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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堰
:

孔子政治理想的积极实践者

蒋 伟 国

在孔子众多 的弟子 中
,

言堰一 向是 以文学之士的形象出现
,

并得到后世推崇的
。

孔子在世

时就曾论及过其弟子们的成就
,

指出
: “

德行
:
颜渊

、

阂子赛
、

冉伯牛
、

仲弓 ;言语
:
宰我

、

子贡 ;政

事
: 冉有

、

季路 ;文学
: 子游

、

子夏
” 。
①西汉时期
,

司马迁 以史学家特有的睿智的 目光
,

确认孔子

对其弟子较为公正的评估
,

在其传世巨著《史记》中留下了孔子的
“

受业身通者
” “

皆异能之士
”

的忠实记录② 。

到宋代
,

言僵更是被朱熹誉为
“

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
”
的

“

豪杰之士
’ ,
③

。

言

僵在文学上所取得的不朽业绩
,

是早就有定论的
,

是故其
“

自唐以来
,

列于十哲配享
’ ,
④

。

但是
,

这些业绩
,

并不是他人生成就的全部
。

证诸史籍
,

可以发现
,

他在政治上的作为
,

并不亚于他在

文学上的贡献
。

言僵
,

字子游
,

公元前 506 年 出生在吴国境内以先贤仲雍命名的虞山东麓
。

他生前的业

绩
,

为他百年之后赢得 了光彩照人的荣耀
。

唯其如此
,

后人提起这位先哲
,

往往尊称其为言子

以表示崇敬之意
。

言僵童年时代的生活
,

是很不平静的
。

吴国与周边各国长期的交战
,

使人们饱尝离乱之

苦
,

因而非常向往平和
、

安定 的生活
。

当时
,

言僵的宗亲为其取名僵
,

正是希望 国家能堰武修

文
,

不要再因兵资而死亡枕藉
、

饿俘遍地
。

然而
,

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
,

并不是以人们的期望为转移的
。

为 了自己 的利益
,

他们不惜

穷兵默武
。

残酷的现实
,

使稍有学养的言值感到费解
。

他迫切希望有人能解释这种现象产生

的原因
,

更期盼有人能提出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的思想
。

正是怀着这样的冀求
,

言僵离妻别子
,

踏上了北上游学中原的艰难历程
。

公元前 4 85 年
,

经过长途跋涉 的言堰
,

到达 了中原鲁 国
。

不久
,

他在卫国遇上周游了陈
、

曹
、

宋
、

郑
、

蔡
、

卫六国正欲思归的孔子
,

从而揭开了他师从孔子学习的人生新篇章
。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一名杰出的教育家
,

在教育方法
、

教育内容上都有他非常独到的见解
。

,’ J L子不是要教人以某种知识
,

某种特殊的技能
,

而是通过学
,

使人 区别于鸟兽
,

即在社会 中做

一个道德之人
,

并用 自己的德行去影响他人
” ⑤

。

为 了达到这样的 目的
,

他选择具有普遍价值

的道德原则
,

特别是与政治生活相关的道德原则作为教育内容
,

以使受教者得到道德品质和为

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的培养
。

作为孔子量杰出的弟子之一
,

言僵追随孔子学得 了很多东西
。

仅见 《论语》《礼记 )( 孔子家

语》
、

(孟子 》诸书
,

就有关于人生的孝养
、

丧葬
、

祭祀等内容的
,

有关于政治 的济邦治国之道的
,

也有关于日常生活的礼数规范的
。

它们在言堰的人生岁月 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孔子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
,

其思想的涵盖面极广
,

除了教育思想
、

文化思想
、

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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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在他的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位置的是他的政治思想
。

翻开《论语》
、

(礼记》
、

(孔子家语》等

任何一部记述孔子言行的书籍
,

都可以找到他对道德政治的阐述
。

孔子曾在不同的场合指出
,

政治就是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⑥的有序统治
,

倘若统治者能
“

为政以德
” ,

那么他们就会象

北辰一样
“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
⑦ 。

正是从这种认知出发
,

他反对传统政治中
“

道之以政
,

齐之

以刑
”

