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拓展儒学普及渠道，深化“春秋讲坛”改
革，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
期，孔子研究院推出“春秋讲坛”云讲座系列，将
讲坛搬上网络，开展线上视频讲课。8月份，利
用暑假期间，先后举办了7期云讲座，邀请方朝
晖、赵永刚、路则权、曹景年、孔德立、嘉娜尔、温
海明等7位知名学者、中青年专家主讲，吸引了
孔子研究院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国学爱好者
线上聆听。现撷取各位主讲嘉宾的演讲内容，
以飨读者。

古往今来对性善论的批评：
回顾与总结

方朝晖以《古往今来对性善论的批评：回顾
与总结》为题开启“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
列第一讲，从古往今来对性善论的批判、辩解以
及总结进行阐发，回顾梳理了人性无善无不善、
人性善恶并存、人性善恶多品、人性恶、善恶非
论性之道、论证逻辑问题等对性善论的批判观
点，并针对以上批判展开分析。

对于心善说、善端说、向善说、有善说、可善
说、相对说、本源说、本体说、大体说、成长说等
十种对性善论的解释观点，方朝晖作了深入阐
发，指出心善说认为孟子从人心具有善质这一
点来认证人性是善的；善端说认为孟子只是证
明人性中有善端，但未证明人性就是善的；向善
说主张孟子并不是说“人性本善”，而只是指人
性具有向善发展的倾向性；可善说认为孟子从
来没有主张过人性“已经是善的”，而是指人性

“可以为善”；有善说认为孟子性善只是指“人性
有善”，而不是指“人性全善”；相对说认为孟子

“道性善”是针对人性高于禽兽的地方而言，人
有道德而动物没有，所以人性是善的；本源说主
张孟子“性善”之“性”是指“极本穷源之性”，也
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本体
说认为本体盖指通过修炼达到的生命极致状
态；大体说认为孟子将人性视为既有感官属性
也有道德属性的完整总体，二者常相冲突，但总
体上道德属性代表大体；成长说认为生命只向
善发展才能健全、辉煌，此为成长法则，同时是
人性的内容。

方朝晖认为，不能把性善论从总体上解释
成心善说、向善说或善端说等，而只能说性善
论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他提出，孟子的贡献
并不在于证明了“人性善”，而在于揭示了“人
性之善”，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对人性价值的意
义所在，也推进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方朝
晖：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清
华大学教授）

韩国《孟子》学史说略

赵永刚以《韩国<孟子>学史说略》为题开启
“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列第二讲，围绕朝
鲜半岛《孟子》学史研究概述、中国《孟子》学论
著东传韩国考论、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的学术
特色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他指出，朝鲜半岛与中国文化联系密切，共
同尊奉儒家经典，《孟子》在朝鲜半岛具有较高
地位，是朝廷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朝鲜半岛
相关文献中记载了当时学者们熟读《孟子》数百
遍、数千遍，有些学者以熟读《孟子》作为培养学
术根基的终南捷径。若要了解朝鲜半岛学者的
《孟子》学，大家可以阅读《韩国经学资料集成》
一书，里面收录了105种有关孟子的论著。他认
为，朝鲜半岛《孟子》学史的学术价值，即“从历
代东亚儒者对《孟子》中的问题意识及重要命题
之解释言论，我们就可以窥见日韩儒学思潮之
动向、解经策略及其方法论立场”，对《孟子》在
朝鲜半岛的传播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有助于
加深我们对儒学在海外传播和演变的理解。

对《孟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译介历
程、《孟子》文本在朝鲜半岛的刊刻情况及研究
现状，赵永刚作了深入介绍。他指出，《孟子》应
是在朝鲜三国时代传入，海东儒者对《孟子》学
论著的接受主要聚焦在理学著作方面。他认
为，孟子学在朝鲜半岛呈现出谚解文本转换、朱
子学强势笼罩、受实学思潮影响深远等学术特
色。（赵永刚：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中文系主任）

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融合的先行区

路则权以《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与先进文化融合的先行区》为题开启了“春
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列第三讲，对尼山三种
文化形成的过程作了深入阐述，指出尼山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融通共存，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他认为，尼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我
们所熟悉的儒家文化，还要讲东夷文化、洙泗文
化、节日文化（如三月三上巳节）、书院文化、母
教文化（如孔子母亲颜徵在）等。这些文化延续
到近现代时期，就形成了红色革命文化，特别是
抗日战争时期的尼山区抗日根据地所承继的革
命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重点谈及尼山支队、

