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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王星光 张 帆

摘 要：蘧伯玉和孔子交情至深，在君子以达、事君以礼等诸多思想方面相契合，为孔子所敬慕。他崇仁

尚德、依时而定、外宽内正、成人之美，符合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者的形象，其人格品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

独树一帜。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克己奉公、忧国忧民使命感的形成树立了楷模。其寡过知

非、与时俱进的品格也为后世学人修身治学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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蘧伯玉时有君子之名，闻名遐迩。吴公子

扎经过卫国谈到蘧伯玉等人，不免发出“卫多君

子，未有患也”［1］1166的赞叹；《论语》中孔子臧否

人物只为四人冠以君子称号，蘧伯玉亦是其中

之一；《大戴礼记》载卫灵公时，蘧伯玉未能受到

重用，史鱼死前嘱托其子：“我即死，治丧于北

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

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

矣。”［2］66 灵公前往吊唁，闻此言语，始贵伯玉。

蘧氏君子风度何其名重，竟使得史鱼为之尸谏，

季扎、孔子对其盛叹？蘧伯玉君子之名流芳后

世，经久不衰，其又对后世文人人格典范影响如

何？欲解此题，需从蘧氏与孔子的交往入手。

一、蘧孔之交

蘧孔可谓是忘年挚交。据钱穆先生考证：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

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

亦当三十。后八年孔子生。”［3］32钱穆先生认为

蘧伯玉和孔子的年龄差至少在 30岁之上。较大

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影响两人间的交往。《史记》

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两次住在蘧氏家中，“去即

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4］2327。“而反

乎卫，入主蘧伯玉家。”［4］2333孔子周游列国很长

时间是待在卫国，而在卫国的大部分时间居住

在蘧伯玉家。孔子只有与蘧氏有极好关系才会

多次并长时间寄宿在其家中，蘧孔交情之深厚

可从中窥知。

蘧氏认同孔子礼乐治国的主张。孔子一向

主张恢复周礼，以礼乐治天下，然而不被时人认

同，却得到蘧氏的肯定。孔子在卫国时，司徒敬

之去世，孔子前往吊唁，主人却不哀伤悲痛，夫

子哭不尽声就离开。听到此事后，蘧伯玉对孔

子说：“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

答应蘧氏，教习丧礼，改变了当地习俗，其学生

子游对此表示疑问：“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

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

而矣。”［5］113蘧氏治理卫国时通过教授礼节来感

化民风，改变卫国鄙俗的弊病，与孔子以礼乐治

国的主张不谋而合。并且蘧氏深知孔子熟谙礼

仪，故遣之教礼。孔子也深知蘧氏用意，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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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让孔子仅仅教会民众具体的礼节，而是以

此为载体淳化民风，使百姓懂得遇丧需尽哀，从

而达到民治的效果。

更有杂史记载，卫灵公之时有位乐师师涓，

擅长创作新曲来代替古声，曾创作四时之乐演

奏于灵公。灵公听后沉湎、心惑，荒于政事。蘧

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

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6］1531蘧氏

此番劝谏后，灵公不再沉湎其中，而是勤勉于政

务，故卫人多称赞蘧氏之举。蘧氏担心后世传

承制造师涓的乐器，就将其焚毁，师涓创作的乐

曲也随之湮灭。此条史料虽为后世所辑，但《韩

非子·十过》中也曾记载卫灵公在濮水上夜闻鼓

新声，召师涓作新乐，此新乐被师旷批评为靡靡

之音［7］62，与此记载相互印证。另蘧氏十分重视

礼乐教化，而当卫灵公沉湎于靡靡之音，蘧氏加

以劝谏，合乎其所为，确为可信。蘧氏深谙匡正

礼乐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故教礼以化民风，

正乐以谏君务。蘧氏的做法与孔子礼乐治国之

主张不谋而和。

蘧孔思想和而共通。子曰：“道不同，不相

为谋。”［8］2518蘧氏面对孔子这样一位比自己小 30
多岁的晚辈，亦能以友处之，足可见出两者拥有

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思想契合，行止如一。《史

记》中提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

蘧伯玉”［4］2658。“严事”是指推崇、尊敬之意，可见

蘧氏的思想对孔子的思想影响之深，以至于后

人将蘧伯玉列于孔庙第一位。现略举几事例以

证之。

其一，君子以达。《礼记正义》载：“礼也者，

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

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

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9］1441其

中直接引用了蘧伯玉所言“君子之人达”。“达”

