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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领导理想与为了公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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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西方和儒家哲学中，公益的概念都是以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法作为道德教育(大
致称为“德性伦理”)前提的。本文试图概述儒家经典中提出的这种方法，着重介绍“ 
君子”领导力理想——“君子”即美德的化身——及其与孔子赋予公益的象征，即“大
同”理念的关系。我们将关注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领导的实践，描述在孔子的《论
语》中它是如何在修身过程中展开的，而修身的目标在《论语》中的“道德黄金
律”(《 论语》15：24)有具体阐述。其结果是形成一种能够维持公益的道德领导力形
式，因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将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责任的同心圆，将从个人
延伸到社会——包括家、国、全天下的情怀——这为设想一种旨在实现公益的教育实践
提供了基础。在个身上扎根的东西自然会产生社会后果。



“君子”既学习美德，也传授美德

美
德能被教导吗？儒家伦理没有直
接，也没有用抽象的哲学术语回答
这个问题。它的重点是实用的，因

此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实际教学来传授美德。
《论语》是中国公认的道德权威，孔子(公元
前551—479年)（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
《论语》以及其他与孔子相关的中国经典著
作，旨在教导一种符合人性、天命和祖宗戒
律的生活方式。虽然《论语》中讨论的例子
特别关注培养中国精英的治国之道，但孔子
明确指出，进步的“大道”是向任何愿意努
力学习和修身的人开放的。

《论语》没有对孔子的教义进行系统
地总结。实际上，这样的总结在教学上可能
会适得其反，因为儒学的重点——主要包括
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是从具体的例子
中学习如何行事、思考和感受，以成为真正
的人。因此，儒家教育并不是要记住一系列
的基本原则和概念。虽然和所有传统道德一
样，儒家传统倾向于把孔子的教诲放在第一
位，似乎他的教诲用一句格言或一串美德便
能概括，但其真正的含义只能通过修身的实
践才能领悟。《论语》中的话应通过深思，
通过深刻反思人生经历的反复尝试来品味和
探讨，所得出的领悟应与导师一同分享，并
与其他学生共同探讨。

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论语》的叙述
方式中推断出来。然而，《论语》中偶尔也
会出现简要的法则，以揭示所收集言论的涵
义。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道德黄金律”，
经常被用来总结孔子的教义。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论语》15-24，Kindle 
Locations 2847-2849)。

从亲子关系和孝的理念中，可以很容
易地理解这其中的相互性。父母抚育子女三
年，子女则最终为父母守孝三年。然而，请
注意，这种相互性发生在一种随着时间推移
而展开的关系中；它只有在一段不可避免的
不对称的关系中才能体验到。在母亲怀中的
三年抚育结束后，子女还不能立即开始赡养
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女会通过孝道来
了解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当子女最终对父母

承担起责任时，这些期望也会随之改变。随
着关系的变化，履行“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者”的含义也会不断变化。但不会改变的
是，人们普遍希望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且
普遍憎恶一切有损于人性的事情：“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即使在今天，尽管孝道和相互性的环境
发生了变化，但“君子”领导力理想仍受这
些不变的因素的影响。一个遵循“君子”理
念的领导者首先会基于对自己的了解，对竞
争对手、员工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做出一个核
心假设。例如，如果他不希望别人讨厌他，
那么他会倾向于以仁义之心待人。作为“君
子”的领导者必须爱所有人，对他们公平公
正。他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应该是一致
的。

一个人如何学习按照“道德黄金律”生
活并非经验的自然结果。对任何人的教育使
之成为完整的人必须通过对“礼”的学习和
实践来进行。得当的礼仪传达了我们是怎样
的人——也就是我们所处人际关系的客观本
性——以及要实现与天、地和整个人类和谐
共处，我们需要怎么做。通过这种实践所取
得的成果，儒家传统视为“正名”。这是“
君子”领导力的一个标志，因为善治的首要
在于纠正名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
食诸？”（《论语》8:2；Kindle 
Locations 2083-2077）。