尼山独立营、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等革命事
迹或革命遗迹。路则权指出，今天我们所形成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在前天、昨
天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如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尼山圣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建
设等，都体现了尼山文化几千年来所具有的创
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

路则权认为，尼山不是一个地域概念，更不
是今天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文化传承、历史精
神。认识尼山，发展尼山，建设尼山，守护尼山，
首先要从文化精神角度高度认识尼山；要从生
态文明的角度，从历史文化的视野，从子孙后代
的需求，从更高的眼光建设好尼山，继承好、发
展好先哲和先辈留给我们的尼山文化。（路则
权：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济宁市尼山学者）

经典的扩张：
熹平石经与汉代经目问题

曹景年以《经典的扩张：熹平石经与汉代经
目问题》为题开启“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
列第四讲，通过钩沉史料，介绍了汉代七经的由
来及组成，分析了熹平石经的刊刻动因，阐释了
熹平石经与汉代经学考试、汉代经目的关系。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至
光和六年（183），是中国最早的石经。以隶书刊
刻，又称一字石经。熹平石经所刻经书为《易》
《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
即五经、《公羊传》和《论语》的组合。曹景年解
释说，这是因为熹平石经只是反映了汉代经学
考试的内容，并没有创立新的经学体系；五经是
汉代正宗的经书，《论语》是附属于五经的传，
《孝经》是社会教育的教材。

曹景年认为，熹平石经与汉代政治学术关
系极大，值得进一步关注研究。并提出研究汉
代经目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否经书与普及
程度无关。如《论语》《孝经》虽然在汉代普及程
度远高于五经，但并不具有五经所具有的官方
权威经书地位；二、经目研究应以官方的制度化
规定为准，兼顾民间的学术取向，如五经、九经、
四书五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三、经目
具有层次性。经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内部
有层次性，如五经是一个层次，《论语》《孝经》又
是一个层次。（曹景年：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孟子的英气与霸气

孔德立以《孟子的英气与霸气》为题开启

“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列第五讲，对孟
子的英气、霸气与底气进行了一种全新的阐
释，用“泰山气象”比喻孟子，引用梁任公先生
的“宜观其气象博大，独往独来，光明俊伟，绝
无藏闪”来形容孟子的“气”规模与影响力之
大。

他提出“英气”即英华之气、英武豪迈之气，
是儒者们所具备的独特之气。程颐在评论孟子
时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
有“英气”之人，则必是有智慧、有棱角的人。在
《孟子·梁惠王》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便可充
分感受到孟子所具备的英武豪迈之气：“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无罪岁，斯天下之
民至焉。”“霸气”则是孟子推行“仁政”思想，直
面当时国君及其他思想学派的一种压倒性气
势。孟子见梁襄王，对曰：“天下莫不与
也。……。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
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
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
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通篇并无一
个“霸”字，但细读全文，则无不彰显着霸气，“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其“霸气”最为鲜明
的体现。孟子的“底气”源于其“性善论”与“仁
政学说”。孟子以善言仁，以仁予政；没有私利，
惟义所在；以志帅气，英气浩然；归谬推论，知类
善辩。正是他的“底气”支撑着“英气”与“霸
气”。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孔德
立引用朱熹的诗句作结，认为研究儒学、研究传
统文化，要回归原点，追本溯源，以此来获得立
足于当下的价值滋养。（孔德立：孟子研究院特
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阿拜与孔子
超越时空的思想碰撞

嘉娜尔以《阿拜与孔子——超越时空的思
想碰撞》为题开启“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
列第六讲，从文学和教育两个角度对中国先哲
孔子和哈萨克斯坦伟人阿拜进行了比较研究，
凸显了文明对话的重要性。

她认为，两位哲人有很多相通之处。在文
学方面，孔子与阿拜在对待文艺作品的高低好
坏时，一致认为应该摒弃较低级、较差的那一
类，多接触高尚的、有思想的、能陶冶人情操的
作品。在教育方面，两位哲人都强调主动学习
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积极向他人学习，善于以人
为师，并且鼓励年轻人要自强不息、不虚度年
华。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阿拜则驳斥知