即“通达”之意，言有德君子，自达义理，观其礼

乐，则知治乱。蘧伯玉认为君子必是通达义理，

明晓事理之人，《礼记》采撷此句意在说明通达

义理之人能够通过礼乐明晓一国之治乱。

此说对孔子思想颇有影响。季康子曾问孔

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

政乎何有？”［8］2478孔子认为端木赐通于事理，这

是他能够从事政治的凭借，可见孔子对此种品

格的推崇。《论语》中还有孔子关于“达”解说的

记载：“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8］2512关于

“上达”“下达”学人有多种解释，朱子所解较为

妥帖：“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

欲，故日究乎污下。”［10］156君子应该通晓义理，循

乎天理，才会愈进高明，此与蘧氏之说有异曲同

工之妙。

其二，君子以道事君。襄公二十三年“冬，十

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

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11］2430臧

孙纥出逃其实是受人陷害，但蘧氏为何认为臧

孙纥是罪有应得？鲁国季武子没有嫡子，庶子

中公锄为长，但他喜欢悼子，欲立其为继承人，

但这样做不符礼制，季武子将此事告知臧孙纥，

臧孙纥利用宴会有意区分两人身份以立悼子，

从而得罪公锄。此事一出，上仿下效，孟庄子死

后，公锄协助羯成为孟氏继承人，赶走本该成为

继承人的秩，作为回报，羯陷害臧孙纥使得臧孙

纥出逃到邾国。蘧氏认为臧孙纥废长立少，不

遵守礼制，自食恶果，故而批评他不以道事其

君。

臧孙纥后来为了臧氏家族立后之事从邾国

回到自己的封邑，并派遣使者见季武子：“纥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

二勋，敢不辟邑！”［1］1083 孔子听说此事有言曰：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8］2511臧武仲（即臧孙纥）虽然言辞谦卑，但

察其言行，臧武仲只等其君满足自己的立后要

求才离开封邑，如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孔

子据此才有臧武仲据邑要君之言。范氏曰：“要

君者无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

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10］153臧

氏的封邑受封于鲁季武子，臧武仲获罪出逃，他

的封邑理应由季武子挑选合法继承人，但臧武

仲却据邑要挟季武子，欲立臧氏后代，此举是以

下犯上的大罪，故被孔子所不齿。

蘧伯玉和孔子都对臧武仲事君方式嗤之以

鼻。蘧氏强调以道事其君，此“道”不仅包括道

义，还包括礼制传统、国家纲常，作为臣子应该

协助君主依礼行事，而不是纵容其随意践踏僭

越。孔子批评臧武仲亦是因其未能尽到臣子本

分，僭越礼制，据邑要君。由此观之，两人事君

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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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颇为谙和。

二、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一）君子以“时”

