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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存光副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该项成果是一部系统研究和论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演进变化历程的著作。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资料性收集与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作者对从先秦到20世纪孔子形象的变迁历程、对
历代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与论述，这是一项在系统性方面具有开拓性意
义的有关孔子形象问题的研究成果。
总计约30余万字，共包括四大部分和一个结束语，第一部分：作者具体地考察了几种世人对孔子与孔
学的典型的读解范式，它们分别是理性批判或知性分析的、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还原论的和人格主义
的读解范式。
第二部分：该部分对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从学者到偶像化的转换变迁历程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
第三部分：该部分对孔子与儒教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
第四部分：该部分对孔子与儒教的现代命运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
作者最后就20世纪的中国人在对待孔子与孔学问题上的几种典型的态度类型作了归纳性的总结。
依作者之见，除了尊孔与反孔或批孔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这样几种态度类型，即弘扬孔子与孔学的
态度，承认、肯定与表彰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的态度，对真假孔子区别对待的态度，把孔
子当作过去的人物来对待的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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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存光，1966年2月生，山东济宁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中国儒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旷世大儒－－孔子》（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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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论  一、“看”的方式  二、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走向人文时代    1.文化转型：一个时代
性的课题     2.孔子对时代课题的回应第二部分　孔子：从学者到偶像  一、夫子自述    1.“述而不作”
：一个诚实的学者    2.旷野呼告：一个失意的政治家    3.“学者为已”：孔门“道问学”的道德含义  
二、夫子行状：东西南北之人    1.昙花一现的喜色    2.孔子贤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3.君子之学的固有
义    4.孔门：一个亚文化群体    5.老子：孔子的第一个真正论敌  三、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的孔子    1.繁
饰礼乐而崇尚无用的孔某    2.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    3.既仁且知而通体德慧的圣人    4.已逝而
谬种流传的贤人    5.小结  四、一个历史性的反题  五、孔子的偶像化    1.通于时变世务：儒家精英人物
政治态度的自我调适    2.董仲舒的“推明孔氏”    3.司马迁心目中的“至圣”    4.汉武帝“表章《六经
》”政策的出台    5.纬书中的孔子神话    6.汉儒学术思潮的转向与王莽的空言慕古    7.孔子崇拜的制度
化    8.孔子形象的延续与再生    9.小结第三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历史命运  一、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文
化演进  二、文化的世俗化与孔子的政治命运  三、孔子学说何以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  四、儒教演生的
逻辑与特点    1.以孔子为至    ⋯⋯  五、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  六、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大变化  七、异
端之声第四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现代命运  一、引言  二、孔子形象的裂变  三、孔子与儒教在现代中国
的命运转折结束语：在尊孔与批孔之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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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孔子本是一个温良、平实、谦逊的学者，然而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与神话；照理讲
，他的温良与平实本不应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他卓然站在中国轴心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使
他不仅生前历尽了磨难，而且死后更是命运多舛，有时人们对他尊崇过甚，有时又对他误解太深，以
至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竟成了一个不是被人尊奉为神明至圣就是被人贬斥为乡愿恶
魔而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
但是，不管人们是把他捧上九天，还是把他贬入九地，他在人们的争议中又确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
统制力的思想家。
　　一、“看”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被人评头论足，竟然津津有味地被评
说了2500多年。
如果说这2500多年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仍不过是倏忽旦暮之间的话，那可真是孔子一忽儿被人说成神
，一忽儿又被人骂为鬼，说得痛快，骂得也淋漓，要生欲死，这“旦暮之间”似乎就孔子在唱独角戏
。
一家家王朝的兴衰更替已经烟消云散，但孔子却仍然是我们心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难题。