的作法
,

主张对广大民众
“
道之以德
,

齐之 以礼
’ ,
⑧ 。

孔子的这种以道德礼仪为治 国之本

的政治主张
,

目的是希望在位者能正其身
,

并期望他们 自觉遵循道德规范的约束
,

来实现其心

目中的理想社会
。

孔子不仅自己积极投身于政界从事政治活动
,

而且安排一些有政治才能的弟子进人政界
。

由此
,

在孔门中涌现出了不少政治人物
,

前期以子路
、

子贡
、

冉求最为 出色
,

后期则以言僵较为

有名
。

公元前 481 年
,

26 岁的言堰在孔子举荐下
,

出任鲁国的武城宰
,

开始了他从政为官的生

涯
。

自此直到公元前 47 2 年辞官止
,

言僵在武城前后任宰 10 年
,

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

使整

个地区都能听到弦歌之声
,

连他的老师对此也极为赞赏
、

推崇
。

勿庸置疑
,

言僵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
。

在其成功 的种种因素中
,

最根本的一点
,

恐怕是他

遵循孔子的政治理想进行 了积极的实践
。

孔子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德治
。

他认为
,

一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

归根到底是道德问题
。

所以
,

他有
“
君子学道则爱人

,

小人学道则易使
” ⑨这种深刻的德治主义的见解

。

对于孔子的这

套理论
,

言僵是深得其 中三昧的
。

故而
,

尽管他所治理的是武城这样的小地方
,

所采用 的却是

孔子心目中的以整个天下为目标的理想社会的治理方式
。

由此
,

他既强调以德修身
,

又十分重

视以德治国
。

言堰的这种做法
,

在很大程度上启发 了民众的道德 自觉
,

从而把武城治理成弦歌

不绝
、

书声传诵的礼乐之邦
。

孔子竭力提倡的道德政治
,

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大致有三个方面
:
治区人丁兴眨

、

社会安

定富足
、

民众具有教养
。

以这三个标准来衡量言僵治下的武城
,

从而得出此处是按孔子理想建

立起来的首善之区的结论
,

是绝不为过的
。

否则
,

孔老夫子怎么会在听到武城的弦歌之声后
,

发出会心的微笑
,

并以
“

割鸡焉用牛刀
” `“
来赞许他的高足 !

政治上要有作为
,

最基本的要义
,

就是要选拔
、

任用一批有专长 的贤能之士
。

这是孔子对

理想政治的总结
,

也是对更高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

由此
,

他对人才极为重视
,

并把主政者的得

人与否当作
“

政举
” 、 “

政息
”
的关键

。

他的这 种从政有赖贤才的观点
,

对于言僵产生了极大影

响
,

并使他在任武城宰时获益甚多
。

言僵在执政武城时
,

曾重用过当地的澹台灭明
,

以佐其政
。

“

澹台灭明
,

武城人
,

字子羽
,

少孔子三十九岁
” “ 。

此人外貌甚 为丑陋
,

但行事很是正直
,

故而

言僵对其有
“

行不由径
,

非公事
,

未尝至于僵之室
” `“的赞辞
,

司马迁对他也有
“

行 不由径
,

非公

事不见卿大夫
”
的记述

。

澹台灭明行事公正的从政品格
,

大大增强了言堰治理武城的号召力
,

使武城之治充满清明
、

正气
、

生机
、

活力
。

澹台灭明不仅身正行正
,

而且思想中的重民倾向很为突 出
。

古书曾记他的 日常行为说
:

