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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语》作为承载孔子哲学思想、教育理念等内容的儒家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君子思想，其中君子人格

的培养方法也对我们当下进行人格培育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论语》中有关君子的

言论，对君子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君子的含义分为“有德者”与“有位者”，

君子人格更多地体现为道德内涵；其次，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彰显君子优长；接着对君子应该遵守的

行为规范进行了系统归纳。在对那些被孔子称为君子的人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经

过这几个部分的探讨，使我们能更为深入地了解《论语》中君子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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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fucian classic carrying Confucius’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educational ideas, the 
“Analects” contains rich gentleman thoughts. The cultivation method of gentleman personality al-
so has a great reference for our current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
cept of gentleman by sorting out the remarks about gentlema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c-
cording to Yang Boju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meaning of gentleman is divided into 
“virtue” and “position”, gentleman personality is more reflected in the moral connotation; se-
cond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entleman and villain shows gentleman superiority; 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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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norms that gentlemen should abide by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ose who are called gentlemen by Confucius, we can sum up the common points be-
tween them.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parts, we can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
tion of gentleman thought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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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中君子概念的界定 

《论语》记载了先圣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论语》中既有对社会、人生美

好蓝图的描绘，又有人性与政治，道德、文化碰撞而出的智慧火花，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作为

儒家经典著作，各朝各代为《论语》作注加疏者不胜枚举。本文主要选用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来

展开后续对君子思想的分析。《论语》一共分为《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侑第三》等二十篇，

每一篇下面又分为若干章。其中，清楚记录了“君子”一词的共有八十四章，出于孔子之口的共有六十

二章。本文将着重从这六十二章入手，其余篇章为辅，探讨关于君子的道德品质与行为准则。 
在《学而第一》篇中，“君子”一词首次出现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 (《学而》)杨注本在此处解释“君子”一词时说：“《论

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这里是指‘有德者’”[1]。由此可见杨注本

把《论语》中的“君子”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有德者”，即品德高尚的人；一类是“有位者”，即士

大夫统治者。在《学而第一》篇中他接着解释了“君子”一词。“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

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杨注本在此处解释到：“此处大概是指有德者”[1]。
此外，在《宪问第十四》篇中解释了“君子”的含义。“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杨注本在此处解释到：“这个‘君子’‘小人’的含义不太清楚。‘君子’‘小人’若指有德者

无德者而言，则第二句可以不说；看来，这里似乎是指在位者和老百姓而言”[1]。除以上三章中杨注本

对“君子”一词有着清楚的解释以外，其余几十章并无明确的解释。由于我是以杨注本为主要参考对君

子概念进行探讨，因此，我将采取他的解释对以下章节中的“君子”进行释义。 
第一处是“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 (《学

而》)这段话孔子谈到了君子应该要庄重，并且强调君子应重视忠信两种道德的修养，有了错误要及时改

正。可见此处的“君子”应是指“有德者”。第二处是“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 (《里仁》)在这段话中孔子谈到了君子的为人处事离不开一样东西，那

便是“仁”。仁对于君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此处的“君子”应是指“有德者”。第三处是“子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 (《子罕》)孔子想搬到九夷

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回答，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孔子这段话与唐诗《陋

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类似，即使是陋室，但因为有品德高尚的人居住也不再显得简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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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君子”应是指“有德者”。第四处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 (《颜

渊》)在这里，孔子谈到了为政之道：要想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其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作风。此处的“君子”

应是指“有位者”。 
以上只是选取了“君子”作为“有德者”与“有位者”的含义在《论语》中的一些具体的章节。我

们知道，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奴隶主贵族没落，地主阶级兴起，大国之间为了争霸，竭力吸引人才

为自己所用，这就为有才能的下层平民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机会。从这时起，开始将“君子”的称谓使

用于新兴地主知识分子。并且随着“礼”观念的兴起，君臣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才选拔从以血缘亲

疏为主到以被选拔人的才能品格为主。所以，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君子”普遍是指“有德者”与“有位

者”。因此，《论语译注》中“君子”的含义是指“有德者”与“有位者”是说得通的。 

2. 《论语》中君子形象与小人形象的对比 

君子是《论语》中推崇和称颂的对象。在孔子心中，拥有高尚道德的君子是尽善尽美的存在，小人

往往用来与君子做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的小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与君子道德人格对

立的小人，另一种是与统治阶级区别的老百姓。下文所探讨的则是与君子道德人格对立的小人。夏海先

生曾说：“孔子关于君子的思考和论述，不仅是从概念来定义的，也不仅是从概念引申来判断的，而且

还是从君子与小人的比较中来加以丰富和完善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君子形象，就必须把学习和理解孔子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比较论述作为重要途径”[2]。下文将从几个方面论述君子形象与小人形象的对比，这

些对比体现了两类人在道德品性、人生境界以及为人处事等方面的对立，其蕴涵的道德意义十分丰富。 
在义与利方面，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 (《里仁》)君子想

问题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这件事是否符合道德要求，而不会考虑是否有利可图；小人则相反，做事情只

考虑是否有利可图，不管道德与否。不同的义利观造成了君子与小人在看待事物上的不同。“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1] (《里仁》)君子重视道德、法度，而小人则看重乡土、恩惠。不