孔子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为

“时”，孟子根据孔子的主张评价孔子为“圣之时

者”，是说孔子能够“相机行事、依时而定”［12］。

孔子的这一思想和灵活的处事方式与蘧伯玉颇为

相似，《左传》中记载了关于蘧氏的两个事件足以

证明。

第一件事是由于卫献公多次羞辱孙文子和

甯惠子，与两子约期共食却迟迟不召见、不释皮

冠而与之言①、在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侍酒时歌

《巧言》之末章②，致使孙文子有杀君之心。孙文

子行动前企图拉拢蘧伯玉。“文子曰：‘君忌我

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

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1］1011-1012对孙文子的

要求，蘧伯玉严词拒绝，并给出两条理由：其一，

君王为一国之主，作为臣子不可弑君；其二，杀

掉现任君王，继任君王不一定会如旧君，国家或

会每况愈下。之后蘧伯玉从近关出国避难。孙

文子欲攻卫献公，是早有预谋之事，此时告知蘧

伯玉，企图借蘧伯玉的政治影响力来为此事增

加一份胜算，也是为自己寻找道义方面的支

持。在此紧要关头，面对孙文子强势威逼，蘧氏

首先在立场上与之划清界限，坚守自己的政治

原则；随后相机行事，采取出走的方式以净身避

祸。

第二件事，孙文子攻卫献公，卫献公出奔齐

国，后来孙文子与甯惠子发生矛盾，甯惠子的儿

子甯喜等人意欲协助卫献公复国，甯喜遂告诉

蘧伯玉此事。

卫 献 公 使 子 鲜 为 复 ，辞 。 敬 姒 强 命

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

“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

公使子鲜……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

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

出。［1］1112

蘧伯玉听后非常谨慎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

话：“我从前没有听说国君出走，又怎能听说他

回来。”之后蘧伯玉再一次从近关出国避难。蘧

伯玉第二次出走实为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甯喜

之所以迎卫献公回国复位却非出于公心，而是

为了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进行的政治斗争，蘧

伯玉此时再次选择回避是不愿与假公济私之人

合流，而是恪守古礼，克己慎行，不愿为私利谋

划。

蘧伯玉在国家安定，政治清明之际为国家

建言献策，而在国家动乱，政治黑暗之时，则懂

得保全自我以备后用，此乃君子之风。《说苑·
复恩》中载蘧伯玉曾得罪卫灵公到晋国避难两

年后，被卫灵公赦免后返回卫国被重新重用亦

可为证［13］135。这大概就是孔子说“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8］2517的

原因。

对上述蘧氏所为，近来也有学者颇有微

词。卞朝宁认为蘧氏完全是一位虚伪自私的投

机者，真正的君子应该忠于社稷，忠于君主，不

应该规避风险，保全自我［14］337-340。此说实为误

解蘧氏。其一，全祖望认为：“蘧伯玉‘不闻君

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

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后世则不

然。”［15］1763所谓“雅道”即为“正道”，古代圣贤较

少参与政治斗争，不仅因为淡泊名利，更担心

“正道”被破坏，后世则没有此种见识，故不可用

后世的道德观念置评古人，否则会有失偏颇。

其二，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里讲：“予观古人

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

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16］298众多贤人

皆有相似的境遇，并在此中飘然自立，难道他们

都是虚伪自私之人？懂得规避风险，保全自我

并不可耻，关键要看处于何种境况。《礼记正义》

讲：“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谓卿大夫也。

同僚将为乱，己力不能讨，不与而已。至于邻国

为寇，则当死之也。”［9］1568孙、甯两人早已有弑君

之心，并且拥有较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蘧氏无

力与之抗衡，并且劝阻无果，遂不与焉。蘧氏涉

身事外，能避免自己做无谓牺牲，保全自我以备

后用。事实证明蘧氏后被卫灵公所重用，治理

卫国，使之井然有序。卫国虽小，却无大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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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蘧氏等贤臣。

《庄子》中也有记载颜阖即将做卫太子蒯聩

的老师，但蒯聩天性残酷，放纵他就会危及国

家，用法度礼制管教他则会危及自身，左右为难

之际请教蘧伯玉。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

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

和。”［17］142 蘧氏教给颜阖一个很灵活的教学方

式，首先要正其自身，其次根据蒯聩的性格，依

时而定，不顺也不逆，但心中长存诱导之意，借

机劝诱，既不危国也不害己，谨慎行之。蘧氏又

列举螳臂当车的例子来告诫颜阖不可贸然采取

极端方式，否则会带来大的祸害。蘧氏采取了

灵活的处理方法帮助颜阖解决难题，符合他一

贯的做事风格，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相机行事，

依时而定。

孔子的处世方法与蘧氏很为相似。孔子曾

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宫适（南容），“子谓南

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8］2473。孔子之所以将自己的亲人嫁给

南宫适，就是因为看中他能够灵活处世，而南宫

适也曾被孔子褒奖为君子。子曰：“可与共学，

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

与权。”［8］2491“学、适道、立、权”分别代表四种不

同的境界，而“权”即“权变”之意，是孔子认为最

高的境界，孔子也亲身实践着“权”，“不见阳货”

