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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如果以往是以中行$狂者$狷者$乡愿为排序#那么经笔者分疏之后#这个顺
序也可以改为%狂者$狷者$中行$乡愿&

刘梦溪

六经的价值论理
!!!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共同价值

!"

年前 !我在 "中国现代
学术要略#中!曾经提出$%学术
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
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

于今思之! 中国文化能够贡献
给世界的! 我认为是人之为人
的(群之为群的 (家之为家的 (

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
理&这些价值论理的精神旨归!

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 使群体
成为和谐的群体! 使家成为有
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 使国
家成为讲信修睦( 怀柔远人的
礼义文明之邦&

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论
理都在%六经'& )乐#这一经没
有文本传下来!是为%五经'&但
直到清代! 学者们习惯上仍然
称为%六经'&

%六经 '经过孔子删订 !是
中国现存最早的原初文本经
典!是古人智慧的最高结晶&所
谓学有本末! 就中国学问的次
第而言 !六经就是本 *所谓 %靡
不有初 !鲜克有终 '!对中国学
问的源流来说!%六经'就是初&

上世纪的大儒马一浮! 称 %六
经' 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
的形态 & 哲学家熊十力也说 !

%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
基本精神依据&这些大判断!时
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反而愈见
其见解独到&

我近年从%六经'的文本里
面 !也包括后来成为 %十三经 '

的)论语#)孝经 #里面 !抽绎出
几组价值理念 ! 包括仁爱 (诚
信(爱敬(忠恕 (知耻 (和同 !共
六组价值论理& 这些价值论理
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 (普
遍性的价值理念! 既适用于古
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
中国人! 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
的人! 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
的价值&

上述价值论理! 我分别写
有专论& 论敬的)敬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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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狂狷! 也是中国
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孔子说 $ %不得中行而与
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

者有所不为& '!"论语#子路$%

我认为!在春秋时期!孔子的这
一思想! 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
的意义& 本来孔子在人的质性
品格的取向上! 主张以中道为
期许(以中庸为常行(以中立为
强矫(以中行为至道&但他的这
一思想! 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时
期!并不行于时&相传为孔子的
孙子子思所作的 )中庸 #!频繁
引录孔子的原话!一则曰$中庸
是很高的思想境界! 一般的人
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也难于持
久+%中庸其至矣乎, 民鲜能久
矣& '-二则曰$很多人都认为自
己聪明! 可是如果选择中庸作
为人生的信条! 大约连一个月
也坚持不了& +%人皆曰.予知/!

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

所以孔子非常失望地承认$%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

尽管如此 !孔子仍然不愿
放弃中庸理念所包含的人生
价值和人生理想 !认为 %依乎
中庸 '! 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
格 !即使 %遁世不见知 '!也不
应后悔&

然则!什么样的人!有可能
达至中庸的品格呢 0 孔子说 $

%唯圣者能之& '这样一来!无形
中提高了能够躬行中庸之道的
人群的层级! 不仅社会上的普
通人! 甚至道德修为可圈可点
的 %君子 '!也难以达到此一境
界& 孔子失望之余的一线期许
是!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依
乎中庸'& 问题是!盘查春秋时
期各国的实况和%士'阶层的状
况!能看到几个可以称得上%圣
人'的人呢,连孔子自己不是也
说$%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 '吗 0

!"论语#述而$%而且!有一次他
感慨至深地说$%圣人吾不得而
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

!同前 %这等于说 !在孔子的眼
里!现实中并没有%圣人'!能够
见到%君子'!已经很不错了&

结果! 如此美妙的中庸之
道!在人间世!竟成为没有人能
够践履的期许&我们的孔子!终
于明白了这个矛盾重重的问
题! 为何不能最终显现出解套
的光亮& 他不得已只好愤愤地
说$%天下国家 !可均也 *爵禄 !

可辞也 *白刃 !可蹈也 *中庸不
可能也& '!"中庸$%孔子是说!

治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

但实现 %治平 '并非没有可能 *

高官厚禄的诱惑尽管大得不得
了!也可以做到不为所动!坚辞
不就*刀刃虽然锋利!必要时也
还有人敢于在上面踏行* 只有
守持中庸! 却无论如何没有谁
能够做到&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 孔子
提出了打破原来宗旨的新的人
的质性建构方案$%不得中行而
与之!必也狂狷乎& '!"论语#子

路 $%中庸不能实现 !中行不得
而遇!只好寄望于%狂狷'&狂者
是一种精神!狷者是一种气度&

%狂者 '精神的特点 !是勇于进
取!行为比一般人超前*%狷者'

气度的特点!是守住自己!不随
大流! 不人云亦云& %狂者'和
%狷者 '的共同特征 !是独行自
立!富于创造精神&

我通过对狂狷在中国历史
上各朝各代呈现状况所作的梳
理发现!凡是%狂者精神'和%狷
者气度' 得以张扬发抒的历史
时刻! 大都是中国历史上创造
力喷涌(人才辈出(艺术与人文
的精神成果集中结晶的时代 &

而一旦%狂者 '敛声 !%狷者 '避
席!社会将陷于沉闷!士失其精
彩! 知识人和文化人的创造力
因受到束缚而不得发挥&

我想! 这也许就是西方思
想家何以要把狂癫和天才联系
在一起的缘故& 希腊的圣哲柏
拉图说 $ %没有某种一定的疯
癫!就成不了诗人& '亚里士多
德也说 $ %没有一个伟大的天
才!不是带有几分疯癫的& '德
国哲学家叔本华! 更是对这种
现象作了专门研究! 详析古往
今来!各种天才与疯癫的案例!

