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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君子”作为一种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就人

性论基础而言，君子观念既可以建基于人性善论，也可以从人性恶论出发。以人性善论

为前提，成为“君子”意味着“由君子之道行”，而以人性恶论为前提，成为“君子”则意味

着“行君子之道”。无论是“由君子之道行”还是“行君子之道”，都离不开具体的行动工

夫，二者的区别在于，“由君子之道行”偏向的是人们发掘自己的“君子之端”并在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来，君子是由内而外的“推致”而成;“行君子之道”更加强调要人们只有

遵守了社会礼法的规矩，才能够成为“君子”，这是一种“约束”意义上而造就的“君子”。
作为一种“符号”，“君子”的本质意义在于人格理想的信念，这一信念，既是对于优良品

性的信念，也是对于现世人生的乐观信念。在一定的政治社会里，“君子”是共同体优秀

而杰出的成员，既能担负引领社会前进的职责，也是共同体成员的楷模与榜样，“君子”
也因而具有了政治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君子; 人性论; 工夫论; 信念论; 政治哲学

“君子”一词广见于中国传统典籍与社会生活中，为人所熟知，以此概念为

中心，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逐渐形成了一套君子文化。君子文化以理想人格追求

为理论内核，溯及境界论、修养论、教育论、治国论乃至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形

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观念系统，为人们不断演绎。如所周知，在汉语中，“君子”
一词，从早期的身份地位指称转变成道德人格指称，从具体阶层身份概念变成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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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人格概念，一般主要指的是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人。历史地来看，在中国文

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中，自孔子赋予君子以抽象的道德人格意义并明确其诸

多德性标示之后，随着儒家的大力推崇和建构，“君子”观念包含着丰富的哲学

意蕴。一定意义上说，“君子”观念不是某一单独的概念，而是一套有着丰富内

容的哲学理论体系。

一、人性论基础

徐复观先生曾说:“人性论，乃由追求人之本性究系如何而成立的。”〔1〕哲学

意义上的人性论主要关注的是人在本质上具有什么特性，人的本性或者本质是

讨论诸多哲学问题的基础。当我们使用人的“本质”一词的时候，意味着每个人

都将具有这一本质，换句话说，虽然人们的生活各异，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有

着共同的最为内在也最为根本的人之特性。这是所有人性论的一个基本信念。
在中国哲学传统里，论及理想人格，往往都要涉及人性论，理想人格是以人

性假定或者信仰为基础所设想的一个关于人的应然范式。根据对于人性的不同

判断，哲学家们往往还要设计出一套修养及工夫理论，并认为这套修养工夫论能

保证人们实现理想人格。如孟子言性善，则希望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和

扩充善的本性，进而成为“圣人”“大丈夫”“君子”等理想人格; 荀子正视人的欲

求本性，希望人们有一套严密的礼法来约束自身与生俱来的欲念，成为礼法所能

接受的人; 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论，将人从本性上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圣人之

性，不可以名性; 斗宵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

卵，……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春秋繁露·实性》) 董仲舒所说的“圣人

之性”与“斗宵之性”因为不可更改，被其置于一般的人性讨论之外。因而，董仲

舒意义上的人性主要指的是“中民之性”，具有“中民之性”的人通过王道教化可

以日趋向善，从而成为理想形态的人。其后，宋明理学家大多接受孟子的性善理

论，认为通过修养或者扩充善性就能实现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如朱熹强调格

物工夫去体认天理进而完善自我之善性，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工夫去落实内在心

体的良善进而实现自我之善性。儒家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为其修养工夫理论、政
治哲学观念提供理论根据，以形而上的人性观念为现实的修养、治理提供必要性

和可能性意义上的前提预设。
现存的儒家五经阐扬“君子”，孔子更是多个角度地给予了“君子”以美好德

性的塑形，故而，“君子”成为儒家观念中的理想性人格之指称，虽然在不同的哲

学家那里，关于“君子”的具体规定不同，但其作为德性标杆的意义大致是共同

的。因此，孔子之后的儒家，所讨论的理想人格大致上都和“君子”有一定的关

系。“君子”观念在中国哲学传统里具有理想人格意味，因而人性问题同样是讨

论“君子”观念的理论前提，为在现实中实现或达到“君子”的要求提供一种可能

性或必要性的理论铺垫。
由于人性善恶问题不能通过科学实验乃至经验验证的方式予以证实或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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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因此，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虽有百般论证，但最终往往多落于对于基本假定