“

贵之不喜
,

贱之不怒
。

苟于民利矣
,

廉于其事上也
,

以佐其下
” 13

。

因而
,

言堰得到 了他
,

即视

之为同道
,

倚之为股肤
,

让他襄助自己对武城的治理
。

由于他在言僵的武城之治中为功甚大
,

孔子在得悉详细情况后
,

不无自责地说
: “

吾以言取人
,

失之宰予 ;以貌取人
,

失之子羽
” ` 4 。

一

言僵重用澹台灭明是一个典型例证
。

它说明
,

言堰对孔子重贤才的主张
,

是切实贯彻到了

实际政治中的
。

唯其如此
,

他才能左右逢源
,

做到令行禁止
,

实现礼乐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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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僵对孔子政治理想的实践及其积累的成功经验
,

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

也为后世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树立 了可资比照的样板
。

孔子过世后
,

他的弟子间的分化 日益 明显
,

终于形成了不同的门派
。

但真正成为当时显学

的
,

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
“

孟氏之儒
”
和以荀卿为代表的

“

孙 氏之儒
” 。

孟氏之儒在政治上竭力主张的以仁义治理夭下的仁政
,

在根本上得之于孔子 的经典
,

但直

接渊源却是言僵的思想
。

言僵重本轻末
,

主张由本直接悟人
,

故而对于先末后本
、

主张 由末而

达本的子夏颇有异议
。

他曾说过
: “

子夏 门人小子
、

当洒扫
、

应对
、

进退
,

则可矣
,

抑末也
,

本之则

无
。

如之何
” ` 5
? 可见
,

他十分强调主观的人格 自觉
,

希望人们能通过 自我调适
,

成 为仁人
、

仁

君
,

最终实现仁义政治
。

孟子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观点
,

并加以发展
,

从而形成了他以仁为核心
,

以王道为归宿的仁政学说
。

如果说
,

言僵的思想
,

在从孔子 的仁到孟子的仁政的发展过程中起到 了承上启下作用 的

话
,

那么
,

他的政治实践
,

则为其家乡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弦歌之治为 目标的从政者
。

公元前 443 年
,

言僵病故于虞山故里
。

其后
,

在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时间里
,

他一直没有

得到应有的尊重
,

直到南宋时常熟县令孙应时大力颂扬言堰的业绩
,

并以其武城之治 自策自

励
,

言堰才得到与其历史上的地位
、

政声相称的尊祟
。

以后
,

主持常熟政事的官员中
,

有不少人

以先贤治绩为范
,

勤俭从政
,

以礼乐化民
,

建立了为时人称颂的劳绩
。

举其著者
,

有创辑 《言子 )
的王瘾
,

有常熟民众
“

怀其德
,

悲其死
” ’ 6的戴衍
,

有表示不负
“
国家选用循 良之意

”
的周驰
,

有
“

邑民思慕不辍
” 20 的杨子器
,

有
“

才足副志
,

泽在千秋
” “ `的于宗尧
,

有 以弘扬言子弦歌之治为己

任的劳必达
,

等等
。

常熟地区一代又一代循 良的地方官吏的出现
,

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

它与常熟是言僵的

故乡有关
。

外地官吏一到此地
,

就会油然产生 出一种上进之心
,

从而督促 自己努力务政
、

建立

清明政治
。

言僵 已往矣 ! 但他的情操
、

业绩将永远激励其故里的人民奋发求进
。

注 :

① (论语
·

先进》
。

②1 113 15司马迁
:

(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
。

③朱熹
: 《平江府常熟县学丹阳公祠堂记 )

。

④张鳌山
: 《为褒崇先贤以隆圣化事疏》

。

⑤高专诚
: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

。

⑥《论语
·

颜渊》
。

⑦⑧ (论语
·

为政 》
。

⑨《论语
·

阳货》
。

10 (论语
·

雍也》
。

14 (大戴礼记
·

卫将军文子 )
。

16 (韩非子
·

显学 )
。

17 (论语
·

子张》
。

18 钱陆灿《常熟县志 》
。

19 周驰 (重修谁楼记 》
。

20 桑瑜 (邑侯杨公像记碑》
。

2 1言如泅 (修建于公祠记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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