这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也正犹如一幅可以从两种角度观看的“格式塔”脸谱，只因人的选择角度或“看
”的方式不同，这样“看”孔子是神明至圣，那样“看”孔子则又成了乡愿恶魔。
　　然而，这绝不是说人们回头“看”孔子时在玩一种轻松无聊的观念游戏，相反，这对于历史上乃
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实则是一项极严肃而直接关系着其生存路向抉择的大课题，来不得丝毫的含糊
。
我们不妨说，当人们认真地“看”或“读”孔子时，孔子也使人们无以逃避他的“轨迹”。
　　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弗雷彻所认为的，“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因为即使是恨，也
还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你’来看待，而漠不关心则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东西看待。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尊孔子为偶像的反面并不是诅咒他是恶魔，因为咒他是恶魔也还是把孔子当
作一个权威性的偶像看待。
而如果我们对孔子的历史命运作一番历史的反省与考察的话，亦不难发现：孔子正是在毁誉之间的夹
缝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每一次的重压和挫折不但没有消除孔学的影响，反而引发了更为广泛而深入持
久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在传统儒教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持续展开的动态过程。
　　　　在周游列国途中，孔子在与“愤世嫉俗”的隐者的遭遇中，不论是被给以同情的忠告，还是
被讥讽与奚落，都不足以动摇孔子积极救世的立场而使其放弃其道德理想，似乎也没有对孔子造成多
大的心灵震撼。
但，耐人寻味的是，老子竟然赢得了孔子无限的崇敬，甚而他将老子比做高深莫测的龙，老子显然不
是一般遗世独立的隐者。
我想，仅仅因为老子对古代礼制十分精通，也很难对老子何以会赢得孔子如此崇高的敬意做出圆满合
理的解释，因为春秋时人“犹尊礼重信”，仅仅是精通古代礼制似乎也很难对孔子造成心灵的极大震
撼。
在我看来，事实上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之情也许更主要的是基于他们之间思想取向的不同。
虽然，两位哲人之间并未发生面对面激烈的论争，但在平静友好的会谈对话中却存在着思想倾向性上
的根本不同与对立。
当时是孔子作为一个虚心好学的青年学者去拜访而向老子请教，而老子作为施与忠告而富有智慧的哲
人则给予了孔子诸多的训诫。
据《史记·老子列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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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老子施与孔子的忠告来看，老子尽管没有对古代的礼制提出 直接的尖锐批评，但是，老子显
然对孔子对古代礼文化的学习与推崇颇不以为然，并以他那“大智若愚”、深于世故的智慧来劝导孔
子明哲保身。
虽然孔子并未听从老子的劝告，而终生致力于力行救世，但他对老子却深表无比的崇敬之情。
依我之见，从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之情，可以说明老子除了给予了孔子诸多古代礼制方面的教导之外，
更让孔子心仪的是老子还深具超乎孔子关注现世的人文理性之上的另一种哲学慧识。
因此，由老子对古代礼制的精通也许并不能直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他持有与孑L子完全相同的对
礼的充分肯定的态度与主张，而只能说明作为同时代的人，老子较之孔子更精通古代的礼制文化传统
，而孔子欲学之以救世，但老子却未必作如是想，也就是说，孔老之间在礼学上同样可能存在着价值
认知取向上的内在分歧。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今本《老子》中何以会出现上述激烈批评礼的言辞了，尽管那可能只是出于
老子后学之口。
　　总之，老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思想取向上对孔学构成了真正挑战的哲学家。
尽管还有诸多的疑案未解，即使是孔子真的曾学礼于老子，但孔子之所愿学未必就是老子之所主张，
他们对自然、社会、人伦道德、治国之道各自进行着独立的思考，虽然没有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但
他们思想倾向性上的根本分歧与对立可以说又使他们彼此构成为对方真正的论敌。
而且，他们根本倾向性上的分歧与对立，不久便在他们各自的后学那里演化为一种思想领域公开的党
派性的激烈对抗、论辩与斗争，甚至是诋毁与攻击：老子后学极力排诋圣人人为造作的仁义礼法，认
为它是破坏人类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而孔子后学则不遗余力
地维护圣人的仁义礼法之教，以安顿人生、培植道德文明教养、重整失序的社会政治秩序。
　　　　1911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国的历史的确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然而，
“民国”乃至后“民国”时代的历史脉搏撤播出的并不是一串激情与理性、活力与节制交相辉映的和
谐音符，而是充满了吊诡性的风云波澜。
民主革命的激流勇进与尊孔复辟的逆流回潮交错激荡，中西文化的会通调和与异质冲突是非纷纭，正
是在这种云谲波诡的现代历史风云中，孔子的功与过、孔教的是与非成为了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和评
判一切价值的一大焦点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启蒙意义的思想革命，它正面拥护和大力倡导的是科学与民
主以及白话文运动，而反面则向孔家店发起了集中而猛烈的攻击。
何以在这个时候，孔教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直接的原因，即是对当
时尊孔复辟的逆流回潮的一种反动，二是更根本的原因，即根源于伦理、文化上的新觉悟。
兹分述如下：　　民国建立之初，虽然“并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
的《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学校
不准读经祀孔，这实际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和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学校的意味。
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阐述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可用以说明南京
临时政府对孔子与孔教的态度，即“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文中蔡先生
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的新教育方针，并认为孔孟所谓的
“义”、“恕”、“仁”实即近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亲爱（博爱）”等“公民道德”，而对满
清时代所钦定的教育宗旨即忠君与尊孔，蔡先生则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
