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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早期君子的“位”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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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早期传世文献如《周易》《尚书》中的“君子”概念,学界多认为其内涵主要是指君王及贵族等“有位者”,
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论述赋予其诸多“有德者”的内涵,才使该词成为一个具有褒扬人品道德意蕴的词

汇。其实,孔子之前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典籍如《周易》《尚书》等,有关“君子”一词的描述和记载,在指称“有
位者”时常常并非只有“位”的意义,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关注并蕴有“德”的内涵。“以位而名,含德而

生”是先秦早期君子的主要特征和品貌,这既为后世君子形象的成长和丰满奠定了基本格调,也深刻影响

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墨家、法家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

形象的千锤百炼和打磨塑造。
关键词:君子;位与德;以位而名,含德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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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中国学术文化晨曦初露的商周时期,“君子”
一词已如霞光缕缕,在先秦原典的莽林里四处闪烁。
除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分别有“君”和“子”的单字不

算[1],先秦早期传世文献如《周易》《尚书》中,“君子”
概念星罗棋布,使用频繁。这些先秦早期原典,不仅

孕育和形成的年代比《论语》更早,而且其记载和描述

的内容,与孔子生活的时代也有百年乃至数百年之遥

远。这些原典里的“君子”概念,内涵和外延虽然在不

同语境下互有差异,却又有大体一致的指向和规定

性。对此,学术界探讨颇多且成果丰硕,但在“位”与
“德”的总体定位上,又略显不够精准和贴切,包括笔

者此前的文章也存在疏漏。这里亡羊补牢,简述检讨

如下,以期“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君子”一词的含义及衍变,学界多认为:其
最初主要指君王及贵族等“有位者”,是孔子在《论语》
中反复论述和重新界定,赋予其更多“有德者”的内

涵,才使该词成为一个具有褒扬人品道德意蕴的词

汇。如武道房《试论中华传统君子人格》认为:“‘君
子’一词在《周易》《诗经》中已大量出现,最初是对统

治者、贵族男子的尊称。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丰富了

这一词语的内涵:‘君子’不仅仅是指那些贵族官僚

了,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人。”[2]洪修

平、孙亦平《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

补》也指出:“‘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
孔子儒学赋予了‘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

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

人格化体现。”[3]笔者此前撰写的多篇相关文章,如
《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明日报》2014
年6月13日,《新华文摘》2014年第19期)、《君子文

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学术界》2017年第

1期)、《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和当代张力》(《光明日

报》2018年4月3日)、《家国情怀的萌生与君子人格

的确立》(《江淮论坛》2020年第2期),等等,均持此

观点。
这种先秦早期君子并非指“有德者”,而主要指

“有位者”的见解并非始自当代,而是由来已久,或曰

古已有之。俞樾的《群经平议》谈论孔子名言“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

以位言。上文‘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

与比,’《白虎通·号篇》曰:‘君之与臣无适、无莫,义
之与比’,是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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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非古义也。”[4]钱穆《论语要略》云:“君子、小
人,古人皆以有位与在野为解,至后世而浸失本义,遂
以为有德、无德之辨矣。”[5]余英时的《儒家“君子”的
理想》也说:“‘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称’,更不是

‘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孔
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

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这是古

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6]

毋庸置疑,这看法言之成理,考之典籍,亦持之有

故。许慎《说文》云:“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
在金文中,“尹”为手执笔或权杖,字形与“父”相近,有
父辈掌权治理事务之意;“口”表示发布号令[7]。郑玄

注《仪礼·丧服》“君”云:“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

者,皆曰君。”[8]春秋时代,“子”是对男子的美称,也包

括列国卿大夫等地位较低者。汪中《述学·释夫子》
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者,五等之爵也。
……《春秋传》:‘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则

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称,故著‘子’去‘男’,
从其尊者。”[9]由此可知,“君子”在西周和春秋时期,
基本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周易·遁卦》
象辞:“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尚
书·周官·大禹谟》:“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

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

之咎”;《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等,也
都是在王侯及卿大夫等贵族的意义上使用“君子”
概念。

二

不过,若深入细察,以上对早期“君子”内涵的解

读和阐释,虽然顺理成章却不够全面严谨,显得有些

粗疏而不够精当。其偏颇之处在于,从西周到春秋时

期有关君子的描述,或者说孔子之前典籍有关君子的

记载,如《周易》《尚书》等,“君子”一词在指代“有位

者”时,常常并非只具有“位”的意义,而是在许多情况

下同时关注并蕴有“德”的内涵。如上引《周易·遁

卦》象辞“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句
即是说:天下有巍然不动的大山,象征退避隐逸。君

