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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 过 对 先 秦 文 献 中 可 信 的 有 关 孔 子 修 辞 观 的 言 论 进 行 搜 检 ， 可 将 孔 子 修 辞 观 归 纳 为 两 个 方 面 ： 普 通 修 

辞 观 和 儒 学 修 辞 观 ； 孔 子 的 “ 儒 学 修 辞 观 ” 更 为 集 中 地 反 映 出 儒 家 思 想 对 修 辞 行 为 的 认 识 和 界 定 ， 也 决 定 了 中 国 传 统 修 

辞 观 和 修 辞 行 为 的 基 本 走 向 。 

【 关 键 词 】 孔 子 ； 修 辞 观 ； 儒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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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者 通 过 对 先 秦 有 关 文 献 的 查 检 发 现 ， 孔 子 有 关 修 辞 活 动 的 思 想 即 修 辞 观 是 相 当 丰 富 且 自 成 

系 统 的 ， 但 有 些 观 点 至 今 为 止 尚 未 引 起 人 们 的 注 意 。 本 文 拟 对 此 作 一 简 略 而 系 统 的 介 绍 。 笔 者 认 

为 ， 依 据 孔 子 修 辞 观 的 内 在 特 征 ， 其 内 容 概 括 起 来 应 该 包 括 这 样 两 个 方 面 ： 普 通 修 辞 观 和 儒 学 修 辞 

观 。 

一 、 普 通 修 辞 观 

普 通 修 辞 观 指 的 是 与 一 般 言 语 活 动 （ 包 括 口 语 和 书 面 语 ） 本 身 的 形 式 、 内 容 及 效 果 等 相 关 的 思 

想 ， 不 直 接 涉 及 伦 理 、 哲 学 等 特 殊 文 化 参 照 因 素 。 在 这 一 方 面 ， 孔 子 既 有 丰 富 的 理 论 思 考 ， 也 有 生 动 

的 实 际 行 动 。 从 理 论 上 看 ， 可 以 概 括 为 以 下 两 个 层 面 ： 

其 一 ， 从 修 辞 形 式 与 效 果 的 关 系 上 看 ， 孔 子 主 张 “ 慎 言 ” 、 “ 寡 言 ” 、 “ 讷 言 ” ， 反 对 “ 巧 言 ” 、 “ 游 言 ” ， 

提 倡 名 实 相 副 的 “ 文 辞 ” 、 “ 巧 辞 ” 及 口 才 。 

在 孔 子 看 来 ， “ 言 ” 不 仅 是 实 现 交 际 目 的 的 手 段 ， 而 且 与 人 的 “ 德 ” 、 “ 信 ” 等 内 在 品 德 、 素 质 等 有 不 

可 分 割 的 关 系 ， 因 此 ， 他 认 为 在 平 时 的 生 活 中 ， “ 君 子 食 无 求 饱 ， 居 无 求 安 ， 敏 于 事 而 慎 于 言 ” （ 《 论 语 · 

学 而 》 ! ） 。 “ 君 子 欲 讷 于 言 而 敏 于 行 ” （ 《 论 语 · 里 仁 》 ） ， 多 言 多 失 。 不 仅 如 此 ， “ 寡 言 ” 还 是 成 “ 信 ” 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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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 故 君 子 寡 言 以 成 其 信 ” （ 《 礼 记 · 缁 衣 》 ） ； 寡 言 少 语 才 是 “ 信 ” 的 表 现 ： “ 谨 而 信 ” （ 《 论 语 · 学 而 》 ） 。 

与 此 同 时 ， 他 竭 力 反 对 “ 巧 言 ” 、 “ 游 言 ” 。 因 为 他 认 为 这 些 会 有 害 于 “ 德 ” 、 “ 仁 ” 等 道 德 理 想 ， 即 ： “ 巧 言 

乱 德 ” （ 《 论 语 · 学 而 》 ） 。 “ 巧 言 ， 令 色 ， 足 恭 ， 左 丘 明 耻 之 ， 丘 亦 耻 之 ” （ 《 论 语 · 公 冶 长 》 ） ； “ 游 言 ” 也 是 

“ 大 人 ” 所 不 屑 的 ： “ 大 人 不 倡 游 言 ” （ 《 礼 记 · 缁 衣 》 ） 。 也 正 由 于 “ 言 ” 的 复 杂 性 ， 他 主 张 在 处 理 人 与 

“ 言 ” 的 关 系 上 ， 要 “ 君 子 不 以 言 举 人 ， 不 以 人 废 言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由 此 可 见 ， 孔 子 主 张 日 常 言 语 表 达 应 “ 谨 ” 、 “ 慎 ” ， 反 对 花 言 巧 语 ， “ 辞 达 而 已 矣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但 我 们 不 能 据 此 认 为 孔 子 也 反 对 言 语 活 动 中 对 言 辞 的 加 工 润 色 。 相 反 ， 与 上 述 观 点 看 似 矛 

盾 实 则 统 一 的 是 ， 孔 子 也 明 确 地 肯 定 了 言 语 的 才 能 和 言 辞 的 文 采 ， 即 言 说 需 要 “ 佞 ” 与 “ 文 辞 ” 。 

首 先 ， 他 认 为 言 语 形 式 与 内 容 须 相 符 ， 如 子 贡 在 回 答 棘 子 成 时 引 孔 子 的 话 说 ： “ 惜 乎 ， 夫 子 之 说 

君 子 也 ， 驷 不 及 舌 。 文 犹 质 也 ， 质 犹 文 也 ” （ 《 论 语 · 颜 渊 》 ） 。 只 有 “ 文 质 彬 彬 ， 然 后 君 子 ” （ 《 论 语 · 雍 

也 》 ） 。 

其 次 ， 在 “ 文 ” 与 “ 质 ” 相 符 的 基 础 上 ， 孔 子 提 倡 “ 巧 辞 ” 、 “ 文 辞 ” ， 如 “ 情 欲 信 ， 辞 欲 巧 ” （ 《 礼 记 · 表 

