上的共通#都具有恻隐之心#都会对

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情% 然而#由于人在&忧'与

&不忧'的把握上失衡#使得不少人未能成为仁

者#或者说与仁者渐行渐远% *论语/卫灵公+中

写道!

子曰0'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

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

不忧贫%)

在孔子看来#君子是忧道不忧贫的% 忧的是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论语/述而+$% 但对人生存最大的问题---

&贫'#是不用&忧'的% 不忧#不是人可以对自己

的生存问题不管不顾#而是因为解决贫困问题并

不是那么困难的#因为&耕'和&学'等生存方式就

可以让人脱贫甚至致富% 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是

可见的#只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 然而#如果一个

人只是忧贫#而不忧道#那恐怕就要与仁渐行渐远

了% 因为这种不忧道的人#往往缺乏为人处世的

准则#很容易被眼前的利害得失迷惑#进而做出不

符礼仪(有违仁义的事情来% 只有将道放在比贫

优先的位置上#才能做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只

有以不忧的方式对待贫#才能防止自己卷入忧虑

不安的境地#才能以 &克己复礼' "*论语/颜

渊+$的方式调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正如&君

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

之'"*论语/卫灵公+$% 这种由不忧带来的平静

安定(进退自如是成为君子的必修之课%

!二"知者不惑

*论语+中&知者'其实是&智者'% 君子不仅

是仁者#还应是智者% 如何成为智者0 柏拉图认

为真正的智慧是深谋远虑的%

! 柏拉图所说的智

者具有一种谋划力和决断性#是可以指明事物发

展方向的% 那么#孔子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呢0 孔

子用&不惑'来解读智者% 那如何理解&不惑'呢0

*论语/颜渊+中写道!

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0'主忠信#

徙义#崇德也%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

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1诚

不以富#亦?以异%.)

这里的&辨惑'是指辨别迷惑% 由此#不惑#

就是辨别清楚了#不再迷惑)惑#就是辨别不清#一

直迷惑% 让一个人遵循明确的准则做事#这还不

能体现这个人是不是智者% 只有当这个人明确地

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内心冲突#并能清晰地辨别各

种矛盾冲突的倾向与来源#才能称为智者% 否则#

就会一直在内心冲突中纠结#就会一直在患得患

失中徘徊% 如此一来#智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有意识#二是能辨别% 有意识#意味着清醒的头

脑和强烈的自我反思#对外在对象和身处的位置

有清楚感知% 能辨别#意味着拨开诸如&欲其生'

&欲其死'的一时念头#分辨出这两种相互矛盾倾

向的来源#以及不同来源真正服膺的私欲或意图%

这样一来#智者的辨惑并不是直接指明事物发展

的方向#而是辨明当前事态的矛盾冲突% 真正的

选择权是交由当事人自己% 智者是一个还原者#

而不是谋划者)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决断者% 当

然#当事态的矛盾冲突都分辨明晰之后#谋划与决

断实际上也已经不言自明了%

!三"勇者不惧

勇者#和仁者(智者并举#是成为君子的必然

途径% 在西方语境中#作为勇者的必备条件是勇

气% &作为人的行为#作为评价的对象#勇气是一

个伦理学概念)而作为对人的存在的普遍的(本质

的自我肯定#勇气又是一个本体论概念%'

"与这

种来自自我肯定的不管不顾不同#孔子私学课程

中的君子从来不会不管不顾% &君子无所争%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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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刚平#等!&君子不器'的课程论阐释及传承延续

有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论

语/八佾+$君子的常态是&无所争'的#无所争就

很少有这种情绪激烈的不管不顾的勇气% 即使是

&争'#也要依循法度礼节#也要有礼有节% 在君

子眼中#勇气一旦离开了礼法制约#就只是鲁莽粗

暴% 如此一来#&勇者不惧'中的&不惧'就不是不

管不顾地无所畏惧% 那如何理解&不惧'呢0 *论

语/颜渊+中写道!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0 '君子不忧

不惧%

曰0'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

子曰0'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这里的&不惧'不是指不惧怕什么具体的事

物#而是指内心没有恐惧感% 恐惧是害怕有什么

不好的结果出现% 不惧#是指不要害怕有什么不

好的结果出现% 这并不是因为不好的结果消失

了#而是因为自己在&内省不疚'#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做了以后没什么后悔的% 可见#不惧其