子应效法此道,远离小人,虽未显憎恶之情,却自有威

严。该卦还有“好遁,君子吉,小人否”的象辞,也是说

喜好退让隐遁,对君子吉祥,而小人却难以做到。这

里“遁”(退让)、“吉”(吉祥)、“远小人,不恶而严”等,
显然都包含着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道德意蕴。至于

上引《尚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

保,天降之咎”,则明显饱含对“君子”的正面推崇及其

“在野”的不满和愤慨。由此可见,君子人格的胚胎含

德而孕并带德而生,注重“位”与“德”的结合是君子概

念与生俱来的特征,也是中华先民早期开疆拓土,从
蛮荒走向文明本能蕴有向上向善追求的客观反映。

古老的中国步入殷周时代,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

氏族血缘宗法制度。依此制度,周王自封为天子,王
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天下政治上的

共主,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嗣分封为诸

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

宗,是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
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分封为卿大夫,同样

由嫡长子继承,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世袭官

职,并拥有统治封邑的权力。卿大夫还分出有“侧室”
或“贰宗”等。如此层层循环,构成殷周至春秋间严整

有序的氏族宗法制度体系[10]。所以《孟子·离娄上》
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殷周

和春秋时期的“家”,并非指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
而是与“邦”“国”交叠的氏族和部落。如章太炎所言:
“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

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即孟

子说‘千 乘 之 家 百 乘 之 家’”,故 不 齐 家 者 不 能

治国[11]。
不过,氏族宗法制讲究血缘关系的“亲亲尊尊”,

也同时注重超越血缘关系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尚书·虞书·益稷》云:“元
首明哉! 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 股肱

惰哉! 万事堕哉!”这就是强调:君王圣明,大臣贤良,
百事顺康;君王胸无大志而目光短浅,大臣则易散漫

懒政,万事荒废。孔颖达注解“丛脞”曰:“细碎无大

略。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8]144

《尚书·周书·洪范》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

王。”孔颖达疏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为兆民之父

母,是为天下所归往,不可不务。”[8]190 正是当时社会

存在这种认识和现实,李泽厚谈论氏族宗法制首领时

说:“在远古,氏族首领必须以身作则,智勇谦让超出

一般,才能被选,并且他还必须对氏族命运负责,遇有

灾难,他必须首先‘检讨’,或者下台。文献中种种关

于汤祷于桑林的传说,甚至后世皇帝下罪己诏之类,
亦均可说乃此风之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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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氏族宗法体制首

领实质是“合一族之人,奉其‘族贵且贤’者而宗之”。
这种既注意“亲亲尊尊”(族贵),又重视“选贤与能”
(且贤)的举措和传统,是维护氏族宗法制度的有力保

障。《国语·周语中》载鲁国名臣臧文仲的话说:“宋
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

忽焉”,这是以夏、商兴亡对比,说明首领道德品质和

智慧才能对家国及族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

《论语·颜渊》篇称赞:“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
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对鲁国叔孙

穆子说:“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
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
何以堪之? 祸必及子。”此两例从一正一反两面证明,
自上古至春秋时期,即便是在氏族血缘世袭制的体制

下,重视为政者和贵族子弟的贤德与才干,乃是社会

有识者的共同认知。因此,孔子以前的原典文献谈论

“君子”时,常常在指称王侯臣僚等贵族身份的同时,
也兼有甚至看重对其德行贤能的确认和评价。

三

那么,先秦早期原典中“君子”概念在“位”与“德”
的关系上,究竟包涵和呈露怎样的蕴涵呢? 由于《左
传》《国语》等编撰年代与孔子相近或交集,很难明辨

是否受到孔子思想的濡染,暂且存而不论。此择《周
易》《尚书》二部远早于《论语》的传世原典,以窥其实

情,探明原委。
《周易》作为上古时期的占筮之书,许多爻辞和象

辞都提到“君子”,可说是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解
惑之作。张载《正蒙·大易篇第十四》即说:“易为君

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大小,及系辞

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13]《周易》有关君子的论

述,最著名的当然是乾卦和坤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君
子”,如孔颖达注疏云:“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