礼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作为不同
的角色和身处不同的环境我们该如何举止得
体。要正名，例如夫妇关系，或父子关系，
就必须纠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缩小自
己的实际行为与礼制中所表达的理想之间的
差距，并在“君子”的道德领导中使之具体
实现。如果君王有君王的样子，堪为美德的
楷模，那么他的臣子及其统治的家庭也将必
定是高尚的。

那么，在实现孔子认为可能实现的和谐
关系方面，该从何入手呢？答案是礼教的终
极实践，即修身。一个领导者怎样才能做到
始终牢记仁、义、恕，以礼待人呢？要使良
性循环不断扩大，得依赖于 “上至天子，下

Society 社会



至百姓”都普遍注重修身。
《论语》对修身的实践提供了许多见

解。要达到这种个人平衡或安宁的状态，需
要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显然，维
护礼教需要某种形式的冥想或个人反思，而
不仅仅是通过掌握事实和理论获得知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人”。（《论语》14:42；Kindle 
Locations 2690-2696）

虔诚恭谨是一种习性，是修身的结果，
它能使人脱离世俗，脱离人类对享乐、名誉
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的追求。如果没有
这种超然的态度，任何道德领导力的主张都
是虚假的，孔子在《论语》中偶尔会这样告
诫还称不上“君子”的弟子。《论语》并没
有详细描述如何达到虔诚恭谨的境界，但是
它在“君子”的为人处事中是显而易见的。
《论语》通篇中有许多重要线索教人如何辨
认君子，主要以格言的形式将“君子”与“
小人”加以对比，这里有两个著名的例子：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
怀刑，小人怀惠”。（《论语》4:11
）（Kindle Locations 538-543）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论语》 4:16）（Kindle 
Locations 569-571）

君子领导力的社会意义

虽然孔子称赞君子是仁义的化身，但这
种理想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以“圣人”为象征
的完美境界。“君子”思想的目的在于为所
有立志成为道德领导的人提供最好的选择。
领导者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作为社会成员的责
任，他在道德上与其他社会成员是平等的。
孔子概括了君子的四个特点——“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

义”（《论语》5：16）——表明了君子所追
求的美德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君子”的
道德领导力是在社会组织中行使的，从家庭
开始，向外扩展到其企业或职业中，无论是
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的，是在政府机构还是
在社会服务机构。“君子”所定义的道德理
想超越了孔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的制度局限，
为如何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实现公益这一命题
提供了答案。

儒家经典中包含了实现公益的美好愿
景，如果“君子”理想能够激发各行各业的
领导者为之努力，那么这个愿景是可以实现

的。在《礼记》对“大同”的论述中，这一
点尤为明显。当“大同”的理想被实现后，
则“天下为公”，所有领导者都“讲信修
睦”，努力实现“和谐”。他们的自发渴望
倾向于走向兼爱，这让人想起墨子的教导：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礼运第九》，Kin d l e 
Locations 5636-5639）

显然，公共政策的目标是要实现充分
就业，所有社会成员都为公益贡献自己的劳
动。“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第九》
，Kindle Locations 5641-5643）儒家的社
会哲学一开始就假设为公益而工作是自然而
然的，一个注重公益的社会将通过对他人的
吸引而自然扩展。因此“外户而不闭。”可
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移民会
受到怎样的优待。凡是愿意为公益做出贡献
的人都是受欢迎的。

但孔子认识到，“大同”是传说中的理
想社会图景。虽然“大同”不太可能实现，
但是还是可以实现一种近似公益的社会，也
就是“小康”。与“大同”不同的是，“小
康”的特点是注重个人家庭的利益。

“君子”的道德领导力是在社会组织中行使的，从家庭开始，
向外扩展到其企业或职业中，无论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的，

是在政府机构还是在社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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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
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
度，以立田里；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
也。（《礼记·礼运第九》，Kindle 
Locations 5654-5663） 