记 》 ） 。 因 为 “ 言 以 足 志 ， 文 以 足 言 ， 不 言 谁 知 其 志 ？ 言 之 无 文 ， 行 而 不 远 。 晋 为 伯 ， 郑 入 陈 ， 非 文 辞 不 

为 功 ， 慎 辞 哉 ” （ 《 左 传 · 襄 公 二 十 五 年 》 ） 。 好 的 口 才 也 是 孔 子 所 赞 赏 的 ， 如 在 《 论 语 · 雍 也 》 中 ， 他 便 肯 

定 了 卫 国 大 夫 祝 皌 的 口 才 给 外 交 带 来 的 成 功 ： “ 不 有 祝 皌 之 佞 ， 而 有 宋 朝 之 美 ， 难 乎 免 于 今 之 世 矣 。 ” 

经 上 述 讨 论 可 知 ， 孔 子 对 言 语 表 达 形 式 的 态 度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 而 是 以 “ 文 ” 所 表 达 的 “ 质 ” 的 内 容 

是 否 有 利 于 他 的 儒 学 价 值 观 为 先 决 条 件 的 。 “ 文 ” 、 “ 质 ” 相 副 是 首 要 的 ， 但 当 “ 文 ” 可 能 害 “ 质 ” 时 ， 他 

宁 取 “ 质 ” 弃 “ 文 ” 。 如 在 《 礼 记 · 曲 礼 》 中 ， 他 将 能 言 而 无 “ 礼 ” 的 人 比 作 禽 兽 ： “ 鹦 鹉 能 言 ， 不 离 飞 鸟 ； 猩 

猩 能 语 ， 不 离 禽 兽 。 今 人 而 无 礼 ， 虽 能 言 ， 不 亦 禽 兽 之 心 乎 ？ ” 又 如 当 有 人 说 到 雍 也 虽 “ 仁 ” 但 “ 不 佞 ” 

时 ， 孔 子 立 即 驳 斥 说 ： “ 焉 用 佞 ？ 御 人 以 口 给 ， 屡 憎 于 人 。 不 知 其 仁 ， 焉 用 佞 ？ ” （ 《 论 语 · 公 冶 长 》 ） 可 

见 ， 孔 子 认 为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 辞 达 而 已 矣 ” ， 反 对 伤 “ 质 ” 的 “ 巧 言 ” 、 “ 游 言 ” 、 “ 佞 ” ， 但 如 果 能 够 “ 文 质 

彬 彬 ” ， 那 么 ， 就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追 求 “ 巧 辞 ” 、 “ 文 辞 ” 及 “ 佞 ” 了 。 

由 此 可 见 ， 将 孔 子 的 普 通 修 辞 观 概 括 为 “ 文 质 并 重 ” ， 是 不 够 全 面 的 ! 。 

其 二 ， 从 言 语 交 际 的 一 般 原 则 上 说 ， 孔 子 明 确 指 出 言 语 活 动 要 注 意 特 定 的 时 地 、 交 际 对 象 等 因 

素 ， 否 则 无 论 对 表 达 者 还 是 接 受 者 都 会 带 来 不 利 的 影 响 。 二 千 多 年 前 的 孔 子 认 识 到 这 些 并 提 出 解 

说 ， 这 是 很 了 不 起 的 。 根 据 他 崇 尚 礼 制 的 需 要 ， 言 语 活 动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时 机 性 ， 如 “ 食 不 语 ， 寝 不 言 ” 

（ 《 论 语 · 乡 党 》 ） 。 不 顾 时 机 的 言 说 ， 他 是 否 定 的 ： “ 言 未 及 之 而 言 ， 谓 之 躁 ； 言 及 之 而 不 言 ， 谓 之 隐 ； 未 

见 颜 色 而 言 ， 谓 之 瞽 ” （ 《 论 语 · 季 氏 》 ） 。 同 样 ， 言 语 活 动 也 要 注 意 对 象 ， 这 样 才 能 做 到 不 “ 失 人 ” 、 不 

“ 失 言 ” ， 否 则 ， “ 可 与 言 而 不 与 之 言 ， 失 人 ； 不 可 与 言 而 与 之 言 ， 失 言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对 表 达 者 来 

说 ， 要 注 意 这 些 原 则 。 对 接 受 者 来 说 ， 也 有 同 样 的 要 求 ， 否 则 就 不 免 有 胶 柱 之 嫌 。 《 礼 记 · 檀 弓 · 上 》 

中 曾 子 对 孔 子 话 语 的 误 解 （ 指 “ 丧 欲 速 贫 ， 死 欲 速 朽 ” ） 即 缘 于 此 。 又 如 子 赣 的 拘 泥 便 直 接 受 到 孔 子 

的 开 导 。 《 礼 记 · 祭 义 》 记 载 ： “ 仲 尼 尝 。 奉 荐 而 进 ， 其 亲 也 悫 ， 其 行 也 趋 趋 以 数 ， 已 祭 。 子 赣 问 曰 ： ‘ 子 

之 言 祭 ， 济 济 漆 漆 然 。 今 子 之 祭 ， 无 济 济 漆 漆 然 ， 何 也 ？ ’ 子 曰 ： ‘ 济 济 者 ， 容 也 ， 远 也 。 漆 漆 者 ， 容 也 ， 

自 反 也 。 容 以 远 ， 若 容 以 自 反 也 ， 夫 何 神 明 之 及 交 ？ 夫 何 济 济 漆 漆 之 有 乎 ？ ⋯ ⋯ 夫 言 岂 一 端 而 已 ， 

夫 各 有 所 当 也 ⋯ ⋯ ’ ” 显 然 ， 言 语 是 特 定 语 境 的 产 物 ， 大 多 有 特 定 的 指 称 （ 即 “ 各 有 所 当 ” ） ， 而 子 赣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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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文 ” 与 “ 质 ” 的 关 系 问 题 上 ， 古 今 认 识 并 不 一 致 ， 分 歧 较 大 。 有 的 只 看 到 孔 子 的 “ 辞 达 而 已 矣 ” ， 而 全 面 否 定 另 一 层 思 想 ： 提 