“见南子”等故事都说明这一点。在孔子看来，

能够相机行事、依时而定正是君子重要的精神

品质［12］。

（二）君子崇仁尚德

《礼记正义》载：“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

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

蘧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9］1288公叔文

子与蘧伯玉登上瑕丘，公叔文子为丘上风景所

吸引，意欲死后埋葬此地，蘧氏则说如果你乐于

此丘，那就让我先死吧，意在批评其侵占良田。

如果此田用于埋葬，则此田的农家则无生活来

源，蘧氏常怀仁人之心，故能忧人之所忧，不惜

用死谏的方式劝谏公叔文子，孔子讲仁者爱人，

其所讲的仁者大概就是蘧氏这样的君子吧。

“蓬伯玉为相，子贡往视之，曰:‘何以治

国？’曰:‘以弗治治之。’”［18］51蘧氏所指的“弗治

治之”并非老子所指的不去过多干涉民众，无所

作为，而是要以身作则，以德化人。子曰：“无为

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8］2517圣人德盛而民自化，国家太平，民众

安治，自然不需要牧者有所作为，只需要修养自

身，为民众做好表率，蘧氏深谙此理，效仿先贤，

以仁德治民，故能不治治之。赵简子曾欲加兵

于卫，使者史默因为蘧氏为相，史鳅辅佐，劝告

赵简子按兵而不动［19］561。正是由于蘧氏仁德贤

能之名使得卫国免于战火，故后人有言：“蘧伯

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18］1405

孔子对尚德之人甚是推崇。南宫适曾发问

于孔子：“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对此盛赞南宫适：“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8］2510在当时崇尚武力的

动荡年代，而南宫适却能思考尚武的羿、奡皆不

能善终，崇德的禹、稷却能得到天下，孔子由于

南宫适尚德而美其为君子，孔子尚德之心可见

一斑，这也是孔子“严事”蘧伯玉的重要原因。

（三）君子外宽内正

孔子曾评价蘧氏：“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

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

蘧伯玉之行也”。［5］33在孔子的评价中，蘧氏是一

位待人宽厚，待己严苛，求仁存善的仁者。

蘧氏为人宽厚，才会有宽和之政，上文提到

他不毁良田亦是实证。孔子也一向主张居上以

宽，为政以宽，子张曾经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8］2524此五者乃恭、

宽、信、敏、惠，其中就包括“宽”，宽则得众，使民

众信服。蘧氏之宽，并非一团和气，毫无原则，

外在的宽厚必定是来自内在道义的驱使，也一

定符合内在仁德的标准，孟子讲内圣而外王，意

在先修其身，内正而外化，这也是儒家修身的路

径。

蘧氏待己严苛。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

求诸人。”［8］2518其直己而不直人，总是不断纠正

自己的错误而不苛求于他人。《荀子·性恶》讲：

“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

也。”［20］441 可见“隐栝”原来是指矫正曲木的工

具，蘧氏自置于“隐栝”之中，其时常以道义仁德

正其心，矫其行，正心修身，寡过知非，是故求

仁，斯仁至矣。《古列女传》中载蘧氏不欺暗室，

即使夜里经过君主门前也会遵守礼制，下车步

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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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谓君子慎独之楷模［21］73。