实是一种获得心安的方式#一种让自己勇敢面对

结果(结局的宽慰方式#一种改造自身以求完善人

格的方式% &有人于此#其待我横逆#则君子必自

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0 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 "*孟子/离娄

下+$如此一来#内省不疚就成了不惧的注脚#也

是君子的必备功课% 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到内

省不疚呢0 *论语/阳货+中写道!

子路曰0'君子尚勇乎()

子曰0'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

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原来#真正作为勇者要素的是&义'% &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义'的

对立面是&利'% &利'指向的是一己私欲和个人

得失)&义'指向的是公道人心和浩然正气% 君子

的勇是建立在义基础上的勇#当君子反省自身时#

就是以是否&有义'作为尺度#自省有义则无疚#

无疚则不惧% 为了防止自省有疚#孔子还特意以

&三戒'的方式告诫学生#人在何时容易受到&利'

的诱惑而走向&不义'%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

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

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

氏+$这&三戒'不是约束勇者的勇气#而是让勇者

在义的基础上更好地做到不惧#在义(不惧(勇者

三者之间保持良性循环%

四5传承与延续

从汉字起源的角度看#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

&君'和&子'的单字#最早将&君子'二字连用的

文献资料见晋国礼器铭文*智君子鉴+!&智君子

之?鉴%'智#指封地名称% &君子'放在食邑名之

后应该是贵族官长之意!

% 在此后的*尚书+ *诗

经+*国语+ *左传+等典籍中都有&君子'一词出

现% 例如!

周公曰0'呜呼* 君子所#其无逸%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

穑之艰难#乃逸乃谚%)!,尚书2无逸-"

坎坎伐檀兮#蜫之河之干兮#河水清

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襒兮( 彼君子

兮#不素餐兮* !,诗经2魏风2伐檀-"

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

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

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 !,国

语2卷三2周语下2单穆公谏景王铸大

钱-"

苟有明信#涧溪沼之毛#苹蘩温藻

之菜#筐?瞭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

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

之信% !,左传2隐公2隐公三年-"

在这些前孔子时代和孔子时代的典籍中#

&君子'多指君主,君王的子嗣#表明了人的社会

地位% 而孔子对这一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表现在保

留其指向地位高贵的本义#通过打破出身和血统

的先天局限#开拓出每个人通过修身学习都可以

实现的个人成就之义% 由此#&君子'一词就从政

治意义转化出实现自我的个人意义和创立社会秩

序的社会意义% &君子'词意的转化开启了孔子

的私学课程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创造%

作为课程目标表述的&君子不器'是如何承

接和创造传统思想的呢0 &孔子言君子#就*论

语+所见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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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义完

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殆出自创#其第三义

则袭旧文而略变其旨% 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

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孔子所以袭用1君子2之

旧名者#似欲在不显明违反传统制度之范围内#实

行其改进政治之主张% 以宗法身份之旧名#寓修

德取位之新意%'

!

&君子不器'一词恰恰表现出孔

子从君子旧义的&就位以修德'向&修德以取位'

的转换% 从课程实践看#一个人可以先有&君子'

的社会地位#然后通过朝着&不器'的修德#最终

实现君子的&不器')一个人也可以从&不器'的修

德中实现身份的转换#进而有了上位的社会地位#

最终成为&不器'的君子% 无论是先君子后不器#

还是先不器后君子#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在*论语+中孔子不仅为学生树立了像蘧伯玉那

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

/卫灵公+$的&就位以修德'的榜样#而且为学生

树立了像宓子贱那样&君子哉若人. 鲁无君子

者#斯焉取斯' "*论语/公治长+$的&修德以取

位'的榜样%

那孔子是怎样在课程中实现这种转换#以及

这种转换对今后课程产生了哪些影响呢0 孔子用

人人平等的观念替换了人人不平等的观念#这是

道德教育的知识基础%

孔子私学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君子#这不仅是

对居上位者的期望#也是对居下位者的期望% 在

孔子对人的假设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与而谁与0'"*论语/微子+$人与人是同类#

