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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孟　　（1）孔子所维护的周礼，本是周公所建立的氏族贵族的规范化制度，其中包含着原始人道
和民主遗风。
古典文献与现代民俗学可相互印证这一点。
　　（2）但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文明进步要付出道德的代价。
必将消失的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意识却构成了孔学的中心。
　　（3）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
为汉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奠下了始基。
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4）“仁”的四个层面：（A）血缘基础，（B）心理原则，（C）人道主义，（D）个体人格。
四因素的相互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是“实践（用）理性”。
　　（5）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
。
　　（6）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不需要外在神灵的
膜拜、非理性的狂热激情或追求超世的拯救，在此岸中达到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
　　（7）孔子仁学对中国民族长久而巨大的影响和它的优缺点。
　　（8）孟子的“仁政一不忍人之心一四端一人格本体”的内收路线。
赋予心理情感以先验的形上性质，最终归结为道德主体性的建立。
　　（9）伦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中国伦理学特点：一方面强调道德的先验普遍性、绝对性，另方面又强调此先验、普遍、绝对即在经
验的感性、心理之中。
体用不二。
　　（10）孟子奇特的“养气”说：理性凝聚（“集义”）为意志，人凭这种凝聚了理性的感性（“
气”）能与天地相交通。
墨子　　（1）墨子思想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具有重大典型意义。
　　（2）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是墨子思想基础。
　　（3）建立在“交相利”基础上的“兼相爱”——“大同”空想是墨子思想的中心。
　　（4）人格神的专制主宰是墨子思想的第三根支柱。
　　（5）墨家传统并未消失，它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在农民起义和儒学异端中。
近代中国的“墨学复兴”。
　　孙老韩　　（1）中国辩证法应溯源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A）高度冷静
的理智态度，（B）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C）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
　　（2）老子将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君人南面术”。
“无为”的政治层与社会层含义。
　　（3）“道”是功能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不可以语言、见闻、经验去限定。
老子辩证法并非对自然的认识而是生活的智慧。
它的多义性和不可确定性的魅力。
　　（4）由老子的非情感的特征发展而来的韩非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对世事人情的周密计算。
政治犹军事，人生乃战场，揭穿了一切虚仁假义而“益人神智”。
　　（5）重要不在认识真理而在如何运用知识，这种军事一政治一生活的辩证法给中国智力结构带
来了影响。
　　荀易庸　　（1）孔孟荀一脉相承，“一是以修身为本”，都注意了社会规范（外）与个体心理
（内）的关系即人性问题。
孟强调内（“仁”），荀强调外（“礼”）。
　　（2）荀子对“礼”所作的历史主义的理性解释，从入的族类特征的高度来论证，是极为卓越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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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隆礼”、“性伪”、“劝学”和“天人之分”，构成了以改造主客观世界为根本精神的
思想体系，比孟子更具有物质实践性格和以人类为主体的博大气概。
　　（4）荀子的“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并不矛盾。
苟子思想与“顺天”的农业生产或有关系。
　　（5）《易传》建构起儒家的世界观，赋予“天”以品德情感色彩，把自然与历史贯串起来。
既理性又情感，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6）动态过程的（《易传》辩证法与静态描述的《老子》辩证法的异同。
　　（7）《中庸））的内在论。
　　董黄　　（1）与完成大一统专制帝国适应，各家学说逐渐合流，儒、道、法、阴阳为主干。
儒家有深厚的农业小生产基础上的血缘宗法纽带为依据，它对各家的吸取改造。
　　（2）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同王道政治（“人”）作异质同构的类比联系，建构起宇宙
论系统图式；以强调自然一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秩序。
　　（3）中国文官政教体制的建立。
　　（4）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说是天人宇宙论建构在科学思想中的表现。
中医迄今保持其生命力，乃世界文化史的奇迹。
　　（5）秦汉不但在物质文明而且也在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上为中国后代形成了模式和基础，是原典
儒学的真正落实。
　　（6）阴阳五行宇宙图式长久渗入社会生活．给文化心理带来了各种优缺点，如乐观坚韧的整体
精神、封闭顺从的奴隶性格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等等。
　　庄禅　　（1）庄子是最早的反异化的思想家，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个体身心的绝对自由。
　　（2）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人格，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3）道似无情却有情：对生命、个体、感性的注意。
　　（4）玄学提出人格本体论。
玄学三宗，各有特色。
　　（5）禅是中国产物，要求彻底破除任何对语言、概念、思辨、修养、权威的执著，才能“悟道
”。
　　（6）瞬刻中得永恒，刹那间可终古．超越一切时空因果，“我即佛”。
所以，不是什么理想人格而是这种人生境界才是“本体”所在。
　　（7）庄禅对中国艺术有重要影响，它的直观思维方式值得注意。
　　理学　　（1）奠基、成熟和瓦解三时期。
张载、朱熹、王阳明为代表，各以“气”、“理”、“心”为中心范畴，也是理学三派。
　　（2）由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内向理论。
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的讨论都是为了重建以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
　　（3）从而，“人性”问题构成“天”“人”关键。
追求个体心性超越自身的有限感性存在，以达到“参天地”的不朽形上本体。
这个本体是伦理又超伦理的。
　　（4）“义利之分乃人禽之异”，理性伦常与感性欲求的截然二分和尖锐对立。
强调伦理律令非功利、非感性的立法普遍性。
朱熹与康德。
　　（5）康德只讲“义”，理学又讲“仁”；但由于从本体上对感性存在的承认和肯定，使天入、
理欲之分变得模糊。
“仁”、“天”、“心”诸基本范畴既是先验理性的又是经验感性的。
　　（6）这个矛盾突出表现在“心统性情”命题中，“道心”与“人心”既对立又依存。
　　（7）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将由伦理走向宗教？
　　（8）王学发展的两条路线：自然人性论与宗教禁欲主义。
　　经世　　（1）政治化为道德，准宗教性的理学统治构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官僚体制和中国