识和智慧是宿命论的思想，认为人应该发挥主
观能动性，不断探索不断学习；孔子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阿拜认为“人类好的品格是学习
知识，向好的父母学习，好的同伴同行，以及好
的老师取经而来”。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发展。”嘉娜
尔认为，要了解中国，就要先了解孔子；要了解
哈萨克斯坦，就要先了解阿拜。孔子和阿拜是
两国文明交流、友谊交流的重要桥梁。2013年
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讲
话。不久，也就是当年的11月26日，在孔子研
究院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种时间的巧合，开
启了我们今天对孔子与阿拜思想比较的兴趣。
两位时空悬殊的哲人都关心人类未来，再次证
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紧迫性。（嘉娜尔：
哈萨克斯坦KIMEP大学中文讲师、北京语言大
学新汉学博士生）

从“亲亲互隐”看儒家的家国关系

温海明以《从“亲亲互隐”看儒家的家国关
系》为题开启“春秋讲坛”2020年云讲座系列第
七讲，从“亲亲相隐”和“窃负而逃”这类伦理困
境的根本问题开始解题，分析解读儒家的家国
关系。他指出，儒家认为，“国”建构在“家”之
上，所以孔子让父子相“隐”，孟子要舜逃“国”护

“家”。在儒家的家国关系中，家庭意识是立国
之本，“国”是“家”的延伸，无“家”则无“国”。但
家与国的冲突又表现得非常明显，是伦理困境
的根本问题所在，私人的“家”意识自然先行于
公共的“国”意识，这种选择不是靠理性、靠情
感，而是靠自觉。

温海明从“人缘创生”的角度，说明“亲亲相
隐”“窃负而逃”的故事虽然体现了人情与法律
的张力：人们从自然情感出发，违背礼法的要
求，是根源于原初性的情感自发；而礼法的要求
则属于反思性的思考。家庭是儒家伦理的基
点，儒家伦理学的背后是永不磨灭的“良心”，也
正是“良心”成就了儒家伦理奔腾不息的洪流。
反思这种伦理问题，正视孟子式的仁政难以回
避的现实困境，有助于我们在家国之间的紧张
冲突中寻找一个中道的平衡点。

通过儒家的两个典型例子，温海明分析了
儒家家国关系的张力，深化了对“家国同构”概
念的理论认知。中华文化深深植根于家国文化
传统之中，需要把握儒家家国关系的历史性和
永恒性价值，才能从历史中继往开来。（温海明：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

通讯员 李庆庆 李静

孔子是世界文化名人，家喻户晓。但孔子
到底长什么样？却没有人知道。孔子那个时代
的人们没有为孔子留下画像，后世的人只能根
据史书记载想象孔子的长相。由于对孔子的认
知不尽相同，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孔子形
象。从古至今，关于孔子的画像有很多，都是后
人根据历史记载描绘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理
想中的孔子形象。概括起来，孔子像主要有行
教像、司寇像、燕居像这三类，在孔子研究院都
有所展示。

一、行教像

孔子是师者的典范，是伟大的教育家。在人
们的心目中，孔子首先是一位老师的形象，“传道、
受业、解惑”，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被后世誉为

“先师”，称颂为“万世师表”。较为普遍的孔子画
像将孔子描绘成师者的形象，这便有了孔子行教
像。目前，流传最广的孔子画像就是唐代吴道子
所画的《孔子行教像》，现存有石刻本，刻石摹本为
清代石刻本，现保存在曲阜孔庙圣迹殿，是国宝级
文物，堪称孔庙的镇庙之宝。由此拓印出来的《孔

子行教像》拓本也成为山东省拓印最多的古迹拓
本。

孔庙的《孔子行教像》整体画风完全符合吴道
子的风格，画中孔子雍容大度，身体微微前倾，两
掌叠放，掌心朝内，拇指相会，双手指尖与颈根对
齐，左手朝外，右手向内，在左臂腋下还夹着一个
木杖，拱手作揖，谦卑有礼。孔子的这个手势合起
来就是一个“教”字，意指双手合“爻”以交五，求天
地万物和谐，手持木杖以问天，从而获得教人的资
格。画中孔子头扎儒巾，双目前视，须发飘逸，透
出圣人的智慧。千年来，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
像》被世界公认为最能生动传神地再现至圣先师
风范的孔子肖像画。

在孔子研究院院落北侧立有一尊孔子行教像
雕塑。孔子伟岸挺拔，双手相握，目视南方，腋夹
木杖，头扎儒巾，须发飘逸，俨然是严肃正直的师
者形象。这尊孔子行教像所描绘的孔子身体直立
挺拔，与吴道子所画孔子身体微微前倾的姿态不
同，且两手相握的姿势也与吴道子所绘的孔子差
别较大，双手叠放，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掌心并未
朝内，而是左掌心朝地、右掌心朝天，呈平行状，展
现了孔子庄严的师者形象。