倡 文 辞 。 宋 司 马 光 （ 见 《 答 孔 司 户 文 仲 书 》 ） 、 明 袁 宗 道 （ 见 《 论 文 》 ） 等 持 此 说 。 有 的 则 囿 于 孔 子 的 “ 辞 达 ” 而 欲 作 出 合 理 解 释 ， 

但 事 实 上 多 曲 解 了 其 本 意 ， 如 清 章 学 诚 （ 《 文 史 通 义 · 辨 似 》 ） 、 洪 亮 吉 （ 《 经 进 东 坡 文 集 事 略 · 答 谢 民 师 书 》 ） 等 ， 在 表 述 上 述 思 

想 过 程 中 所 体 现 的 矛 盾 性 就 是 代 表 。 有 的 则 取 “ 中 庸 ” 说 ， 认 为 孔 子 “ 文 ” 、 “ 质 ” 并 重 ， 两 者 不 偏 不 倚 ， 并 冠 以 哲 学 观 的 “ 二 元 ” 

说 ， 如 今 人 吴 礼 权 （ 《 中 国 修 辞 哲 学 史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 " & 年 版 ） 等 。 笔 者 认 为 ， 以 上 认 识 因 为 都 建 立 在 对 孔 子 个 别 语 录 

的 孤 立 的 解 析 上 ， 因 而 没 能 较 为 客 观 和 全 面 地 揭 示 孔 子 在 “ 文 ” 、 “ 质 ” 修 辞 观 上 的 真 正 意 旨 。 



孔 子 的 话 语 作 了 简 单 的 理 解 （ 即 “ 一 端 ” ） ， 从 而 误 释 了 老 师 的 意 思 。 

除 了 以 上 修 辞 理 论 层 次 的 精 彩 论 述 外 ， 孔 子 在 实 际 言 语 活 动 中 也 都 不 折 不 扣 地 实 践 着 他 提 出 

的 理 论 原 则 。 《 论 语 · 乡 党 》 中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下 面 这 段 生 动 的 记 录 ： “ 孔 子 于 乡 党 ， 恂 恂 如 也 ， 似 不 能 

言 者 ； 其 在 宗 庙 朝 廷 ， 便 便 言 ， 唯 谨 尔 ； 朝 ， 与 下 大 夫 言 ， 侃 侃 如 也 ， 与 上 大 夫 言 ， 皊 皊 如 也 。 ” 在 这 里 我 

们 不 仅 看 到 了 孔 子 对 其 修 辞 理 论 的 忠 实 实 践 ， 也 可 以 看 到 孔 子 “ 言 ” 、 “ 行 ” 相 顾 （ 见 《 礼 记 · 中 庸 》 ） 的 

哲 学 思 想 的 实 际 体 现 。 

二 、 儒 学 修 辞 观 

孔 子 的 普 通 修 辞 观 强 调 了 一 般 修 辞 活 动 意 义 上 的 观 点 和 原 则 ， 有 较 广 泛 的 共 通 性 和 适 应 性 。 

应 该 说 ， 他 也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系 统 地 提 出 这 些 观 点 的 人 ， 而 这 些 观 点 又 在 实 践 中 对 两 千 多 年 来 

的 国 人 日 常 修 辞 行 为 产 生 了 决 定 性 的 指 导 作 用 。 

但 作 为 一 位 终 生 崇 尚 礼 制 并 以 “ 克 己 复 礼 ” 为 终 极 目 的 的 儒 学 创 始 人 ， 孔 子 的 修 辞 观 并 没 有 停 

留 在 仅 仅 把 修 辞 行 为 作 为 实 现 一 般 交 际 目 的 的 手 段 这 一 技 术 层 次 上 ， 而 是 较 为 全 面 地 将 由 他 创 始 

的 儒 学 思 想 （ 下 文 的 “ 仁 ” 、 “ 义 ” 等 范 畴 即 为 其 主 要 体 现 者 ） 融 入 修 辞 观 ， 从 而 使 修 辞 行 为 几 乎 与 他 倡 

导 的 所 有 儒 学 范 畴 密 不 可 分 。 言 语 活 动 不 再 仅 仅 是 表 情 达 义 的 手 段 ， 在 孔 子 看 来 ， 传 达 “ 言 ” 的 “ 文 ” 

始 终 成 为 “ 质 ” （ 儒 学 思 想 及 价 值 观 ） 的 外 在 形 式 。 这 便 使 他 的 修 辞 观 带 上 了 浓 厚 的 儒 家 文 化 色 彩 。 

作 为 儒 家 文 化 系 统 中 第 一 个 也 是 最 全 面 地 论 述 修 辞 活 动 与 儒 学 思 想 的 思 想 家 ， 孔 子 修 辞 观 的 这 一 

特 色 ， 也 因 此 在 两 千 多 年 来 被 奉 为 经 典 信 条 ， 受 到 独 尊 ， 并 对 中 国 修 辞 （ 学 ） 史 和 文 化 史 都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基 于 上 述 认 识 ， 我 们 拟 将 孔 子 的 这 部 分 修 辞 观 称 作 儒 学 修 辞 观 。 相 对 前 一 部 分 来 说 ， 儒 学 修 辞 

观 更 能 反 映 孔 子 的 修 辞 思 想 及 哲 学 思 想 。 普 通 修 辞 观 中 的 某 些 思 想 ， 也 可 以 在 儒 学 修 辞 观 中 得 到 

深 层 的 理 论 支 持 。 鉴 于 儒 学 修 辞 观 在 中 国 修 辞 学 史 乃 至 文 化 史 上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 我 们 完 全 有 理 由 

认 为 ， 它 也 是 中 国 传 统 修 辞 观 不 同 于 西 方 传 统 修 辞 观 的 重 要 核 心 特 征 之 一 。 

本 文 试 以 儒 学 的 基 本 范 畴 与 修 辞 （ “ 言 ” ） 的 对 应 关 系 为 次 ， 简 述 如 下 ： 

（ 一 ） “ 言 ” — “ 仁 ” 

“ 仁 ” 这 一 概 念 虽 然 在 孔 子 之 前 已 有 提 及 ， 但 作 为 哲 学 范 畴 准 确 提 出 并 纳 入 一 个 完 整 思 想 体 系 