社会更趋虚伪和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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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性。
　　（2）陈、叶主功利，黄宗羲提“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王船山发现历史与伦理的矛盾，都意味
与传统命题相背离，但由于没有进入近代社会，缺乏全新的哲学建树。
　　（3）戴震用认识论、章学诚用历史学来反理学，展示了同一方向。
　　（4）主要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经世致用”，给中国近代改革者以思想的传统力量。
　　中国智慧　　（1）中国哲学史的课题之一：探究文化一心理结构问题以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
　　（2）中国四大文化（兵、农、医、艺）与培育中国智慧形式有关系。
自然与社会相同构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智慧的重要特征，成为历史经验加入际情感的实用理性。
　　（3）“通而同之”（求同）以包容、吸取和同化外物而扩展自己，是中国智慧的特征之一。
　　（4）乐感文化：本体、无限、超越即在此当下的有限、现实中，中国智慧是审美型的。
是审美而非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
　　（5）“自然的人化”与“天人合一”的新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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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1930-） 美学家。
长沙宁乡人。
194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1978年起任研究员。
1982-1983年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美学研究，是中国美学学会副理事长。
近年主要在国外讲学，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著有《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
思想史论》、《世纪新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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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再评价关于孔子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意见分歧也许更大。
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不很清楚，从而对孔子思想的性质和意义也就众说纷纭。
本文无法涉及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而只想就孔子思想本身作些分析，认为其中包含多元因素的多层
次交错依存，终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一心理结构。
如何准确地把握和描述这一现象，可能是解释孔子的一条途径。
本文认为春秋战国是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的过渡，认为孔子思想是
这一空前时代变革中某些氏族贵族社会性格的表现。
但由孔子创始的这个文化一心理结构，因具有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质而长久延续和发展下来。
一、“礼”的特征无论哪派研究者恐怕很难否认孔子竭力维护、保卫“周礼”这一事实。
《论语》讲“礼”甚多，鲜明表示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要求人们从各方面恢复或
遵循“周礼”。
那么，“周礼”是什么？
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
本文认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
原始文化延续而来。
“周礼”就具有这种特征。
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
族所垄断；另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
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就在流传到汉代、被称为“礼经”、作为三礼之首的《仪礼》中，也还可以看到这一特征的某些遗迹
。
例如《仪礼》首篇的《士冠礼》，实际是原始氏族都有的“成丁礼”、“入社礼”的延续和变形。
例如《乡饮酒礼》中对长者的格外敬重，如《礼记》所阐释“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
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人孝弟”。
可见，孝弟以尊长为前提，而这种尊长礼仪，我同意杨宽《古史新探》中的看法，它“不仅仅是一种
酒会中敬老者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这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有一定地位”。
中外许多原始氏族都有这种会议，如鄂温克人“在六十多年前，凡属公社内部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由
‘乌力楞’会议来商讨和决定。
会议主要是由各户的老年男女所组成，男子当中以其胡须越长越有权威”。
《仪礼》中的“聘礼”、“射礼”等等，也无不可追溯到氏族社会的各种礼仪巫术。
《仪礼》各篇中描述规定得那么琐碎的“礼仪”，既不是后世所能凭空杜撰，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繁文
缛节，作为原始礼仪，它们的原型本有其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
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
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
因之这套“礼仪”对每个氏族成员便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相当于后世的法律，实际即是一
种未成文的习惯法。
到“三代”，特别是殷、周，这套作为习惯法的“礼仪”就逐渐变为替氏族贵族服务的专利品了。
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反映了对氏族统治体系和这种体系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
例如孔孟一贯“尚齿”：所谓“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
矣”。
所谓“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等等，就是如此。
“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
王国维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幽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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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谓之礼。
”郭沫若说：“礼是后来的字。
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用丰字的。
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
《盘庚》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各种
仪制。
”可见，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
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仪制”）。