同的义利观也导致了君子与小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 (《宪问》)君子通

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君子的人生追求是长进向上，小人则是沉沦向下。 
在心胸方面，君子与小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 (《述而》)君

子心地平坦宽广，无论顺境或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隘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

是怨天尤人、时常忧愁焦虑。由于君子与小人的心胸不同，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也是不同的。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 (《颜渊》)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

而小人则与之相反，见不得别人好，还千方百计阻挠别人的好事；见到别人不好则幸灾乐祸。不同的心

胸也导致了君子和小人在用人上的不同表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

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1] (《子路》)在君子手下工

作很容易，讨他的欢喜却难。君子通过衡量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在小人手下工作很难，讨他的欢喜

却容易。但当他使用人的时候，则会百般挑剔，求全责备。不同的心胸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君子

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1] (《子路》)君子心胸开阔，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安详舒泰，待人礼貌谦

让又不盛气凌人；小人盛气凌人又充满自卑，不可能做到君子那般安详舒泰。 
在和与同方面，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只相同，但不相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1] (《子路》)这是说，君子能够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不会盲从附和。而小人只是盲从附

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与同，还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1] (《为政》)君子看重道义，而不会因为暂时的利害相互勾结。小人则看重利害，会为了暂时的利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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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勾结在一起。此外，“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 (《卫灵公》)君子要求自己，遇到问题先从自

身找原因；小人要求别人，遇到问题总是想方设法推卸责任，不懂得反思自己。 
综上所述，孔子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对比，进一步丰富了君子的形象。这里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主要

是从道德品性、为人处事这些方面来说的。造成君子与小人这些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是德行的不同。我们

可以看到，在《论语》中，不论是指有德者还是有位者，孔子对君子在德行上的要求都十分严苛。是以，

君子也成为了孔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从而为我们的人生修养提供了参照。 

3. 《论语》中的君子及其行为规范 

孔子曾说过，在生活中像君子那般行事他还没有达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

得。”[1] (《述而》)可见，要成为君子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作为孔子所赞颂与推崇的人格，君子也

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在《论语》中，就有被孔子直接称为君子的人。他们是：子贱、子产、南宫适、蘧

伯玉。通过孔子对他们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君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第一处是“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1] (《公冶长》)宓子贱在鲁国

一个叫做单父的邑做官，他能够做到不出门也能把那个地方给治理好。从宓子贱治理单父这件事，也能

体现出他是一个十分具有贤德的人。因此，孔子评价宓子贱是君子。第二处是“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 (《公冶长》)孔子评论子产有四种行

为合乎君子之道。这是因为子产执政期间，正是晋国与楚国两国争强、战乱不息的时候。由于郑国地处

要冲，周旋于这两大国之间，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受到尊敬，百姓得以安全生

活。第三处是“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1] (《宪问》)被称为“孔门七十二贤”的南宫适，

言语谨慎，崇尚道德，能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因此，孔子评价南宫适崇尚道德，

是一位君子。第四处是“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

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 (《卫灵公》)蘧伯玉为人勤于改过，能进能退。他严以律己，宽以待

人。所以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能屈能伸，通权达变。 
以上四位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直接称赞为君子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治理单父的宓子贱、郑

国贤相子产、鲁国孟僖子之子南宫适、卫国大夫蘧伯玉，他们不仅是“有德者”，同时也是“有位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具有的四个方面的文化内涵：“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

“齐之以礼”的道德追求；“修身克己”的人格培养；“智且勇”的入世态度[3]。通过上述关于君子的

定义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对比，我们对君子这一形象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学习君子思想，目的就是

要通过学习君子的德行使自己不断向君子人格靠拢。根据君子所具备的这些文化内涵，可以总结出作为

君子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首先，君子要崇仁。仁是《论语》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君子应当把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 (《卫灵公》)君子为人处事离不开一样东西，

那便是“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 (《里仁》)君子不会有一顿

饭的时间离开仁，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离开仁。其次，君子要讲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1] (《里仁》)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思考是否合乎公平、道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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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氏》)这九思都是符

合君子的品格的，最后讲到义，要思考获得的是否合乎道义，所谓取之有道。君子的言语和行为都要

讲义。最后，君子要遵礼。礼是指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生活准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1] (《颜渊》)这是说不符合礼的事情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做。遵礼是对君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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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规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 (《雍也》)君子需要用礼来约束自己，

那样才不至于会离经叛道。 

4. 结语 

通过《论语》中的记载可知，孔子对于君子的期望是希望其为国为民都有所作为。因此，君子应该

有更为饱满的内涵，是一个人格化更高更丰满厚重的形象。这样一个崭新的君子形象，对于人们思想的

转变、意识形态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推进作用，给予了人们更多鞭策的力量，树立了目标和榜

样。作为孔子所称颂与推崇的理想人格，君子往往兼具“德”、“位”两种要素。当然，并不是说所谓

君子就一定要“有位”，君子所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因素还应该是仁。造成“君子”与“小人”这些差别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德行的不同。君子往往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他们是理想社会的

建设者。君子人格不论是对于当时“礼崩乐坏”的古代社会的改变还是对于当今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君子“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齐之以礼”的道德追求、“修身克己”的人格培

养、“智且勇”的入世态度都具有值得我们借鉴并学习的方面。如今，之所以深入探讨君子思想，也是

为了能有效合理地利用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思想财富，从而对个人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这也是深入研究分析君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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