中 的 重 要 概 念 ， 应 该 说 始 自 孔 子 。 不 仅 如 此 ， “ 仁 ” 是 孔 子 及 整 个 儒 学 思 想 体 系 的 一 个 核 心 范 畴 ! ， 

仅 在 《 论 语 》 中 即 提 到 ! " # 次 ， 虽 无 一 个 总 的 明 确 界 定 ， 但 其 内 涵 是 极 为 丰 富 的 。 首 先 ， “ 仁 ” 是 儒 家 

综 合 品 质 和 能 力 的 反 映 ： “ 能 行 五 者 （ 指 恭 、 宽 、 信 、 敏 、 惠 — — — 引 者 注 ） 于 天 下 为 仁 矣 ” （ 《 论 语 · 阳 

货 》 ） 。 其 次 ， 也 是 符 合 他 的 “ 礼 制 ” 的 人 的 必 要 条 件 的 ： “ 人 而 不 仁 ， 如 礼 何 ？ ” （ 《 论 语 · 八 佾 》 ） “ 仁 ” 、 

“ 仁 者 ” 在 孔 子 看 来 ， 不 仅 是 合 “ 礼 ” 的 人 的 品 质 及 “ 礼 ” 、 “ 义 ” 之 邦 的 必 要 因 素 ， 而 且 与 日 常 言 语 活 动 

也 有 密 切 关 系 。 首 先 ， 可 以 通 过 “ 言 ” 来 观 察 “ 仁 ” 的 有 无 ： “ 刚 、 毅 、 木 、 讷 ， 近 仁 ” （ 《 论 语 · 子 路 》 ） ， 而 

“ 巧 言 令 色 ” 则 “ 鲜 矣 仁 ” （ 《 礼 记 · 缁 衣 》 ） ； 其 次 ， “ 仁 ” 者 其 言 难 以 “ 无 盺 ” ， 因 此 ， 在 回 答 司 马 牛 的 “ 其 言 

也 盺 ， 斯 谓 之 仁 已 乎 ？ ” 的 提 问 时 ， 孔 子 反 诘 道 ： “ 为 之 难 ， 言 之 得 无 盺 乎 ？ ” （ 《 论 语 · 颜 渊 》 ） 因 此 ， 孔 子 

认 为 ， “ 言 ” 、 “ 仁 ” 互 为 表 里 ， “ 仁 ” 质 而 “ 言 ” 文 ， 正 所 谓 “ 礼 节 者 ， 仁 之 貌 也 ； 言 谈 者 ， 仁 之 文 也 ” （ 《 礼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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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行 》 ） 。 

可 见 ， 在 孔 子 看 来 ， 无 论 于 国 于 个 人 来 说 ， “ 仁 ” 是 作 为 一 个 合 “ 礼 ” 之 人 最 基 本 的 素 质 ， 而 且 “ 仁 ” 

者 一 定 有 与 之 相 应 的 外 在 形 式 即 “ 言 ” ， 两 者 可 以 互 相 观 照 ， 这 就 使 得 一 般 修 辞 行 为 与 儒 家 礼 义 精 神 

融 为 一 体 。 

（ 二 ） “ 言 ” — “ 义 ” 

“ 义 ” 在 儒 学 系 统 中 同 样 是 个 重 要 范 畴 ， 它 体 现 着 “ 君 子 ” 对 国 、 君 、 民 的 种 种 责 任 、 义 务 ， 所 谓 “ 君 

子 义 以 为 质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在 儒 家 看 来 ， 它 与 “ 礼 ” 一 起 ， 成 为 每 一 个 人 区 别 于 禽 兽 的 必 要 条 件 ： 

“ 凡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者 ， 礼 义 也 ” （ 《 礼 记 · 冠 义 》 ） ； 它 还 是 治 国 安 邦 的 根 本 ： “ 义 者 ， 天 下 之 制 也 ” （ 《 礼 记 · 

表 记 》 ） 。 “ 义 ” 与 人 、 君 子 、 治 国 固 不 可 分 离 ， 它 还 与 “ 言 ” 有 特 定 的 联 系 。 首 先 ， “ 义 ” 事 关 生 活 的 各 个 

方 面 ， 它 势 必 会 通 过 “ 言 ” 表 现 出 来 ， 否 则 “ 群 居 终 日 ， 言 不 及 义 ， 好 行 小 慧 ， 难 矣 哉 ！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其 次 ， “ 言 必 信 ” ， 否 则 就 会 害 义 ： “ 身 不 正 ， 言 不 信 ， 则 义 不 一 ” （ 《 礼 记 · 缁 衣 》 ） 。 相 反 ， 言 辞 “ 顺 ” ， 

则 能 有 助 于 成 礼 义 ： “ 容 体 正 ， 颜 色 齐 ， 辞 令 顺 ， 而 后 礼 义 备 ” （ 《 礼 记 · 冠 义 》 ） 。 

据 以 上 所 论 ，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 在 儒 学 系 统 里 ， “ 义 ” 既 是 人 作 为 人 的 必 要 条 件 ， 而 且 必 然 要 

通 过 “ 言 ” 表 现 出 来 的 。 不 仅 如 此 ， 惟 有 “ 言 ” 成 信 ， 才 能 使 “ 义 ” 不 贰 ， 也 才 能 进 一 步 全 “ 义 ” 。 

（ 三 ） “ 言 ” — “ 礼 ” 

一 般 将 “ 礼 ” 理 解 为 礼 制 、 礼 仪 ， 实 际 上 ， 它 是 表 达 儒 学 伦 理 及 政 治 等 思 想 的 复 杂 概 念 ， “ 克 己 复 

礼 ” 是 孔 子 终 生 为 之 奋 斗 的 理 想 。 

在 孔 子 看 来 ， 同 “ 仁 ” 、 “ 义 ” 一 样 ， “ 礼 ” 是 每 一 个 人 必 须 时 刻 遵 循 的 规 范 ： “ 民 之 所 由 生 ， 礼 为 大 ” 