《韩诗外传》在孔子评价上有所阐发，“故为

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

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

名昭诸侯，天下愿焉。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彦

兮。’此君子之行也”［22］49。为人父子君臣，不同

的社会身份，则应恪守各自身份所应该遵守的

礼节，承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恪礼守

节，做父亲的希望他是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希

望他是自己的父亲，君臣亦是。推己及人，是外

宽内正的内在动因，乃君子之行，天下咸服之，

《诗经》因此称这样的人为国家贤良之才。

（四）君子成人之美

公子皙为楚国人，因怀才不遇而即将离开

楚国，在濮水之上遇见出使楚国即将约见楚王

的蘧氏，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

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

蘧氏听懂公子皙的弦外之音，受命为之谋。楚

王接见蘧氏并问他哪国人才最多，蘧氏说楚国

人才最多而楚国却没有皆尽其用，接着列举伍

子胥、衅蚡黄：“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

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

吴善用之。衅蚡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

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

蚡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随后蘧氏提醒楚王楚

国公子皙贤而不能用，欲离开楚国，“于是楚王

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

还重于楚”［13］282。蘧氏受人之命，终人所托，成

人之美，是乃君子所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

反是。”［8］2504 为何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

恶？刘宗周在《论语学案》谈到：“君子耻独为君

子，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耻独为小

人，故反是。夫小人岂性与人殊哉，不如是不足

以自济其恶也。”［23］503公子皙本楚国人才，楚国

是否任用与蘧氏本毫无关系，甚至更进一步来

说，楚国得贤才而用之，楚国的强大于卫并无益

处，“芝兰难植，荆棘易栽”。蘧氏抛却这些狭隘

的利益之争，奉公废私，学其道而爱人，耻独为

君子，故能使人才尽其用。子曰：“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方也已。”［8］2479孔子教导子贡实现仁道的方法就

是自己能够立于世并使别人也能立于世，自己

可以事事行得通并使别人事事行得通，从自己

眼下的事开始着手，按照这个方法一步步做，就

能实现仁道。由此观之，仁者君子，皆有达人成

人之心。

三、蘧伯玉君子人格对后世的影响

蘧氏的言行、品德和思想与孔子和儒家思

想的形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人格也得

到孔子的高度肯定和赞扬，随着儒家思想的发

展，后人对蘧氏也颇为关注，其典型的君子人格

被后人奉为圭臬，成为文人修身、行事原则的参

照，其对后世士大夫及文人的影响主要侧重于

“耻独为君子”和“善省其身”两个方面。

（一）耻独为君子

蘧氏耻独为君子的说法最早记载见于《后

汉书》：

畅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

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

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

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

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

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

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24］1825

上述史料讲郡县中多尚奢靡之风，而王畅衣着

简陋，车马破败，以期矫正奢靡风气，其学生刘

表虽劝谏王俭，但刘表将其做法与蘧氏耻独为

君子比拟，来称赞王俭奉己为公，以身作则的君

子之心。

关于“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惠栋曰：“未见

所出。”王补曰：“意汉时有此常语，故毛钦亦以

此语李笃也，见张俭传。”［25］637第二则史料讲延

熹八年，张俭弹劾残暴百姓的中常侍侯览，与其

结仇，后张俭被乡人陷害，被朝廷讨捕，张俭得

以亡命，逃至李笃家中，张俭为天下名士，望门

投止，李笃出于道义，欲保张俭，外黄令毛钦得

知领兵捉拿，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

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毛钦借蘧伯玉耻独为

君子的典故谴责李笃私藏张俭，独占这份仁

义［24］2210。

“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这种说法在《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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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了两次，可见这种评价在汉时已广为流