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
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
“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
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又说“孔子之大，学周礼
一言可以蔽其全体一。
的确是周公而非孔子，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范化。
这在当时是_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
孔子一再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吾从周”、“梦见周公”⋯⋯，其意确乎是要维护周公的这一
套。
“觚不觚，觚哉，觚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是孔子对礼仪形式（“仪”）的维护。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
立⋯⋯”等等，则是孔子对建立在习惯法（“信”）基础上的“礼治”内容的维护。
但是，孔子的时代已开始“礼坏乐崩”，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在瓦解崩毁，“民散
久矣”，“民恶其上”。
春秋时代众多的氏族国家不断被吞并消灭，许许多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或不断贫困，
或“降在皂隶”部分氏族贵族则抛弃陈规，他们以土地私有和经营商业为基础，成为新兴阶级并迅速
富裕壮大。
韩非说：“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经济上的强大实力使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夺权
（田恒的大斗出小斗进实际是显示实力而不是“收买民心”），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终于造成原
来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一诸侯一大夫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
赤裸裸压迫剥削（“铸刑鼎”“作竹刑”“初税亩”“作丘甲”）和战争主张，取下了那层温情脉脉
的“礼”“德”面纱，公开维护压迫剥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从管仲到韩非的法家思想体系日
益取得优势。
孔子在这个动荡的变革时代，明确地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
除了上述在政治上他主张维护“礼”的统治秩序、反对“政”“刑”外，在经济上，他主张维持原有
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免破坏原有的氏族制度和统治体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反对追求财富（聚敛）而损害君臣父子的既定秩序和氏族贵族的人格尊严，成为孔子一个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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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夺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衣故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
这些都反映了被财富打败、处于没落命运的氏族贵族的特征。
孔子尽管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想要恢复周礼，却依然四处碰壁。
历史必然地要从早期宗法制走向更发达的地域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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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的一大前进，在这基础上出现了灿烂的战国文明和强盛的秦汉帝国。
但同时，早期宗法制所保留的大量原始礼仪体制中包含的氏族内部的各种民主、仁爱、人道的残留，
包括像春秋许多中小氏族国家的城邦民主制政治，也全被这一进步所含弃和吞没。
历史向来就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
恩格斯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
矛盾中进行的。
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恩格斯指的是资本
主义对机器的采用。
而从原始社会进到阶级社会，更是如此。
社会的前进，生产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是以大多数人付出沉重牺牲为代价。
例如，在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中，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哀伤、感叹和反对战争带
来的痛苦、牺牲，也从来便是人民的正义呼声。
双方都有理由，所以说是不可解决的悲剧性的历史二律背反。
当以财富为实力的新兴阶级推倒氏族贵族的。
礼治”，要求“以耕战为本”，建立无情的“治法”，赤裸裸地肯定压迫剥削，以君主集权专制替代
氏族贵族民主，来摧毁家长制的氏族统治的落后体制时，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但另一面，哀叹氏族体制的最终崩毁，反对日益扩大的兼并战争，幻想恢复远古剥削压迫较轻的“黄
金时代”，企图维护相对说来对本氏族内部成员确乎比较宽厚的统治体系，不满、斥责、抨击赤裸裸
的剥削压迫⋯⋯，这也有其合理性和人民性。
历史、现实和人物本来经常就是矛盾和复杂的，想用一个好坏是非的简单方式来评定一切，往往削足
适履，不符事实。
孔子维护周礼，是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要求保持
、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远古氏族统治体制，又具有民主性和人苠性。
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基础之上。
二、“仁”的结构也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
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
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
那么，“仁”又是什么？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
这不仅使两千年来从无达诂，也使后人见仁见智，提供了各种不同解说的可能。
强调“仁者爱人”与强调“克已复礼为仁”，便可以实际也作出了两种对立的解释。
看来，要在这百次讲“仁”中，确定哪次为最根本或最准确，以此来推论其他，很难做到；在方法上
也未必妥当。
因为部分甚至部分之合并不能等于整体，有机整体一经构成，便获得自己的特性和生命。
孔子的仁学思想似乎恰恰是这样一种整体模式。
它由四个方面或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
的适应功能。
正因如此，它就经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一
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
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
（四）个体人格。
其整体特征则是（五）实践理性。
这里面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详细研究，本文只是试图初步提出这个问题和提供一个假说。
下面粗线条地简略说明一下。
（一）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
“礼”如前述，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