（ 《 礼 记 · 哀 公 问 》 ） 。 礼 也 是 国 家 得 以 有 效 治 理 的 途 径 ： “ 道 之 以 德 ， 齐 之 以 礼 ， （ 民 ） 有 耻 且 格 ” （ 《 论 语 

· 为 政 》 ） 。 “ 上 好 礼 ， 则 民 易 使 也 ” （ 《 论 语 · 宪 问 》 ） 。 可 见 ， 对 “ 礼 ” 的 服 从 是 无 条 件 的 ， 即 使 日 常 言 语 

活 动 也 被 纳 入 了 “ 礼 ” 的 规 约 中 ， 要 求 “ 非 礼 勿 言 ” （ 《 论 语 · 颜 渊 》 ） 。 否 则 ， 若 无 “ 礼 ” ， 即 使 能 “ 言 ” ， 也 

为 孔 子 所 不 屑 ： “ 人 而 无 礼 ， 虽 能 言 ， 不 亦 禽 兽 之 心 乎 ？ ” （ 《 礼 记 · 曲 礼 · 上 》 ） 即 使 如 子 路 陈 志 时 稍 有 

“ 不 让 ” ， 也 受 到 了 批 评 ： “ 为 国 以 礼 ， 其 言 不 让 ， 是 故 哂 之 ” （ 《 论 语 · 先 进 》 ） 。 

事 实 上 ， 孔 子 自 己 行 “ 礼 ” 的 言 语 方 式 也 作 了 表 率 ， 如 “ 子 所 雅 言 ， 诗 、 书 、 执 礼 ， 皆 雅 言 也 ” （ 《 论 语 

· 述 而 》 ） 。 在 孔 子 看 来 ， “ 言 ” 绝 非 简 单 的 手 段 ， “ 辞 令 顺 ” 是 “ 礼 义 备 ” 的 必 要 条 件 ， “ 言 ” 、 “ 礼 ” 实 为 一 

体 。 

（ 四 ） “ 言 ” — “ 智 ” （ 知 ） 

与 “ 愚 ” 相 对 的 “ 智 ” ， 也 是 “ 大 人 ” 、 君 子 必 备 的 素 质 ， 因 为 唯 有 “ 知 者 不 惑 ” （ 《 论 语 · 子 罕 》 ） ， 而 且 

只 有 “ 知 者 ” 方 能 “ 知 人 ” （ 《 论 语 · 颜 渊 》 ） 。 同 样 ， “ 知 者 ” 在 言 语 方 面 的 表 现 则 必 定 是 “ 约 ” 、 “ 要 ” ， 且 不 

会 “ 失 言 ” 。 如 孔 子 曾 对 子 路 说 ： “ 故 君 子 知 之 曰 知 之 ， 不 知 曰 不 之 ， 言 之 要 也 ⋯ ⋯ 言 要 则 知 ， 行 至 则 

仁 。 ” ［ ! ］ 他 还 断 言 ： “ 知 者 不 失 人 ， 亦 不 失 言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可 见 ， 在 儒 家 看 来 ， 判 断 一 个 人 是 否 为 “ 智 （ 知 ） ” ， 不 仅 要 看 其 内 在 品 质 ， 其 外 在 语 言 表 达 形 式 也 

不 可 少 。 

（ 五 ） “ 言 ” — “ 信 ” 

作 为 一 切 行 为 基 础 的 诚 “ 信 ” ， 是 孔 子 十 分 强 调 的 一 个 道 德 准 则 ， 在 《 论 语 》 中 被 反 复 提 及 达 " # 
次 。 孔 子 认 为 ， “ 信 ” 是 为 人 立 命 的 一 个 必 备 条 件 ， 否 则 ， 一 切 便 无 从 谈 起 ： “ 人 而 无 信 ， 不 知 其 可 也 ” 

（ 《 论 语 · 为 政 》 ） 。 同 样 ， “ 信 ” 也 是 从 政 者 的 良 策 ： “ 上 好 信 ， 则 民 莫 敢 不 用 情 ” （ 《 论 语 · 子 路 》 ） 。 “ 自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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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有 死 ， 民 无 信 不 立 ” （ 《 论 语 · 颜 渊 》 ） 。 “ 信 ” 不 仅 为 人 的 内 在 道 德 准 则 ， 它 与 “ 言 ” 也 同 样 相 互 关 联 ， 

而 且 对 实 现 “ 仁 治 ” 等 理 想 价 值 有 极 大 影 响 。 

首 先 ， 具 备 儒 学 修 养 的 “ 君 子 ” 、 “ 儒 ” ， 其 言 必 定 “ 信 ” ， 如 “ 是 故 君 子 貌 足 畏 也 ， 色 足 惮 也 ， 言 足 信 

也 ” （ 《 礼 记 · 表 记 》 ） 。 并 肯 定 ： “ 儒 有 居 处 齐 难 ， 其 坐 起 恭 敬 ， 言 必 先 信 ⋯ ⋯ ” （ 《 礼 记 · 儒 行 》 ） 其 次 ， 言 

“ 信 ” ， 则 “ 礼 ” 、 “ 义 ” 等 必 行 于 天 下 ： “ 言 忠 信 ， 行 笃 敬 ， 虽 蛮 貊 之 邦 ， 行 矣 ； 言 不 忠 信 ， 行 不 笃 敬 ， 虽 州 

里 ， 行 乎 哉 ？ ” （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因 为 “ 信 ” “ 言 ” 对 社 会 、 民 众 有 积 极 的 指 导 作 用 ， “ 故 君 子 寡 言 而 行 以 

成 信 ， 则 民 不 得 大 其 美 而 小 其 恶 ” （ 《 礼 记 · 缁 衣 》 ） 。 

要 注 意 的 是 ， 孔 子 强 调 的 是 “ 信 ” 为 根 本 ， “ 信 ” 者 必 可 “ 言 ” ， 君 子 之 “ 言 ” 也 一 定 “ 信 ” ， 但 “ 信 ” 也 不 

是 必 须 通 过 “ 言 ” 来 实 现 的 ， 因 而 ， 孔 子 又 强 调 ： “ 君 子 隐 而 显 ， 不 矜 而 庄 ， 不 厉 而 威 ， 不 言 而 信 ” （ 《 礼 记 

