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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柏拉图 理想国 中的 “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 论语 

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 论语 来说，所谓的 “哲学王”有两个：一个 

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 “君子”，或称 “士”、“大人”或 “成人”。当所谓的 “哲学王”作 

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 

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 

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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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哲学王”的提出 

“哲学王”出自柏拉图《理想国》。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对 “哲学王”的描述大体如下。最先，柏拉 

图写道：“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 

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 

(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 

理时，或者，只有在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 

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 

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 

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儿阳’ 

“哲学王”的主张提出后，柏拉图继续描述了 

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席话：“我们必须对我们敢于认为 

应该做我们治理者的那种哲学家，给以明确的界说； 

在哲学家的界说明确后，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因 

为那时我们可以向人们指出，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 

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 咒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他对哲学家有多种称呼： 

“热 爱智 慧的人 (PHILOSOPHOS)”，“爱美 的人 

(PHILOKAL0S)”， “诗 人 或 缪 斯 的 追 随 者 

(MOUSIKOS)”，“爱者”或“爱恋者(EROTIKOS)” ̈ 。 

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不仅 

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是 “眼睛盯着 

真理的人”  ̈’，“真理是他时时处处要追随的领 

袖’’ ∞”；他们掌握的是知识，而非意见；他们能 

看到包括美本身、正义本身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本身： 

他们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n 拍 ；他们关注心灵的 

快乐而非肉体的快乐，在 “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 

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 孙”；他们具备勇敢、大度、 

聪敏、强记等品质，“与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的交往” 
儿 鹊 

； 他们能看到理念世界本身同时，他们没有权 

力欲望。 

二、《论语》里的 “哲学王” 

本文之所以使用这个 “哲学王”这个词，是因 

为当读完 《理想国》和 《论语》后，发现古代圣人 

的智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治理国家者所应具备 

的素质要求上，两者都有很多相通点，对真理的追 

求，对智慧的爱好，对正义的坚守，对真善美的把 

握，对心灵的关注，对社会政治的操心感怀，以及 

个人品德中的勇敢、仁义、诚信等等。 

我认为，《论语》中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 

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 “君子”，或称 “士”、“大 

人”或 “成人”。 

在 《论语》里，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司马 

迁的 《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活的时代处 

于春秋末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孔 

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公族，周朝取代上朝后，就 

把商朝的后裔封在了宋国，因而孔子的身世是与王 

室贵族有一些关系的。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年，卒 

于公元前 479年。孔子幼年三岁丧父，由母亲独 自 

抚养长大，直到他十七岁时母亲也过世了，孔子早 

年生活并不好，既穷苦又没地位。可是孔子却丝毫 

没有因为自己出生背景的卑微而自暴自弃，他兢兢 

业业、从点滴小事做起。他 自述：“吾少也贱，故多 

能鄙事” 。‘n 。此所谓 “英雄不问出处”，大丈夫 

必然为 “能伸能屈”之人。那么，帮助孔子人生事 

业起飞的关键是什么呢?是知识，是教育。孔子说 

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 ，因为他认为自己“非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明”。《史记 ·孔 

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习乐于师襄， 

孔子靠着 自身的勤勉刻苦，不断地培养着 自己礼、 

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才。孔子心中始终对 

天下百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而逐渐步入仕途， 

可是胸有大志的孔子却接连碰壁，满腔抱负和才华 

无处施展，以至于发出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也，三年有成” 儿 弱 的慨叹。后来孔子周游于列国 

之间，主要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结构与 

势力，孔子的卓越才华使他常常被当权者视为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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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仕途的不顺，使得孔子开始将全部热情投入教 

书育人的事业中，这从而使他成为流芳百世的千古 

名师。 

孔子的一生可谓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以致“发 

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鹏̈”。因而， 

孔子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傲人成就。司马迁认为孔 

子能影响后人如此深远，主要靠的就是教育，评日：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 他认为孔子 “删诗书、订礼乐、 

赞周易、作春秋”，使这些古代文化和智慧之精华得 

以传给后世，当之无愧为千秋的圣人。 

在 《论语》中，孔子是一个学问渊博而又孜孜 

不倦求学的智者和哲学家，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 

德修养，还有高雅的艺术修养和待人随和亲切的言 

行修养。孔子给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从小历尽人 

世沧桑，饱尝人间冷暖，由白手奋斗起家，靠着好 

学和勤勉，一步步由社会平民阶层慢慢的往上发展 

逐渐步入上层社会视线的实干者。在他身上，既有 

饱读诗书、求学上进的书香气息，又有胸怀天下、 

忧国忧民的领袖气质，在兼备二者基础上，又不乏 

生活情趣和艺术品位。在世人眼中，孔子既是一位 

值得现代人学习敬仰的圣师，又是当之无愧的无冕 

之王。 

《论语》中的另一个 “哲学王”即孔子口中的 

“君子”。孔子对 “君子”的阐述主要是从君子的志 

向抱负、道德情操、学问境界、为人处事、待人接 

物、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等几个方面展开的。同时， 

孔子还经常将 “君子”与 “小人”作比较，以突出 

君子的崇高和小人的不堪。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 

怀刑，小人怀惠” 。‘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 

戚”乜 阳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乜 ，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H ，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Ḧ ，“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 ∞ ，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 