最后得出结论$%天才' 无一例
外都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
性!%而这种优越性! 同时就带
有些轻微的疯狂性'&他援引伯
朴的话说$%大智与疯癫! 诚如
亲与邻!隔墙如纸薄!莫将畛域
分& ' 并且补充道$%这样看起
来! 好象是人的智力每一超出
通常的限度! 作为一种反常现
象就已有疯癫的倾向了& '!"作

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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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天才的思维特点!恰恰在
于与众不同!在于%反常'& %反
常'和反%中庸'!可以作语义互
释&因为复按各家义疏!大都认

同%庸者!常也'的诠解&

不过!孔子的寄望%狂狷'!

实带有不得已的性质& 孟子对
此看得很清楚! 当一次面对万
章的提问$%孔子在陈! 何思鲁
之狂士0 ' 这是指孔子在陈之
时!一次发为感叹$%回去吧!回
去吧,我们那些年轻同道!虽然
狂简 !但很有文采 !过当之处 !

多加.裁之/就是了& '!"论语#

公冶长$% 孟子针对万章之问!

回答说 $%孔子岂不欲中道哉 0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孟

子#尽心下$-可见!%狂狷'在孔
子心目中! 是退而求其次的选
项

&

也可以说是被困境 %逼 '出
来的思想& 然而人类在学理上
的发明!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
%逼'而获得突破&

孔子把人的质性品相 !分
为中行 (狂者 (狷者 (乡愿四个
阶次& 他最不能容忍的是 %乡
愿 '!称之为 %德之贼 '!即正义
与德行的败坏者和虐害者& %乡
愿'的特征!是%同乎流俗!合乎
污世! 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
絜'!总之是%阉然媚于世也者'

!"孟子#尽心下$%!这是孟子的
话&以现实来参照!%乡愿'显然
是小人的性体属性! 君子则反
%乡愿'&孔子所以深恶乡愿!在
于乡愿具有%似是而非'的诡异
之貌& 正如孟子引孔子的话所
说$%恶似而非者'!%恶乡愿!恐
其乱德也& '!"孟子#尽心下$%

可见 %乡愿 '之立义 !其乔
装伪似 (阉然 %乱德 '之罪也大
矣& 难怪孔子不仅蔑称乡愿为
%德之贼'! 而且取譬为说$%譬
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

!"论语#阳货$% 将乡愿与偷偷
摸摸穿墙越货的盗贼为比 !可
见圣人之恶乡愿已经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

然则%乡愿'所%似'者为何
耶0在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中!

乡愿与哪一取向最为相似呢 0

很不幸!与乡愿最相似的!竟是
孔子最为期许却又无法践履的
%中行 '& 事实证明 !%乡愿 '和
%中行'极有可能发生%不正常'

关系&不是由于有什么隐衷!而
是乡愿的质性品相 %貌似中
行'& 而%乡愿'和%中行'!在对
待%狂者'(%狷者'的态度上!不
可避免地会结成联盟& 此正如
"文史通义 1 的作者章学诚所

说$ %乡愿者流! 貌似中行而
讥狂狷 & ' ! "文史通义#质

性$%

因此人的质性的 %四品取
向 '! 如果以往是以中行 ( 狂
者( 狷者( 乡愿为排序! 那么
经笔者分疏之后! 这个顺序也
可以改为 $ 狂者 ( 狷者 ( 中
行( 乡愿&

%狂者 ' 和 %狷者 '! 对
思想革新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
用! 犹如大地之于翱翔天空的
雄鹰 ! 大海之于涛头的弄潮
儿 ! 绝非其他选项所能比拟 &

人类文化人格的精彩! 其要义
就在于不 %媚于世 '& 中国现
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说的$ %士
之读书治学! 盖将以脱心志于
俗谛之桎梏 ! 真理因得以发
扬 & ' 就是这个意思 & 所谓
%媚于世 ' ! 就是通常所说的
%曲学阿世'! 乃是学问人生的
大忌( 大桎梏也&

历史的哲学命题原来是这
样$ 如果一个社会的狂者精神
和狷者气度成了稀罕物! 那么
这个社会的创新机制! 将大大
削弱& 但狂者和狷者如果完全
置中行之道于不顾! 也会失去
方向 & 人的质性的四品取向
中! 哪一项质性! 最有资格充
当对狂狷进行 %裁之' 的大法
官呢0 是为中道&

正是在此一意义层面 !中
庸 (中道 (中行 !可以成为节制
狂狷的垂范圣道& 它可以发出
天籁之音! 警示在陷阱边冥行
的人们!左右都有悬崖!前行莫
陷渠沟& 太史公岂不云乎$%虽
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其实!宇
宙人生的至道! 都是可参可悟
而不可躬行的绝对&然而!中行
如果没有狂者的风起云涌和狷
者的特立独行! 作为比照和激
励! 更容易与乡愿同流合污于
不知不觉中&

我论证孔子为何寄望狂
狷! 还原狂狷精神对中国文化
的创新机制! 所可能起的特殊
作用! 并不意味着! 不重视中
庸( 中道( 中行! 作为圣道的
至高无外的哲学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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