· 表 记 》 ） 。 

（ 六 ） “ 言 ” — “ 德 ” 

“ 德 ” 是 儒 学 关 于 人 的 内 在 道 德 修 养 的 一 个 重 要 概 念 ， 为 人 、 治 国 都 有 严 格 的 “ 德 ” 的 要 求 。 首 

先 ， 对 待 “ 德 ” 的 态 度 可 以 区 分 “ 君 子 ” 与 “ 小 人 ” ： “ 君 子 怀 德 ， 小 人 怀 土 ” （ 《 论 语 · 里 仁 》 ） 。 另 外 ， 以 

“ 德 ” 为 政 ， 则 事 无 不 成 ： “ 为 政 以 德 ， 譬 如 北 辰 ， 居 其 所 而 众 星 拱 之 ” （ 《 论 语 · 为 政 》 ） 。 不 仅 如 此 ， 作 为 

立 身 、 为 政 之 要 的 “ 德 ” 与 “ 言 ” ， 也 有 着 互 为 表 里 的 关 系 。 首 先 ， 有 德 者 必 有 言 ， 反 之 则 不 一 定 ： “ 有 德 

者 必 有 言 ， 有 言 者 不 必 有 德 ” （ 《 论 语 · 宪 问 》 ） 。 在 这 里 ， “ 德 ” 为 本 ， “ 言 ” 仅 为 其 表 ； 其 次 ， 巧 佞 之 言 则 

一 定 危 害 “ 德 ” ， 即 “ 巧 言 乱 德 ” （ 见 前 引 ） ， 而 缺 少 “ 信 ” 及 责 任 的 “ 道 听 途 说 ” ， 在 孔 子 看 来 更 为 可 怕 ， 是 

“ 德 之 弃 也 ” （ 《 论 语 · 阳 货 》 ） 。 

从 上 述 这 些 简 要 的 论 述 中 ， 我 们 知 道 ， 在 儒 学 系 统 中 ， 作 为 人 的 内 在 修 养 的 品 质 之 一 的 “ 德 ” ， 与 

人 的 修 辞 行 为 即 “ 言 ” 是 不 可 分 的 ， “ 德 ” 是 首 要 的 ， “ 言 ” 为 其 形 式 ； 可 贵 的 是 ， 孔 子 也 看 到 了 另 一 面 ， 

即 “ 有 言 ” （ 即 善 言 ） 者 不 一 定 “ 有 德 ” ， 而 且 往 往 “ 巧 言 ” 、 “ 有 言 ” 会 损 害 “ 德 ” ， 因 而 为 其 所 弃 。 

（ 七 ） “ 言 ” — “ 禄 ” 、 “ 利 ” 

“ 禄 ” 在 儒 学 系 统 中 不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概 念 ， 少 有 人 将 它 作 关 键 概 念 提 出 ， 但 却 是 每 一 个 士 人 、 君 

子 在 从 仕 及 生 活 中 必 须 面 对 的 ， 而 且 它 也 往 往 成 为 评 价 君 子 德 行 、 政 绩 的 一 个 重 要 参 照 标 准 。 “ 禄 ” 

在 《 论 语 》 中 解 作 “ 爵 禄 ” 与 “ 政 权 ” ， 它 虽 然 不 是 为 儒 学 所 独 有 的 一 个 范 畴 ， 但 怎 样 看 待 它 ， 儒 学 却 有 

自 己 的 标 准 。 

在 孔 子 看 来 ， 取 “ 禄 ” 当 然 与 前 述 道 德 因 素 有 关 ， 而 且 与 “ 言 ” 不 可 分 。 如 在 回 答 子 张 的 如 何 “ 干 

禄 ” 的 问 题 时 ， 孔 子 说 ： “ 多 闻 阙 疑 ， 慎 言 其 余 ， 则 寡 尤 ； 多 见 阙 殆 ， 慎 行 其 余 ， 则 寡 悔 。 言 寡 尤 ， 行 寡 

悔 ， 禄 在 其 中 矣 ” （ 《 论 语 · 为 政 》 ） 。 足 见 ， 在 孔 子 从 政 哲 学 里 ， 若 要 有 “ 禄 ” ， 不 仅 要 “ 多 闻 ” 、 “ 多 见 ” 以 

及 “ 慎 行 ” ， 而 且 要 “ 慎 言 ” ， 从 而 使 其 “ 行 寡 悔 ” 。 当 然 ， 在 孔 子 看 来 ， “ 禄 ” 、 “ 利 ” 并 非 君 子 人 生 追 求 的 

目 标 本 身 ， 而 是 以 要 合 “ 礼 ” “ 义 ” 为 前 提 。 与 此 不 同 的 是 ， “ 利 ” 则 是 “ 小 人 ” 所 看 中 的 ： “ 君 子 喻 于 义 ， 

小 人 喻 于 利 ” （ 《 论 语 · 里 仁 》 ） 。 在 这 个 前 提 下 ， 孔 子 并 不 绝 对 排 斥 “ 利 ” ， 只 是 “ 罕 言 ” 而 已 （ 《 论 语 · 子 

罕 》 ） 。 在 此 基 础 上 ， 孔 子 认 为 ， “ 禄 ” 、 “ 利 ” 的 大 小 多 少 应 与 言 计 的 类 型 有 相 应 的 关 系 。 如 在 《 礼 记 · 

表 记 》 中 ， 孔 子 明 确 地 说 ： “ 事 君 ， 大 言 入 则 望 大 利 ， 小 言 入 则 望 小 利 。 君 子 不 以 小 言 受 大 禄 ， 不 以 大 

言 受 小 禄 。 ” （ 孔 颖 达 疏 ： “ 大 言 谓 立 大 事 之 言 ⋯ ⋯ 小 言 谓 立 小 事 之 言 。 ” ） 如 果 在 位 取 禄 而 无 “ 言 ” ， 则 