传。从这两个事件来看，蘧氏对汉代的文人人

格塑造的影响之大，时人对蘧氏此种品格十分

推崇，以至于蘧氏成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其价值

取向成为臧否人物的标准。

后世史书杂记、传奇小说对此引用记载不

胜枚举。“北海王详为司徒、录尚书事，以挺为司

马，挺固辞不免……于后详摄选，众人竞称考

第，以求迁叙，挺终独无言。王详曰：‘崔光州考

级并未加授，宜投一牒，当为申请。蘧伯玉耻独

为君子，亦何故嘿然？’”［26］1265王详惜才，借蘧氏

之典劝崔挺入仕，言外之意是指士大夫应先天

下之忧而忧，不应自恃其才，孑然一身。

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唐才子传》

中载张祜词藻“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

及”，皇帝召见元稹，问张祜的诗词如何，元稹忌

贤嫉能，故意贬之，以至于张祜不为所用，作者

评介元稹时以蘧氏之典为照，对元稹痛加贬斥

“忌贤嫉能，迎户而噬，略己而过人者，穿窬之行

也”［27］161。《东轩笔录》中记载，魏泰幼时听闻一

县令钟离君与邻县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君买一

婢女欲随女儿出嫁，得知该婢女为前任县令之

女，流落民间，更卖为婢，钟离君怜而悲之，遂写

书一封与高大尹商议先嫁婢女与高大尹儿子，

隔年再嫁自己女儿，高大尹回信中借用蘧氏耻

独为君子之典，欲与钟离君共享仁义，遂令两个

儿子同时迎娶两女，成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的佳

话［28］138。

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

能。”［8］2531较为恰当地表达了君子耻独为君子的

内涵。后人对“耻独为君子”的理解也逐步深

化，首先真正的君子不仅自身修养较高，还懂得

与人分享仁义，推己及人，这种理解对文人价值

取向进行了积极的引导，世人皆以与人分享仁

义为荣；其次关照的视野也要足够广阔，从单个

人扩展为民众苍生，从成人之美到为天下谋计，

心系民生，忧虑社稷，这对后世士大夫奉己为公

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君子善省其身

君子善省其身，是故常思己过，与时俱化。

《论语》载：“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

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8］2512

蘧氏曾派使者问候孔子，孔子与使者坐下谈话

便问使者蘧氏在干些什么，使者答蘧伯玉想减

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使者的这番回答使孔子

称赞不已。蘧氏虽为君子，终究不是完人，而改

过需自朝至暮，自顶至踵，无非过失，使者将寡

过之难道出，可谓深知君子之心，使者之言非常

谦虚，但蘧伯玉省身克己，常恐不及的贤者形象

由此彰显，所以孔子连连称赞使者，“身贤，贤

也；使贤，亦贤也”［11］2432。孔子称赞使者也是对

蘧氏善省自身，欲寡其过的肯定。《论语》中可见孔

子对改正过错的很多言论，如“过则勿惮改”［8］2458，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8］2518。有了过错不要怕

改正，只有不改正的过错才是真正的过错，孔子

称赞最喜爱的学生颜回“不迁怒，不贰过”［8］2477。

可见蘧孔对寡过知非有着相同的执念。

庄子指出：“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

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17］733蘧氏在开始时认为某

事是正确或者错误，但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

体系的改变，对该事的认知会发生变化，他会推

翻之前的结论，以最新的认知来重新判断事情

的是非。蘧氏总是用新的视野来反思自己之前

的思想和行为，说明他不囿于旧知，能够与时俱

进，所以才能达到庄子所讲的与时俱化的境

界。《礼记正义》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康诰》曰：‘做新民。’《诗》曰：‘周

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

极。”［9］1673商周之时，强调君子要紧跟时代，推陈

出新，蘧氏深受三代先贤思想影响，故从蘧氏所

为可窥探古代君子为追求真理和自身完美的德

行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精神风貌。前文提

到蘧氏能够依时而定，面对时代的不断变化，蘧

氏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形

成新的认识，做出相应的调整，从一定程度来

讲，古代推崇与日俱新的思想或是对蘧氏依时

而定行为方式产生有重要影响。

蘧氏知非寡过、与时俱化的精神对后世文

人修身、治学树立了典范。

蘧氏的寡过是通过向内的反思达成的，而

非怪罪于外者。是故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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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8］2457曾子的省身是对蘧孔的继承，为后世

儒者提供向内修身的路径，善于改其过者，不会

强制于外，而是先格其理，思己之过；孟子承袭

孔子，曾提出“反求诸己”的理论，“仁者如射，射

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

己而已矣”［29］2691，“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

正而天下归之”［29］2718。孟子认为仁人君子应如

射礼中的射者，发箭之前应先正己，发而不中也

不心生怨意，只是重新审查自身的过失。做任何

事皆是如此，行有不得皆向内反省，内正才能御

外。许多后世文人竞效仿蘧氏知非寡过，被称为

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曾作诗咏叹“非通非介人，

谁论四十九。贤哉蘧伯玉，清风独不朽”［30］8093。苏

轼也曾在回赠曹九章诗中提到自己以蘧氏为师，

“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31］1187。可

见蘧氏知非寡过对后世许多名儒大家修身为人、

写诗作赋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寡过也并非易事，也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伴