而无义为盗” 。‘ H 。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基本上可算作一个完人， 

是孔子心中选拔人才的标准，是教书育人所要达到 

的目标，是治理天下者的所应努力修养达到的人生 

境界。 

首先，在志向抱负上，君子应 “志于天下”、“志 

于道”、“怀德”、“怀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安百姓”。其次，在学问人品上，君子应“食 

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第三，孔子 

的君子的言行操守还规定了 “三戒”、“三畏”、“三 

知”和 “九思”。“三戒”为 “少年戒色”、“壮年戒 

斗”、“老年戒得”。“三畏”为“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九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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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君子是 

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君子不但重视精神生活和 

内心修养，而且对物质享受的要求极少极低；君子 

谨言慎行，耳聪目明，明察秋毫，深明大义；君子 

舍己利人，胸怀天下，心系百姓；君子仁爱知礼， 

重义轻利，有勇有谋，严于律己。总而言之，孔子 

所说的“君子”是内圣外王的，是为世人所尊崇的。 

到这里，一个问题出现了，《论语》中孔子及其 

所说的 “君子”如果按照 《论语》中所说的作为一 

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 

会，会是如何一种风景? 

三、《论语》中 “哲学王”的现代意义思考 

对于以上提出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对于 
一

些儒家经典著作，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 

华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 

切不可固守一些早已过时的条条框框，而是要把经 

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 

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现在，有很多学者将 《论语》中的一些古代哲 

理，用自己的理解语言加以现代化解读，并通过各 

种现代媒介渠道，传授给社会的普罗大众，为大众 

的为人立世提供一些精神食粮和心灵鸡汤，以便人 

们在感到困顿和痛苦时可获一帖良方，从而心灵得 

到慰藉。但是，对于此种做法，有不少学者提出了 

异议。 

对此笔者认为，古代哲理进行现代化解读的做 

法其实是有其合理之处的，这恰恰印证了哲学的最 

大功能——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有位年轻的 

哲人曾说过：人生痛苦可分为两种，一是主观 白找 

的，如名缰利锁，欲壑难填；二是外界强加的，如 

天灾人祸，种种不公平的遭遇 “ 。而在现代社会， 

《论语》则为我们寻求一种精神慰藉和求得人生答 

案，提供了一种雪中送炭式的人道主义帮助。我们 

仔细品读后会发现，《论语》中的语言其实并不是单 

纯的枯燥晦涩的哲学语言，而常常是生动活泼、通 

俗易懂、贴近生活的。 

纵观古今，当我们把古人的思维展示在现代人 

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性在 

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每 

个社会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违反之我们就会 

遭到怀疑，不容于世。这些社会规范，有的是用法 

律条文来明文规定的，更多的则是在一个庞大的伦 

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维系这个体 

系的是我们所说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应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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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应该如何与人相处，应该尊重什么样的人， 

要遵守哪些礼节，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和生活， 

应该如何面对国家和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求得 

自己生存的最优选项和最大空间。这些 “常识”之 

所以被高高挂起，不允许受到质疑，是因为人们对 

它的判断早己视为天经地义的了，因此不必过多加 

以审视。而 《论语》中所说的大多数处世规范，都 

早已被列入 “常识”的主要内容中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内心都多少怀疑过真理， 

怀疑过这些“常识”，怀疑过这些传统的道德行为规 

范是否真的有如世人所说那样还适用于现代社会。 

因为，人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 
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儿 拍 。可是我们同时却又 

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一套比这 

些 “常识”更适用于实际生活的了。我们内心的想 

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质疑的意志，那就是 

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 

长时间，那一定是有其道理的，尽管我们常常不知 

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社会竟然会有千百 

年流传下来的严重谬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 

有我们 自己?所以我们开始推翻 自己的想象、抑制 

自己的怀疑而随从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 自己居 

然可以是发现至今不为人所知的真理的先驱者。因 

而，我们开始又不 自觉地向这些传统思想精神寻求 
一

种慰藉，探求一种解释，同时也在不断地验证着 

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和恰如其分。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 

段极为经典的话，这段话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 

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 

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H∞ 我认为，《论语》中的 

经典思想之所以能够留传到现在，是因为它抓住了 

人的根本，一切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出发的。 

“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要通过有个性的人的全面发展 

来实现。所谓个人的个性发展即把自己培养成具有 

主体意识而又富有真才实学的人，它是个人独特潜 

能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全 

面发展，是个人天资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纵观 

《论语》，其无时无刻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人本的 

关怀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因而，我们不得不 

相信，这或许就是 《论语》在现代社会之所以被全 

世界所推崇，被奉行为 “东方圣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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