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义皆然

也。”[8]1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名言并非着意君子的

地位,而是突出强调其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品格。又《乾卦·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就是肯定君子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

省,才能没有悔恨。《谦卦》象辞曰:“地中有山,谦。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是说平地负载高山,

象征谦逊;君子应效法此德,删减多余而增益不足,权
衡事物而公平施予。孔颖达注疏谦卦“谦:亨。君子

有终”卦辞云:“‘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

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
唯‘君子有终’也。”[8]30 该卦象辞还有“劳谦君子,万
民服也”,这是称颂“有功劳又谦虚的君子”,广大民众

都对他信服。如此等等有关君子的描述和评议,在
《周易》的经部和传部均俯拾即是,无不透显出“君子”
虽主要指称“有位者”,却同时也寓含“有德者”的
内蕴。

《尚书》作为汇集上古及夏商周三代政事公务和

函札的文献,所言“君子”多指有职位的官员或君王,
不过这些君王和官员虽自谓承天受命,却需要以德行

为基础方能禀受赓续,因而多半被赋予增强品德修养

和个人约束的要求。《尚书·周书·无逸》:“周公曰:
‘呜呼!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
知小人之依。’”这是周公告诫为官的君子,不能只顾

贪图享乐,而要体察和了解耕种及收割的艰辛,然后

享受安逸,这才能知晓百姓的辛劳疾苦。《尚书·周

书·周官》:“王曰:‘呜呼! 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

怀。’”这是周成王教导各级君子官员,要恪尽职守,慎
重发号施令,号令一旦发出,必须贯彻执行,不得违

反。用公心和公正消除私心和私欲,才能得到老百姓

的信任和拥护。《尚书》其他篇章所涉“君子”,也常常

与德行和修养相联系。如《尚书·周书·酒诰》:“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也是强调各位

官员君子不能随意饮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

醉”,即便在祭祀时喝酒,也要以道德加以约束,不能

醉酒误事。
以上种种表明,君子作为中华民族代表性人格的

种苗,其在悠远的商周及春秋莽原上破土而出之时,
虽然主要身份是基于血缘世袭和处于社会上层的“有
位者”及“尊贵者”,但也注入和携带了“有德者”和“贤
明者”的基因。当然,有位者之“德”之“贤”,更多出于

维护其江山永固的考量,更多涉及恪尽职守、身先士

卒、公而忘私、体恤民瘼等治国理政之官德,但这些不

仅与普遍伦理要求并不矛盾,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其本

身就是普遍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西周至

春秋时期的“君子”,既多半是对“劳心者”社会政治经

济地位的身份定位,也常常作为一种德行修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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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而被认定,包含着某种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的寄

托与倡扬。
先秦早期君子“以位而名、含德而生”的倾向和品

格,为后世君子形象的成长和丰满奠定了基本格调,

也深刻影响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及道家、
墨家、法家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君子作为中华民

族代表性人格形象的千锤百炼和打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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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andVirtueofJunziintheEarlyPre-QinPeriod
QIANNiansun

(AnhuiAcademyofSocialSciences,Hefei230051,China)
Abstract:TheconceptofJunziinearlypre-Qinliterature,suchastheBookofChanges,Bookof

Shangshu,iswidelyagreedinacademiccirclestomainlyrefertoinfluentialindividualssuchaskingsand
nobles.ItisConfucius’repeateddiscussionsintheAnalectsthatendowJunziwith manyvirtuous
individuals,whichmakesitavocabularywithmoralconnotationspraisingone’scharacter.Infact,the
descriptionsandrecordsofthetermJunziinancientbooksfromtheWesternZhouDynastytotheChunqiu
PeriodbeforeConfucius,suchastheBookofChanges,Shangshu,andthelike,oftenregardthosepeople
withpositionsasnotonlywiththemeaningofposition,butalsowiththeconnotationofvirtueinmany
cases.ThemaincharacteristicandappearanceofearlyJunziinthepre-Qinperiodwasnamedaftertheir
positionandbornwithvirtue.Thisnotonlylaidthebasicstyleforthegrowthandrichnessoftheimageof
Junziinlatergenerations,butalsodeeplyinfluencedtheConfucianschoolrepresentedbyConfuciusand
Mencius,aswellastheentir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suchasTaoism,Mohism,andLegalism,which
honedandshapedthecharacterimageofJunziasarepresentativ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Junzi;positionandvirtue;namedbyposition,bornwith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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