的某种信念。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人性善或者人性恶时，大多数时候是在说

“我们对人性善或者恶具有某种信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挑选人性观，

在不同的人性观念中做出选择，甚至是以信仰的方式。讨论“君子”观念的人性

论基础，其实也是在为人能否成为君子以及如何成为君子寻找人性论的信念或

者前提。逻辑地来看，就儒家而言，不管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

可以将其视为“君子”的人性论基础。换句话说，无论人们在人性善恶上还存在

多大分歧，这都不妨碍“君子”观念必须有一个人性论的基本假定或者信念作为

前提。区别在于，人性善恶的不同假定或者信念，决定了哲学家们应该如何设计

道德修养中的不同途径。
如果以人性善为前提，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意义上的“君子”，意味着人要将

本性中的善在经验生活中展现并保持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从本性上来

讲，都具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性，具有先验的“君子之端”，然而由于后天的习

染，我们可能会遗忘或者丢弃这种根端，从而走向与“君子”相反的人生方向。
但是一旦我们确立了人性善的信念，而且在生活中不断觉知这种善的本性，由此

自我校正和调整自己的精神言动，就可能成为“君子”。按照孟子的话，就是“凡

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人要始终觉知自己的“善

端”，相信它终将如薪火无尽、泉水不竭，贯穿于人的一生，规定并保证自己成为

理想形态的人。在这个不断“自我充之”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就显得特别的重

要。人成为“君子”，不是他人或者社会要你成为“君子”，而是由于自我本身就

具有“君子之端”，我们只是遵从自己先验的德性和良知而成为“君子”，是顺性

而为的。这就是说，之所以人能成为现实的“君子”，是因为我们由着内在的“君

子之端”而开展我们的人生，进而成为事实上的“君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

“由君子之道行”而展开人生。所谓“由君子之道行”，是指人因为有善的本性，

因此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为自己立法，发挥自己的善端或者良知，让自己成为

君子，而这建基于人性善的逻辑前提或者道德信念。
如果以人性恶为前提，成为君子，意味着人要意识到自己的道德缺失并遵守

后天的规范性约束，从而克服自己本性中的恶，并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道德的

要求。人认识到自己先天德性的不足，说明自我本身并没有成为“君子”的先天

可能性，如荀子说: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 《荀子·荣

辱》) 在荀子看来，对于利欲的追求，是人之本性，但是对于一个好的社会来说，

却不能放任人的本性，因而社会礼法对于形成良好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必要的。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现实道德礼法的约束，人是完全会陷入欲求之恶而不能实现

自我超越成为“君子”。荀子认为:“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 纵

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 《荀子·性恶》) 如果顺着自己的本性，必然

会成为“小人”; 而如果尊重礼义文明，顺从礼法要求，人将成为“君子”。从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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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来看，是否接受教化、是否遵守礼义是“君子”“小人”的根本标准。在荀

子看来，人们认识到人性之恶不足以使人成为“君子”，因此就不会按照人性的

自然状态来展现人生，而是自觉接受教化、接受礼法从而逐渐成为“君子”。在

这个接受教化、接受礼法的过程中，人要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克服过分

的欲念，遵守礼法，被社会规范型塑成君子。以人性恶作为前提，说明“君子”正

是认识到自己先天德性之不足，从而自觉地服从社会的礼法，社会为个人立法，

人们按照社会礼法对“君子”的要求去做“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是“行君子之道”而开展人生。所谓“行君子之道”，就是人们明确自己从本

性上来说不具备“君子”的品质，而社会礼法对人们成为合格的成员有一套明确

的要求，按照这些要求、遵守这些要求，践行社会规范，从而被这些具体的道德要

求、规则要求塑造或者建构成为共同体需要的人格，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君子”。
这种人性恶论前提下的“行君子之道”，表现为人们正视自己的不足，从而按照