是 为 孔 子 所 不 齿 的 五 耻 之 一 ： “ 居 其 位 ， 无 其 言 ， 君 子 耻 之 ” （ 《 礼 记 · 杂 记 · 下 》 ） 。 

（ 八 ） “ 言 ” — “ 行 ” 

在 孔 子 看 来 ， “ 行 ” 既 指 人 的 行 为 举 止 ， 也 用 来 指 政 令 、 礼 制 的 畅 通 等 意 义 。 而 这 些 都 与 言 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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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分 的 关 系 ， 即 言 是 “ 行 ” 的 表 现 形 式 ， 而 且 “ 言 ” 必 须 为 “ 行 ” 服 务 ， 不 能 徒 有 空 “ 言 ” ， 否 则 即 为 君 子 所 

耻 。 

首 先 ， 言 与 “ 行 ” 应 该 相 互 统 一 ： “ 言 顾 行 ， 行 顾 言 ” （ 《 礼 记 · 中 庸 》 ） 。 否 则 ， “ 君 子 ” 就 应 不 “ 言 ” 、 不 

“ 行 ” ： “ 可 言 也 ， 不 可 行 ， 君 子 弗 言 也 ； 可 行 也 ， 不 可 言 ， 君 子 弗 行 也 ” ； 不 仅 如 此 ， “ 言 ” 与 “ 行 ” 统 一 还 有 

重 要 的 社 会 引 导 作 用 ： “ 民 言 不 危 行 ， 行 不 危 言 矣 ” （ 《 礼 记 · 缁 衣 》 ） 。 因 此 ， “ 君 子 耻 其 言 而 过 其 行 ” 

（ 《 论 语 · 宪 问 》 ） 。 如 果 “ 有 言 ” 而 无 相 应 的 “ 行 ” ， 也 是 为 孔 子 所 不 齿 的 “ 五 耻 ” 之 一 ： “ 有 其 言 无 其 行 ， 

君 子 耻 之 ” （ 《 礼 记 · 杂 记 · 下 》 ） 。 

正 是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孔 子 认 为 ， 应 重 “ 行 ” 而 轻 “ 言 ” ， 即 所 谓 “ 君 子 欲 讷 于 言 而 敏 于 行 ” （ 《 论 语 · 里 

仁 》 ） 。 

（ 九 ） “ 言 ” — “ 君 子 ” 

“ 君 子 ” 在 儒 学 系 统 中 可 以 说 是 个 集 大 成 的 概 念 ， 在 《 论 语 》 中 即 出 现 ! " # 次 ， 它 是 指 内 在 修 养 与 

外 在 行 为 等 各 方 面 都 合 乎 儒 学 规 范 的 典 型 人 格 代 表 ， 与 “ 小 人 ” 相 对 。 “ 君 子 ” 在 内 在 品 质 和 外 在 行 

为 上 有 诸 多 要 求 ， 不 仅 如 此 ， “ 君 子 ” 在 “ 言 ” 上 也 有 特 定 的 表 现 和 要 求 。 首 先 ， 对 君 子 来 说 ， “ 文 ” 与 

“ 质 ” 必 然 是 “ 彬 彬 ” 相 合 的 ， “ 君 子 ” 的 “ 言 ” 是 “ 讷 ” 、 “ 慎 ” 、 “ 寡 ” 的 ， 是 “ 不 失 言 ” 的 ， 与 “ 小 人 ” 不 同 ： “ 君 

子 约 言 ， 小 人 先 言 ” （ 《 礼 记 · 孔 子 闲 居 》 ） 。 因 为 “ 君 子 于 其 言 无 所 苟 而 已 矣 ” （ 《 论 语 · 子 路 》 ） 。 其 次 ， 

“ 君 子 ” 的 “ 言 ” 之 所 以 有 这 样 的 表 现 ， 是 因 为 “ 君 子 ” 的 完 美 人 格 及 其 所 承 担 的 道 德 使 命 所 决 定 的 。 

只 有 这 样 ， 君 子 才 能 敬 身 立 命 为 民 作 则 ， 否 则 ， 会 造 成 礼 制 的 混 乱 。 如 孔 子 在 回 答 鲁 哀 公 “ 何 谓 敬 

身 ” 的 问 题 时 说 ： “ 君 子 过 言 则 民 作 辞 ， 过 动 则 民 作 则 。 君 子 言 不 过 辞 ， 动 不 过 则 ， 百 姓 不 命 而 敬 恭 ， 

如 是 则 能 敬 其 身 ” （ 《 礼 记 · 哀 公 问 》 ） 。 

由 此 可 见 ， 在 孔 子 看 来 ， “ 君 子 ” 与 “ 小 人 ” 的 区 别 ， 不 仅 表 现 在 内 在 道 德 修 养 和 外 在 行 为 上 ， 连 语 

言 表 达 方 式 、 特 征 等 都 有 严 格 的 差 异 。 至 此 ， 我 们 方 能 更 好 地 理 解 为 什 么 孔 子 在 一 般 修 辞 意 义 上 多 

次 强 调 “ 慎 言 ” 、 “ 寡 言 ” 、 “ 讷 ” 、 “ 于 言 无 所 苟 ” 的 真 谛 。 

（ 十 ） “ 言 ” — “ 道 ” 

在 儒 学 系 统 中 ， “ 道 ” 既 抽 象 又 具 体 ， 它 可 以 指 治 理 天 下 的 正 道 ， 也 可 以 指 和 洽 的 政 治 局 面 ， 甚 至 

指 抽 象 的 思 想 体 系 ， 内 涵 十 分 丰 富 。 对 个 人 而 言 ， “ 道 ” 是 人 生 道 德 的 最 高 境 界 ， 在 孔 子 看 来 ， “ 道 ” 是 

“ 人 生 必 由 之 路 ” ［ $ ］ 。 孔 子 甚 至 说 ： “ 朝 闻 道 ， 夕 死 可 矣 ” （ 《 论 语 · 里 仁 》 ） 。 对 治 国 来 说 ， “ 有 道 ” ， 则 是 

理 想 目 标 ： “ 先 王 之 道 ， 斯 为 美 ， 小 大 由 之 ” （ 《 论 语 · 学 而 》 ） 。 不 仅 如 此 ， “ 道 ” 与 “ 言 ” 也 难 以 分 割 。 孔 