可见，蔡先生的态度，一方面是对孔子本人的学术持基本肯定的态态，而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由政府
定孔子于一尊的“尊孔”。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祀孔读经的做法在康有为等尊孔主义者看来，无异于是将整个中国文明
的根基扫除荡尽或彻底倾覆，此时的南海康圣人已由“戊戌维新之中坚”转身变为“民国之守旧与反
动分子”了。
在康氏尊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的倡议和感召下，一批尊孔社团如孔教会、孔道会等纷纷成立。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袁世凯亦通令全国尊崇“寄托”了他的“帝王之想”的孔圣，而且，不
仅重新恢复了祀孔祭天的大典，还把孔子之道列入了“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即“国民教育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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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另外，学校也重新恢复了读经。
后来，南海康圣人与辫子大帅张勋还上演了一出尊孔复辟的闹剧。
正是在民间与官方两股尊孔复辟势力的交相呼应鼓噪下，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历史逆流。
但是，这股名为“尊孔”、实则厚诬孔子，并意在复辟帝制或使孔教与政治重新结合联姻的历史逆流
，不仅没有使孔教重获新生，反而使孔教受到了颠覆性的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健将们正是针对上述尊孔复辟的逆流而向孔家店发起集中而猛烈的攻击的。
诚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
后来东　　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
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
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
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
”然而，问题既已发生，问题所涉及的性质与范围却不单单是局限于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上了。
如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所说：“‘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
不生问题。
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
纷争。
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
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
”那么，孔教问题既然涉及“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因此，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和健将们对孔教之是非价值的重新评判和估定，又是在他们对中西文化与伦理问题的根本自觉或
最后觉悟的意识之上而展开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意义层面上对孔教问题的评判和估定更具
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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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本书缘起于一部写于十年前的旧稿，名为《孔子：从学者到偶像》，此旧稿只限于讲述
和阐释先秦两汉时期的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与转换。
书成后虽得一出版社应允出版，并已印出了清样，但后来由于该出版社内部的某种原因，终究还是未
能出成。
2001年笔者以《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获准立项，于是乎旧稿又
得以重获脱胎换骨的新生，如今的新生儿已是大不同于旧稿了，其中有一小部分内容是在旧稿基础上
修改、删裁或重写而成的，而主体部分的内容则是完全新写的。
如今的新生儿虽是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毕竟已较旧稿大大完善、系统、深入和透彻了许
多，因此，有一点笔者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笔者没有虚掷这十年的光阴，而是在读书求学中有了
些许的进步。
在这因生存的艰辛而显得有些漫长的十年中，旧稿几近废掉的命运，曾让笔者苦恼过，而如今它终于
能以新生的面貌面世，令笔者倍加感动和庆幸。
　　2002年4月6日，笔者曾组织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孔子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大都是
在北京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们曾就拙稿《孔子：从学者到偶像》
一书的纲目及《历史上的孔子形象》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批评性、建设性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
我在写作《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一书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吸取了这些学者充满睿智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一并向这些可敬的学者和良师益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最后，笔者在此应特别言明并致以最深挚谢意的是，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和出版，一是得到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金的支持，二是得到了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
的资助。
特别是，在笔者申请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的过程中，曲阜师范大学的苗润田教授、杨朝明教授
、李景明教授等诸多师友曾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没有这些学术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以及许多师友们的无私帮助，本书是无法顺利写成并很快
出版的，故笔者深愿本书不会辱没了这些基金和师友们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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