显然，“小康”社会没有完全实现孔子
对公益的理想，但它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历史
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公益。它不像“大道”
所设想的那样“天下为公”，而是每个人“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甚至“天下为家”
。鉴于“小康”社会把对家庭的承诺作为其
组织原则，所以实现公益在于实践孝道，用
礼义来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适当规范。在“
小康”社会中，“君子”以“禹、汤、文、
武、成王、周公”六个明君为榜样，行使道
德领导力的作用，他们谨守礼制，尽可能为
社会树立好的榜样，必要时公正地实行刑
罚：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
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
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
者去，众以为殃。（《礼记·礼运第
九》，Kindle Locations 5663-5666
）

只要有志成为“君子”的人都受到良好
的教育，“小康”所描述的公益是可能实现
的。孔子的使命就是通过他的言行来展示如
何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任何有志成为“君子”
领导的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他们怀有
可能激发起他内心最深的道德理想的“大
同”理想，另一方面维持和改善“小康”的
事业却从未完成，他们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冲
突中。当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知道，即
使是“小康”也只是一个所能实现的最好愿
望；如果定义“小康”的道德被忽视或扭
曲，那么就可能沦为“疵国”，社会将陷入
充斥着战争和暴力的“黑暗状态”，领导者
谋权篡位，一心只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要
避免沦为“疵国”，只有整个社会及其领导
者都拥护“小康”实践中所体现的道德，尽
管“小康”并未完全反映“大道”的理想。

理解“君子”在避免灾难和引导每个人在“
小康”社会里实现和谐中所扮演的角色，是
儒家为实现公益的教育理念的核心。

“君子”领导力旨在公益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
下内容：

• 首先，追求公益甚至比立法或公共政策改
革更从根本上需要教育。

• 第二，公益教育必须体现健全的道德价值
观，这些价值观实质上植根于儒家经典等
传统智慧中。

• 第三，公益教育要想在教学上发挥作用，
就必须注重道德领导力的培养。它不能只
是简单地记诵反映道德理想和愿望的一般
概念，而不关心那些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
的人的责任。

• 第四，在这种关注发展道德领导力的过程
中，重点必须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
它将展开调查并提出礼制——或道德规范
和美德——任何想要担当领导角色的人都
必须加以内在化。

• 第五，这种注重培养领导力的实践必须建
立在精神上，也就是说，正如儒家修身之
道对于君子领导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样，
公益教育是会结果还是枯萎取决于学生是
否能掌握自我反省或冥想的技巧，因为这
将有助于养成一种“虔诚恭谨”的习性。

• 第六，试图进行道德领导的人，应不以圣
人自居，且必须寻求获得有利于内心和
谐和个人安宁的美德，诸如孔子所教导
的“君子”之道：恭、敬、惠、义（《论
语》5:16）。

任何有志成为“君子”领导
的人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方
面他们怀有可能激发起他内
心最深的道德理想的“大
同”理想，另一方面维持和
改善“小康”的事业却从未
完成，他们始终处于这样一

种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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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一个真正的“君子”——也就是一
个真诚地践行这些美德的人——将因这些
美德而得到认可。“君子”的善行会激发
别人的善行，别人会自然而然地信任他或
她，与其合作，追求公益。

• 第八，公益，如果它是真正的公益，必须
从道德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的互动中产
生，他们将自由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对
实现真正的公益有着共同的兴趣。

在孔子的时代，相对和平的春秋时期结
束，随之进入杀伐不断、剧烈动荡的战国时
期，“君子”的理想被顺势提出，作为政治
领导的典范，用于培养君主、大臣和家长，
使他们承担起责任以实现公益。在我们当今
的时代，中国处于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这
种思想可以激励我们成为商业和行业内的领
导榜样，这方面的需要与所有将担任领导职
务的人在恢复道德责任上的需要同样紧迫。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君子”领导总是心
怀家、国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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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翻译: Ke Xuexing 柯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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