“君子”的要求来安排人生，依照社会的要求而改造成为“君子”。
人性善恶的前提式假定，意味着我们要选择以何种方式成为“君子”，也就

是到底是由内而外的推致成为“君子”，还是由外而内的约束成为“君子”? 甚至

可以进一步说，是“由君子之道行”还是“行君子之道”? 前者意味着人意识到自

己品质的高贵性，从而按照内心的明德行事，在日常生活中将君子之道自然而然

地展现出来，具有一种理想型特质; 而后者意味着人认识到自己在人性上的不

足，并认识到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按照社会礼法规定的君子之道去

约束自己，具有现实性，当然，这里存在的危险是，一个人从内心而言可能根本不

是“君子”，但他完全可以按照社会上人们广泛认可的“君子之道”来表现成为一

个“君子”，而这与传统的表里如一的“君子”观念有所冲突。
从上可知，实际上关于“君子”观念的人性论假定，关系到选择哪一种如何

成为“君子”的路径，因此，关于“君子”的人性论基础问题，不仅具有解释意义，

还具有现实的行动意义。

二、工夫论意味

成为“君子”，一定是要将“君子之道”落实在行动上，要表现为实践的工夫。
当人们在讨论“君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德性与德行时，或者当人们说君子应该遵

守哪些礼法时，其实同时就意味着成为“君子”就应该如此这般的去行动。在这

个意义上，“君子”观念包含了“如何成为君子”的工夫路径言说。工夫论是君子

观念中的重要内容，不管是“由君子之道行”还是“行君子之道”，都离不开在日

常生活中的工夫或者说实践。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理想，“君子”不是现成物，即

使是先天具有“君子之道”，但也要靠后天的躬行实践才能将先天的“君子”德性

表现出来，而遵从社会礼法成为“君子”，更是依赖具体的生活实践。“由君子之

道行”的工夫途径往往表现为由内而外的“推致”，而“行君子之道”则表现为在

社会生活中“约束”自己的实践工夫，二者都要求在具体的行动中落实“成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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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
“推致”，顾名思义就是“推而致之”的意思，放在“君子”观念的语境中，就

是要把内在的“君子之端”推到社会生活中来，让内在的“君子之端”变成具体的

“君子之实”。从“推致”的角度看，儒家哲学中强调内在德性的孟子与王阳明的

心性思想中，由内而外的工夫论表现得较为明显。孟子主张要把仁义礼智等

“四端”扩充开来，王阳明认为要将心体上的“良知”推致出来，二者一脉相传，从

总体上来看，都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推致工夫修养论，也就是要将内在的善端落实

在现实生活中。“推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磨练努力的过

程，这就是王阳明心学中强调的“知行合一”。成为“君子”，要有道德行动，因此

就需要有一个切切实实的工夫。儒家的性善论肯定了人人可以为善，有成为

“君子”的道德基因，但这不是说人人都已经为善、已经是现成的“君子”了，要真

正做到善，还需要经过一番修养工夫。在孟子那里，修养工夫首先是要发挥仁、
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虽然是人的内在禀赋，但如果不能时时自

觉并将其在现实生活中予以落实，还是不能实现儒家人之为人的道德理想。孟

子认为，君子的道德修养既不能由别人代替，也不能抱怨他人，在道德修养过程

中，要具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 的道德自律意识。在反求

于自身的时候能够“反身而诚”( 《孟子·尽心上》) ，通过自反性的追索，使天赋

的善性切切实实地体现在自己的言行思想中，只有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要求了，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了，才能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榜样。
在王阳明的理论里，成为“君子”与良知的推致是联系在一起的，良知的存

在赋予了人成为君子、圣人的可能性。王阳明认为，作为本体的良知有被私欲蒙

蔽的可能，所谓“不能不昏蔽于物欲”〔2〕，因此，如果要成为君子，需要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实现“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的所谓“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

自己的良知，直到极限; 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的是非善恶，在行动中实在地

体现出来，从而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由此足见，王阳明一方面强调道德意

识的自觉性，要求人们在内在精神的反省上下功夫，一方面特别重视道德的实践

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

之，则知至矣; 如 知 其 为 善 不 善 也，致 其 知 为 不 善 之 知 而 必 不 为 之，则 知 至

矣。”〔3〕王阳明认为，人要称自己知道“善”，就一定会在行动中将“善”落实，如果

没有将“善”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其实是不知道“善”的。由此，行动是

“善”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不论孟子还是王阳明，在“君子”的“推

致”过程中，特别重视个人自身的责任，也即是个人的修养工夫，“圣贤只是为己

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4〕因此，所谓“由君子之道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落实

在“行”，即由着自己内在的“君子之端”出发，一步步向外推致出来，落实到人生

的实践工夫中，在具体的道德行动中成为“君子”。
而从“约束”的角度看，成为“君子”是一种社会要求而非自我内在生发的要

求。“行君子之道”或者成为“君子”，就意味着人们要遵守社会( 共同体)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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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规范要求，接受社会规范对自己的“约束”。就具体的人而言，每个人都生