随终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清人陈宏谋在

《学仕遗规》中讲古人改过之学:“行有不得，皆

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悉以自反。过无穷尽，

改过岂有尽时。蘧伯玉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

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32］明代大儒王阳明

也将心学体系与寡过知非联系起来。“本心之

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

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

改之为贵。蘧伯玉，大贤也，惟曰‘欲寡其过而

未能’。”［33］172王阳明十分推崇蘧氏，他认为人心

如白日，皆能明晓己之非，改过能得本心，所以

贵在改过。可见蘧伯玉寡过知非的精神随着儒

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宋元学案》中记载：“或曰：‘蘧伯玉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

君子好学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为非者，

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

行而愈远，学者亦尽其力而止耳。自非圣人，有

能穷其高远者哉！’”［15］280后世学者认为“道”者

如山，愈升愈高，而求“道”之路也会愈行愈远，

所以对知识的追求也是难以穷尽的，生命不息，

求学不止，这才能称作是好学之人。随着求学

的深入，视野的宽阔，对已有知识体系的认知也

会不断发生变化，难免会发现之前的认知会有

纰漏，真正的学者不轻率的发表言论，而是时常

察非而改过，与时俱化，这是学者应具备的品质

和修为。

结 语

蘧氏被时人称颂为君子，一是其为卫国贵

族，君子之称在孔子之前原指贵族阶层；更重要

的是其品德高尚，能恪守古礼，有古代圣贤之遗

风。蘧氏的品行得到孔子的认同，对其思想的

发扬起到重大作用，故从两人关系为出发点来

关照蘧氏君子人格显得尤为重要。

从一定程度上讲，蘧孔之间的影响是相互

的。首先，蘧孔之间曾经朝夕相处，密切交往，

为其思想的交流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孔子学无

常师，蘧氏或为孔子最为推崇的师长之一。蘧

氏依时而定的行为方式和“君子以达”“事君以

礼”等众多思想对孔子处世的准则及儒家思想

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所建构的儒家

思想体系中的很多因素可以从蘧氏身上得以体

现，蘧氏的“崇仁尚德”“外宽内正”“成人之美”

的品质完全符合孔子推崇的仁者君子的形象，

可谓是孔子所提倡的完美君子人格的典范。从

中也可领悟到再伟大的人物也有一个学习、效

仿贤者达人，不断达到“成人”境界而完善自我

的过程。其次，孔子对蘧氏的盛赞对蘧氏形象

在后世的传颂至关重要。随着后世儒家思想的

发展并占据封建王朝思想统治的主导地位，蘧

氏的形象遂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人格塑造的典

范和榜样，无论修身治学、还是思虑社稷，后人

皆以效仿蘧氏为荣，其行为方式成为后人品评

人物的准则和标准，甚至影响当代人的价值取

向。蘧氏的高尚人格是古代社会的一颗明珠，

光彩熠熠，值得传颂弘扬。

注释

①杨伯峻认为：“君见臣，臣若朝服，依当时仪节，应脱

去皮冠……孙林父、宁殖着朝服，卫献见之不脱皮冠，

盖故意辱之。”②《巧言》末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

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杜注：“公欲以喻文子，居河

上而为乱。”卫献公借诗暗示孙文子将会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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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unzi Personality of Qu Boyu from the Friendship between Qu Boyu and Confucius

Wang Xingguang and Zhang Fan

Abstract：Qu Boyu and Confucius had a deep friendship and they agreed in many ideologies. For example, they
both held the view that as a Junzi should be reasonable and sensible and treat his monarch with etiquet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commented on Qu Boyus personality, morality, words and deeds. Qu Boyu
thought highly of benevolence and virtue, and thereby, he was strict with himself and lenient with others, which made
him an easy-going person. His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to achieve their dreams got him closer to the image of Junzi
that Confucianism held in esteem. He not only became a Junzi himself, but also inspired later scholars to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people. He was brave enough to bear his mistakes and corrected them
once he realized them and such character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should be spread among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Qu Boyu；Confucius；Junzi（man of virtue）；the trend for a Junzi; reflect on himself and correct the
mis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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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蘧孔之交看蘧伯玉的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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