二、司寇像

孔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还是一位政
治家。鲁定公九年（前501年），51岁的孔子在鲁
国担任中都宰，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卓有成绩，“中
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
时各国都想学习孔子的治理方法，“四方皆则之”
（《史记·孔子世家》）。由于政绩突出，孔子不断得
到重用，由中都宰升为司空（掌管全国土地，兼工
程建设），后又升为大司寇（掌管司法）。孔子理政
才能突出，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世人们描
绘孔子，自然少不了其作为官员政者的形象，这便
有了以孔子任大司寇这一史实为背景而创作的司
寇像，孔子着官服、戴官帽，一副官员气派，体现了
孔子较高的政治地位。

孔府里保存了一幅《孔子为鲁司寇像》。孟继
新在《孔子为鲁司寇像》一文作了说明：“画面绘孔
子半身像，头戴司寇冠，横插玉簪，身穿司寇服，胸
前为正心曲领，神态威严，正面稍向右视，端坐。
画面左上方朱文印一方‘宣和之宝’，并墨笔签一
字押。像上方楷书，为宋高宗赵构御制《孔子赞》，
明神宗书写，并有朱文印‘虚斋’”。

孔子研究院主楼《大哉孔子》展厅，有一幅复
制孔子司寇像，形象与上述孔府保存的画像一
样，神态威严，面相奇异，传有“七露”：眼露白、耳
露轮、鼻露孔、口露齿。画像上方有楷书十行：

“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

则春秋，道繇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维时
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内聿崇。”行末盖
有朱文“虚斋”小印一方。《孝经》记载：“仲尼龟
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所谓奇人自有异相，
大概这幅画像是要着重表达孔子异于常人的圣
人之像。

三、燕居像

除了行教像、司寇像，孔子燕居像也是广为人
知。燕居就是平时闲居在家的意思。《论语·述而》
篇记载了孔子燕居时的神态：“子之燕居，申申如
也，夭夭如也。”孔子闲居在家，看上去悠闲自在，
容色和悦。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的话说：“此弟
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着夭夭
字。今人燕居之时，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
时着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时亦着此四字不得，惟
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

人们较为熟悉的孔子燕居像在孔府。孟继
新在《一位可敬的圣哲：孔子燕居像》一文作了说
明：“其一，绢本彩绘，纵102厘米，横62.5厘米。
孔子大半身。身穿宽领黑色便装，双手合抱拱手
袖内，袖口处露手背及拇指，头挽青布包发髻，脑
后露黑布飘带。正面稍向左视，大耳、宽鼻、浓
眉，大口横宽，露上下长排牙齿，两腮有须，唇上
双绺八字胡，下垂长髯，上额有横折皱纹数
条。……另一幅《孔子燕居像》……此像，绢本设
色，纵126.5厘米，横102.5厘米。画面绘孔子半
身像。孔子身穿青面蓝边、蓝领便服，大宽领斜
下，内着白色衬衣。孔子面部稍向左侧，宽鼻大
耳，二目有神，眼白与眼珠，黑白分明。上下嘴唇
稍闭，微露两颗牙齿。两道浓眉，长长垂下，上唇
留八字胡，下颏长须垂于胸前。上额有三道皱
纹，束发蓝色扎巾。双手合抱于胸前，袖口露一
左手拇指。”

孔子研究院主楼《大哉孔子》展厅，有一尊孔
子燕居像铜制雕塑，形象与上述孔府的第二幅画
像一致，表现了孔子宽舒大方、面色和悦、安贫乐
道的神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布衣孔子，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

孔子画像主要有行教像、司寇像、燕居像，其
中每一形象又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比如，同样是
孔子行教像，但每一尊的形态并不完全相同。在
孔子研究院还有几尊孔子像：四子侍坐场景中与
弟子们谈论人生理想的孔子雕塑，陈蔡绝粮场景
中弦歌讲学的孔子雕塑，整理典籍场景中著书立
说的孔子雕塑，等等。透过孔子像，我们可以认识
不一样的孔子：作为学者的孔子、师者的孔子、政
者的孔子，作为活生生的一个普通人的孔子。

（宋振中：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孔子行教像 ■孔勇 摄

孔子司寇像

孔子燕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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