活在一定的社会礼法或规范当中，社会礼法或规范往往已经是既定的，会对人们

的行为进行“约束”。现实地来看，人们正是在遵守社会礼法或规范的过程中，

逐渐成为“君子”。在儒家的经典文献里，有着大量的关于“君子”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的规定，特别是礼乐文明的记载中，对人在特定场景的特定言行都有着

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是违背礼法，而违背礼法就不能称其为

“君子”，甚至会遭到惩罚而丧失共同体合格成员的身份。孔子曾称自己“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孔子通过人生修养，对人世、天命均有了

充分的理解，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将自己内心欲念完全控制在礼法规矩的范围

之内，所以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心灵的自由。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孔子的从

心所欲一定是以“规矩”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欲求都是礼法内所接

受的，或者说，他已经将自己的个人欲求与社会礼法的要求合二为一了，规矩的

要求就是自己的欲求。从孔子的例子来看，成为理想中的人，或者说实现了人生

的境界自由，其必要条件在于对社会礼法规矩的遵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要

成为像“君子”那样的人，则要接受社会礼法的“约束”，实现“规矩中的自在”。
荀子进而认为:“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 无

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荀子·儒效》) 师法规矩的存在，是人成为合格的社会

成员的前提，没有这样的规矩，人就可能沦为盗贼。如果人们能遵守礼法规矩并

将其当作终生之志，就能成为“君子”，所谓“好法而行，士也; 笃志而体，君子

也。”( 《荀子·修身》)“约束”意义上的工夫论，由于认识到了人在本性上并没

有朝向“君子”的必然性，因而特别重视规矩对于社会成员的“约束”。从这个角

度来看，社会礼法等“约束”性力量的存在，为“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荀

子·修身》) 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君子”的养成提供了基本前提。
从“约束”工夫的角度来看，人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君子之端”，社会上的“君

子”并不是先天而成、本来如此的，而是在日常生活的道德践履中逐渐表现出来

的。在这个道德践履的过程中，遵守礼法是最为重要的事情，礼法是道德践履过

程中的规矩和尺度，“约束”人们朝向君子之道。在现实中，只有那些遵守礼法，

在礼法面前能够自我约束、表现得体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而人们的遵守

礼法，要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去落实，“道虽

迩，不行不至; 事虽小，不为不成。”( 《荀子·修身》) 由此可知，君子不是称谓而

成，而是行动而成，是在日常的律己为人的工夫中形成的。
由上可见，无论是“推致”还是“约束”的工夫，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认识，那

就是“君子”不是现成的。即使人们具有先天的“君子之端”，也要在现实中体现

“君子之端”，才能成为现实意义上的“君子”。如果人的本性为利欲，则更要靠

人们在行动中表现出对礼法规矩的遵守，才能逐渐成为“君子”。简单来说，作

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称谓，“君子”从来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在行动中展现出来的，

“君子”的形成，离不开实践行动的真切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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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念论价值

虽然现实的“君子”要在行动中展现出来，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君子”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人格理想，其意义在于道德理想性，换句话来说，

“君子”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种人格信念。这里的“人格”，按照冯契先生的

说法，“通常也只用来指有德性的主体。”〔5〕对于有德性人的期望，使得“君子”观

念具有了信念论的价值。
“君子”首先意味着一种人格，一种具有具象意义的“人”，不管这个“人”究

竟是否具有现实性，但他一定能够在此岸世界存在，这就是哲学意义上“君子”
人格的属人性、此世性。哲学意义上的“君子”观念里，虽然没有像宗教那样有

着具体的膜拜对象或者人格神，但“君子”形象还是可以通过语言描绘出来，通

过这些语言，我们大致能知道，理想中的“君子”是什么样子。儒家哲学中的“君

子”与宗教中的理想人格不一样，宗教中的理想人格往往都是生活在彼岸世界，

儒家的“君子”“圣人”都是属于此岸世界，而且儒家愿意相信，在历史上，“君

子”“圣人”曾经层出不穷，因此只要按照往圣先贤所确定的道德修养途径去做，

“君子”“圣人”的理想就会实现。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不断往“君子”形象上填充内容，从道德品质、言语