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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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有子之言似夫子”，一般均引作孔子材料。
）“子奚不为政？
”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参以孟子“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可以确证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一个基础
含义。
“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
这是从远古到殷周的宗法统治体制（亦即“周礼”）的核心，这也就是当时的政治（“是亦为政”）
，亦即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春秋时代和当时儒家所讲的“家”，不是后代的个体家庭或家族，正是与“国”同一的氏族、部落（
堇）。
所谓“平天下”，指的也是氏族（大夫）一部落（诸侯）一部落联盟（天子）的整个系统。
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孔子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也才能理解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孟子的“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
燕众，置君而后去之”等等意思，它们都是要恢复原有氏族部落国家的生存权利。
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父家长传统的
等级制度，反对“政”、“刑”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
的历史事实。
恩格斯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孔子在当时氏族体制、亲属关系崩毁的时代条件下，把这种血缘关系和历史传统提取、转化为意识形
态上的自觉主张，对这种超出生物种属性质、起着社会结构作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等级制度作明朗的
政治学的解释，使之摆脱特定氏族社会的历史限制，强调它具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的含义和作用，
这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把它与作为第二因素的心理原则直接沟通、联结起来并扩展为第三因素之后。
（二）“礼自外作”。
“礼”本是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
包括“入则孝，出则悌”等等，本也是这种并无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
例如，为孔孟所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可能便是一种由来久远、要求人们遵守执行
的传统礼仪。
从而，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浪潮中，很自然地发生了对这套传统礼仪（亦即氏族统治体制）的怀疑
和反对。
当时，对“礼”作新解释的浪潮已风起云涌，出现了各种对“礼”的说明。
其中就有认为“礼”不应只是一套盲目遵循的外在仪节形式，而应有其自身本质的观点。
例如：子大叔见赵筒子，筒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
对日：是仪也，非礼也。
筒子日：敢问何谓礼。
对日⋯⋯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
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
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
，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
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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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
这段话说明了，第一，“礼”不是“仪”。
这从反面证明，在原来，“礼”与“仪”本是不分的，它们是宗教性的原始礼仪巫术的延续；如今需
要区分开来，以寻求和确定“礼”的内在本质。
因为这时“礼”已是自觉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其中包含重要的统治秩序，不能再是那种包罗万象而混
沌一体的原始礼仪了。
第二，这段话还说明了，作为统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礼”，是以食色声味和喜怒哀乐等“人性”为
基础的，统治规范不能脱离人的食色好恶。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这种作为基础的“人性”是什么呢？
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可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可矣。
子日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日安。
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
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
子日，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与上述对“礼”作新解释新规定整个思潮相符合，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
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
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
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
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
“礼”由于取得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因为上述心理原则正是具体化了的人性意识。
由“神”的准绳命令变而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
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孔子却比上述《左传》中对“礼”的规定解释，更平实地符
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在这里重要的是，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
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
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不是去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这样一种现实的伦理一心理模式，正是仁学思想和
儒学文化的关键所在。
正由于把观念、情感和仪式（活动）引导和满足在日常生活的伦理一心理系统之中，其心理原则又是
具有自然基础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这使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斥情欲的宗教禁欲主义。
孔子没有原罪观念和禁欲意识；相反，他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正因为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它也就避免了、抵制了合弃或轻视现实人生
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
孔学和儒家积极的人世人生态度与它的这个心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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