是不同于鸟兽虫鱼的一类% 作为同一类生命#人

人都有共通的感受性#所以可以&能近取譬'"*论

语/雍也+$)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性#所以&三军

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人

人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性#所以&有教无类'"*论

语/卫灵公+$% 只有人人朝着君子的目标努力#

人人都在发掘自己的潜能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

值价值#我们的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秩序和风尚#

天下得以长治久安#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那么#如

何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参与到这样的课程建设中来

呢0 在孔子看来#只有承认和恢复人与人的平等

性#这也就是&仁'的思想基础% &1仁2是关于人

我关系的准则#仁的出发点应是承认别人也是人#

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

"

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道德

教育的基础知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

语/卫灵公+$% 有关道德教育的基础知识#卢梭

曾说!&在道德教育方面#只有一条既适合于孩

子#而且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最为重要#那就

是!绝不伤害别人% 甚至教人为善这一条#如果不

从属于这个教训#也是虚伪的(矛盾的和有害

的%'

#卢梭将&绝不伤害别人'作为道德教育的基

础知识#是一种消极教育#来自对人天性自私的假

设% 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具有

&绝不伤害别人'的可操作意味#而且将为什么这

样做的必然性归结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论语/雍也+$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的

伦理公式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人与人是

平等的#那么人与人就有可以共同体认的共通感

受% 既然人人都有共通感#那么自己可以感受到

的伤害#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自己不伤害别人#是

为了避免别人用这样的方式伤害自己% 同理#既

然人人都有共通感#那么自己希望成就的事业#别

人也希望成就% 自己帮助别人成就事业#其实也

是在借助别人的力量成就自己的事业% 运用立人

立己(达人达己的伦理公式展开的道德教育不是

消极防御型的#而是积极创建型的% 而且这种创

建的前提是自己的先行退让#这是在人与人交往

中首先以相信别人的面目出现#相信别人和自己

一样有同样的感同身受#相信别人和自己一样有

立人立己(达人达己的共同体认%

然而#在孔子之后的课程世界中#&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的基础知识并未很好地

保存下来% *孟子/告子上+中写道!&仁#人心

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在孟子看来#

人的教化过程其实是一个&求放心'的过程% 人

的本心是善良的#而道德教育就是要让人把丢失

的善良之心找回来% *荀子/劝学+中写道!&君

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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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吴刚平#等!&君子不器'的课程论阐释及传承延续

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从学习状

态上辨别了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希望能让学习

者从内心出发展开学习% *法言/学行+中写道!

&学者#所以修性也% 视(听(言(貌(思#性所有

也#学则正#否则邪%'在扬雄看来#人的道德修养

有其基本途径#从这些途径出发就能归入正途%

*朱子语类/卷第九+中写道!&凡看道理#要见得

大头脑处分明% 下面节节#只是此理散为万殊%'

朱熹旨在穷究大道理#鼓励运用节节推上的方式

获得大道理% *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写道!

&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第一步%'

在明儒陈白沙看来#学习动机是学习的前提#这种

动机决定了学生的道德指向和发展道路%

管窥我国道德教育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自

孔子之后#涉足课程领域的思想家们要么从道德

形式层面寻求道德教育的表征样式#要么从道德

内容层面寻求道德教育的至高道理% 然而#却很

少从学生道德发展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道德教育的

基础知识% 由此#造成了对道德行动普遍规则认

识的断裂和错乱% &在人们彼此之间采取的行动

中#有必要在极大程度上遵从普遍规则#以便人们

可以知道自己必须期待什么)但是#在每人自己关

切的事务中#他就有权自由地运用其个人的自发

性%'

!密尔的这段论述对我们今日课程实践的道

德教育尤为重要% 他在提醒我们#离开了普遍规

则#离开了人与人的共通性#道德教育将会失去立

身的根本% 在今天#重新回到孔子探寻出的道德

基础知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重建&立

德树人'课程实践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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