行动到精神气质等方面，全方位地描绘君子的形象，逐渐形成了关于“君子”的

具象。特别是孔子，对“君子”做了多方位的描绘，孔子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君

子应该有哪些基本的品质、哪些恰当的表现、哪些不能实施的言行，如“君子有

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

义”( 《论语·季氏》，“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有君子之

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

长》) ……类似这样对于君子进行描述和规定的话语，在《论语》里俯拾皆是、举
不胜举，可以说，孔子为后世留下了清晰而具体的君子形象，陈嘉映教授曾在

《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指出:“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作为良好生活的图

画”。〔6〕孔子对于“君子”的描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当然，在思想史

上，具体的“君子”形象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后人也会在孔子的基础上

损益“君子”的形象，就先秦而言，孟子、荀子就曾为这一形象做了很多补充和增

加。但是无论有关“君子”的具体德目如何变化，“君子”作为一种“有德性的主

体”的符号并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君子”形象，儒家从语词上做了特别多的描绘和规定，我们这里不一

一列举。从这种对于“君子”形象的规定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人们把对理想

人的期待往往归结到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语词上，如“君子”“圣人”“大人”“仁

者”等等，表达人们对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理想中的人应该是什么样这些问

题的回答。语词在这里承担着指向的功能，谈到“君子”，我们就会同时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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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应该具有的德性有所认知，对于这个“称谓”背后的德性与德行有着一种

期望和判断。就此而言，“君子”这一概念担负着理想德性、理想人格的符号功

能，虽然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对于“君子”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将“君子”作

为一种理想人格符号，大致都是可以取得共识的。从先秦儒家树立“君子”的人

格信念以来，关于“君子”的理想，渗透着历史传统、现实关怀等因素，已经成为

一种传统的文化符号。人们总是容易对现实而具体的人( 包括自己) 有着不同

程度的不满意，因此希望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想符号，在宗教的视域里，这一理

想符号可能是人格神、圣徒，在非宗教的文化里，往往就是类似“君子”这样承载

人们理想人格的符号。而且，符合这一符号要求的，在现实中还能找到具体的

人，最起码是接近这一要求的人，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对于理想太过气馁，从而对

美好生活保持信念。
作为理想人格符号的“君子”，从本质上来说，传递的是对于具有高尚德性

的人的一种信念。“君子”作为一种信念，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人们对于

“什么是优良品性的人”或者“理想的人应该有哪些优良品性”有着确定的认识，

并对此种认识坚定不移，如儒家对于“君子”各种德性的描述，在历史的长期发

展中，或有损益，但其基本价值取向、精神风貌没有大的变化。儒家坚信，“君

子”就是具有优良品性的人，人的优良品性也都集中地反映在“君子”身上。另

一个方面的意义则在于，人们不管是通过“推致”还是“约束”，最终都应该可以

成为“君子”。这种信念表达成充分条件的假言命题就是，“一个人只要努力地

发挥其德性或者按照社会礼法严格要求自己，就能够成为‘君子’或者被称为

‘君子’。”对这个逻辑的信念，表达了人们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也就是说，只要

我们努力，就能在现世实现人格理想，人生因而也就是有意义的。
概而言之，“君子”观念所传递的信念，一方面使得人们树立了“什么是好品

性”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相信自己的人性能力能够在现世中实现这种

“好品性”。“君子”的理想性和信念性特质，是“君子”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和表现。如果人们都把“君子”人格奉为理想，说明社会对于什么是正义的人、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值得期待的人等问题，有着明确的共识，也就是说人们对

于什么是“善”有着共同的认识和追求，这个社会显然是可能朝向良善的。

四、政治哲学意蕴

作为有着“优良品性”的人，在任何时代，“君子”一定是优秀而杰出的共同

体成员。既然“君子”作为卓越的共同体成员，就可能会被挑选出来成为共同体

意志的代表，执掌公共权力;“君子”也有可能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模范，供大家效

仿。在这个意义上，君子不是仅仅关涉个人私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

道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君子”可能会被当作执掌公共权

力的人或者作为公共楷模，因而“君子”具有了公共性价值，也可以作为一个政

治哲学意义的观念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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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阂，因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

权力是任何社会的必备物，社会秩序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几乎无法维系。虽然

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宣称权力具有压迫性或者非道德性，人们可以凭借自发的善

良本性和睦相处，但由于他们对于人性以及社会的判断不具有现实性，这种拒绝

“公共权力”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地来看，进

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各种人群共同体，都依靠权力来维系社会秩序、安排利益分

配。到目前为止，权力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既然

权力因素对于社会不可避免，那么就需要掌握权力的人。谁来掌握权力? 从思

想史上来看，通过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帝王们总是容易倾向于用“天命”来说明

其掌握权力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已经掌握权力的人会宣称他们之所以获得权力

是因为“天命”的垂青。严格来讲，这种胜利者逻辑，不是回答“谁应该掌握权

力”的最佳路径。一般而言，儒家往往认为有德者应该掌握权力，有德者应该有

位，所谓“德位相称”。所以，在儒家的立场上，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既有德性、又
有才智的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国家也会实现良