子 认 为 ， 国 家 的 治 理 状 态 决 定 了 言 语 的 状 态 与 形 式 ： “ 天 下 无 道 ， 则 辞 有 枝 叶 ” （ 《 礼 记 · 表 记 》 ） ， “ 邦 有 

道 ， 危 言 危 行 ； 邦 无 道 ， 危 行 言 孙 （ 逊 ） ” （ 《 论 语 · 宪 问 》 ） 。 

当 然 ， “ 言 ” 也 可 以 反 过 来 影 响 民 生 、 政 事 ， 如 孔 子 在 《 论 语 · 子 路 》 中 说 ： “ 名 不 正 ， 则 言 不 顺 ； 言 不 

顺 ， 则 事 不 成 ” ， 并 且 最 后 还 会 导 致 “ 民 无 所 措 手 足 ” 的 后 果 。 

因 此 ， 我 们 可 以 从 “ 言 ” 上 判 断 一 个 统 治 的 有 “ 道 ” 与 无 “ 道 ” 。 

三 、 结 语 

通 过 上 述 分 析 ， 我 们 发 现 ， 孔 子 的 修 辞 观 作 为 他 整 个 博 大 精 深 思 想 体 系 中 的 一 个 部 分 ， 同 样 是 

内 容 丰 富 而 自 成 一 体 的 。 本 文 分 作 两 个 方 面 ， 只 是 表 明 其 各 有 侧 重 和 便 于 行 文 而 已 。 实 际 上 ， 孔 子 

的 普 通 修 辞 观 和 儒 学 修 辞 观 是 紧 密 相 连 、 相 互 依 存 的 ， 如 只 有 在 理 解 了 儒 学 修 辞 观 这 一 层 面 的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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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我 们 才 能 更 准 确 地 领 会 孔 子 普 通 修 辞 观 层 面 上 的 先 “ 质 ” 后 “ 文 ” 说 。 因 为 “ 仁 ” 、 “ 义 ” 、 “ 礼 ” 等 范 

畴 所 蕴 涵 的 精 神 就 是 孔 子 再 三 强 调 的 “ 质 ” ， 作 为 “ 文 ” 的 “ 言 ” — — — 修 辞 活 动 ， 只 能 是 实 现 或 传 载 它 的 

媒 介 。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多 仅 注 意 到 了 第 一 个 层 面 ， 因 而 得 出 的 结 论 失 之 偏 颇 就 很 自 然 了 。 

笔 者 认 为 ， 通 过 对 孔 子 修 辞 观 的 梳 理 和 讨 论 ， 我 们 至 少 可 以 得 到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的 初 步 认 识 ： 

其 一 ， 修 辞 行 为 在 以 孔 子 创 设 的 儒 家 思 想 体 系 中 ， 首 先 是 作 为 一 个 实 践 性 活 动 出 现 的 ， 是 各 类 

生 活 环 境 都 必 需 的 手 段 ， 它 对 完 成 人 们 的 交 际 任 务 ， 提 高 人 们 的 交 际 效 果 等 ， 都 是 必 要 的 。 

其 二 ， 修 辞 活 动 又 并 不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 仅 具 有 工 具 性 和 手 段 意 义 的 媒 介 ， 她 自 身 又 作 为 伦 理 参 

数 积 极 地 参 与 政 治 、 社 会 以 及 个 人 的 所 有 生 活 活 动 中 。 在 儒 家 看 来 ， 修 辞 行 为 即 “ 言 ” 可 以 而 且 只 能 

作 为 有 效 手 段 积 极 服 务 于 儒 家 伦 理 道 德 和 理 想 的 实 现 。 

其 三 ， 与 将 哲 学 以 及 社 会 生 活 等 泛 伦 理 化 行 为 相 同 ， 在 儒 家 思 想 体 系 中 ， 修 辞 行 为 既 可 以 作 为 

手 段 参 与 伦 理 建 设 ， 同 时 ， 她 本 身 就 是 主 要 思 想 范 畴 和 个 人 道 德 伦 理 水 平 的 晴 雨 表 ， “ 仁 ” 、 “ 义 ” 、 

“ 德 ” 等 品 质 的 程 度 必 然 带 来 相 应 的 修 辞 活 动 表 现 ； 同 样 ， 我 们 也 可 以 通 过 人 的 修 辞 形 式 观 照 出 其 内 

在 品 质 ， 这 样 ， 在 儒 学 里 ， 修 辞 行 为 与 儒 家 伦 理 道 德 就 有 机 且 牢 固 地 连 接 在 了 一 起 。 

由 此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伦 理 化 ［ ! ］ 在 孔 子 的 修 辞 观 中 得 到 了 较 为 典 型 的 表 现 ， 从 而 使 得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系 统 中 作 为 言 语 交 际 原 则 的 修 辞 原 理 与 儒 家 哲 学 经 义 紧 密 地 融 合 为 一 体 。 而 这 一 融 合 ，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势 必 同 孔 子 的 儒 学 思 想 直 接 影 响 了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性 质 和 走 向 一 样 ， 其 修 辞 观 也 直 接 

决 定 了 国 人 诸 多 的 修 辞 思 想 和 行 为 。 显 然 ， 这 仍 是 一 个 值 得 我 们 继 续 研 究 的 课 题 。 

【 参 考 文 献 】 

［ " ］ 诸 子 集 成 · 荀 子 集 解 · 子 道 ［ # ］ $ 上 海 ： 上 海 书 店 ， " % & ’ $ 
［ ( ］ 肖 万 源 $ 中 国 古 代 人 学 思 想 概 要 ［ # ］ $ 北 京 ： 东 方 出 版 社 ， " % % ) $ ’ $ 
［ ! ］ 梁 漱 溟 $ 中 国 文 化 要 义 ［ # ］ $ 北 京 ： 学 林 出 版 社 ， " % & * $ * % $ 

［ 责 任 编 辑 徐 枫 ］ 

* % 第 " 期 池 昌 海 ： 孔 子 的 修 辞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