性发展。儒家认为应该由“圣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王者应该具有圣人的品

性，是“圣王”。除了最高权力之外，其他各种权力也应该由有德性、有才干的人

来掌握和运用，而“君子”是儒家心目中既有德性又有才智的人。儒家的“德治”
具有两个方面的指向，既包含运用道德和礼义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包含掌握治

理权力的人应该是有德性的人。理想中的“君子”，符合儒家德治的要求，所以

往往被看作应该掌握权力的人，如汉代的“孝廉”以及后来通过修习儒家经典参

加科举考试而进入政权体系的读书人，往往都被寄予了德性与才智兼备的期望。
当然，如果我们把“君子”作为有德性、有才智之人的符号性指称的话，那么诸如

“君子”之类的德才兼备的人，就应该是掌握权力的人。就此而言，“君子”不仅

是一个德性指称，也具有了掌握政治权力的相关合法性。
除了掌握权力之外，“君子”的另外一方面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君子”是

共同体成员的楷模。在理想的共同体中，对共同体成员要求的目标是人人都成

为“君子”，如儒家的“大同”理想所描绘的那样。当然，更高的目标是“人皆可以

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满街都是圣人”，或者“六亿神州尽舜尧”。在现实

的共同体中，“君子”虽然是稀缺物，但依然会被发现或者塑造出来，成为共同体

成员学习效仿进而成为共同体所期望的人格。社会上一部分人，由于其崇高的

德性或者特殊的才能与贡献，会被挑选出来担当模范的角色，供其他成员学习、
效仿。在一定的社会里，政权的拥有者往往希望人们成为既定的理想模型，为

此，可能会通过教化等手段塑造这样的民众。既然是教化活动，仅有观念的灌输

是不够的，还需要给出一个标准的模型，让人们有着直观的认识并能够有效地模

仿。因此，在各个政权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标准模范供人们效仿，虽然名称

不一，或是“君子”，或是“勋烈”“节烈”，或者是模范、楷模、先进、标兵等等，政

权通过旌表、嘉奖、宣传等手段，将他们树立为整个共同体成员的表率。这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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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杰出人物的政治行为，也是秉承了“君子”这样理想人格的理念，通过塑造一

种道德上、品性上的模范，进而为全体成员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以方便大家参

照、模仿。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杰出代表或者楷模，“君子”就具有了政治哲

学的定向性意涵，“君子”作为一种可供效仿的典型，范导着人们不断通过修养

而具备社会所鼓励的品性与能力。
一般认为，“君子”仅仅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是讨论德性问题的概念，但如

果我们把伦理道德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再倡导的理

想人格，“君子”还可以解释为理想中掌握权力的人，也是社会共同体理想成员

的标志性存在者，就此而言，“君子”观念也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

五、结 语

自先秦以来，“君子”观念不断深化发展，形成了一套理论系统，无论在人性

论前提上，还是在工夫论、信念论乃至政治哲学维度，都有值得发掘的问题。换

言之，“君子”观念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一套体系性的思想。抽象地来看，“君

子”观念，既可能以人性善论为前提，也可能以人性恶论为前提，但不管如何，最

重要的是作为理性形态的“人”，“君子”是在日常生活实践工夫中形成的。而

且，“君子”作为一种信念，能够确保人们对“好的品性”以及如何实现“好的品

性”保持信心。另外，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在政治共同体中，

“君子”的存在为“谁掌握权力”以及“以什么样的人作为共同体的模范”等问题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回答。以“君子”观念为核心，可以反思人性论、工夫论、信念

论和政治哲学等多维度的相关问题，可以说，“君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

系。

注释:
〔1〕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 54 页。

〔2〕〔4〕〔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上册) ，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1 年，第 71、125 页。

〔3〕〔明〕王阳明:《书朱守谐卷( 甲申)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上册) ，上海

古籍出版社，第 308 页。

〔5〕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 第 3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9 页。

〔6〕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 211 页。

〔责任编辑: 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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