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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恕”在《论语》中的体现

“忠恕”思想由于其丰富的内涵不仅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

心内容，也是我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下文将首先对

“忠”、“恕”在《论语》中的伦理内涵含义分别做出分疏。

1.1“忠”

在《论语》中，“忠”字共计出现18次。“忠”有作为道

德德性被单独使用，也有其他字合成词，如常与“信”连言作

“忠信”、与“恕”连言作“忠恕”和与“告”连言作“忠告”，

还与“教”、“孝”、“敬”等范畴并列分布在各篇章中。《论语》

中的“忠”主要体现在个人品质、事君爱国和人际交往等方

面。下文将《论语》里具有伦理内涵的“忠”，在两种关系中

进行阐述：

一是君臣（民）关系。在“孔颜乐处”的时代，“忠”在

政治军事方面是必备的优秀品质。孔子把其看是“治世之道”，

在《论语》中体现在“忠君”方面和君民关系中“忠”的标

准。《论语》中提及“忠君”方面的有两处：一处是《为政》

中,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如何使民敬、忠”的问题时说：“孝慈

则忠”；另一处是《八佾》中，孔子对鲁定公提出如何对待君

臣关系的问题上回答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由此可

见，孔子认为君臣（民）关系应该采用双向互动的原则。在君

民关系中，孔子评价为“忠”的标准：其一是尽职尽责，对国

家忠诚：“‘令尹子文三仕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公治

长》)。其二是执行政令要公正无私且尽心尽力：“子张问政。

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为政》)。把古代君臣关系

中“忠”的“治世之道”放在现代，可以运用于处理上下级关

系上。上下级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并且无论是处于哪种角

色都应该尽心公正。

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忠”只是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存在

的，人只有把自己外化出去才能将其体现，从而真正看清自

己。那么如何做到看清自己是否具备“忠”这种品德呢？《论

语》中的“忠” 在人际关系上告诉了我们。首先自身言行应

做到：“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其次作为“吾日三省

吾身”(《学而》)之一的“忠”，要我们反省自己为人处世是否

尽心竭力。最后与友人相处要“忠告而善导之”(《颜渊》)，

尽量做到真诚、诚实：“居处恭,执事敬, 与人忠”(《子路》)。

总的来说与人交往要诚心、尽心：“必有忠信如丘”(《公治

长》)。综上所述，《论语》“忠”所主张的思想，在人际交往

中，从严于律己出发，过程中不断反省自身，最终主动地为他

人尽心诚意。“忠”在人外化出去的过程中，无形地以自己为

榜样影响了他人，从而相互促进，打造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总的来说，在《论语》中，不论是道德教化学习的“忠”、

理智德性的“忠”、个人品质表现的“忠”，还是在伦理关系的

“忠”，都体现了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

“忠”不仅规范了上下级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也规范

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1.2“恕”

“恕”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与“忠”合用，

出现在《里仁》篇：曾子回答门人夫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就

是“忠恕”；另一次单独出现在《卫灵公》篇：恕是可终身行

之的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体现的是在

伦理关系中，以“我”角度出发，用“我”之心衡量“他人”。

换位思考是对“我”的要求标准，要求“我”应该“待人如

己”，揭示着一种人际交往态度。“恕”不仅蕴含着己与他人之

间联系的某种理解，也意味着世上任何人都是具有生命价值

的，且任何人生命创造性的发挥都不能忽略亦或是弱化他人生

命的创造性，这是具有终身并且现实可行的普遍意义。

“恕”在伦理关系下体现的是“待人如己”。从消极角度

看，“己”理所当然被看做中心亦或是出发点，已然成为人际

关系里的“先天”准则。“己”用对待自己的方式，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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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另一个“我”，每个“我”对“己”来说，和自身的关

系已然成为和其他人的关系。“待人如己”某种意义上已成为

“待己如人”；积极表现在“施”所产生的情况是特殊具体的，

不等同于“加诸我”或“加诸人”，予人影响是正面的。个体

只有在追求且起到价值示范性作用的情形下，符合甚至于超过

他人需求，才会对其他人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出现“施于人”

的情况。与其说“恕”要求的是不要把他人待你时你所恶的再

施还他人，不如说是要求“我”必须能够在自己承受范围内还

要做到承担他人。不仅不要把自己从他人那所体验到之所不欲

者照样奉还给别人，也要统统承担起他人对“我”的过错、不

快，只有这样人、己之间不会冤冤相报。

二、《论语》中的“忠恕”思想多维评价及关系

上文分开讨论了《论语》中“忠”与“恕”，那么“忠恕”

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对此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大致分为忠

恕行仁说、忠恕体用说和忠恕并行说三类。本文试在前人基础

上去粗取精，得出 《论语》 中“忠恕”其实是双向构建的

关系。

2.1“忠恕”思想多维评价

首先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忠恕行仁说。该观点认为“忠恕”

之道是践行“仁”道的实践途径，“忠恕”是“仁”之方。“忠

恕”之道就是从“己”出发的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人际实践

和互动关系。“忠恕”就是从不同角度教人如何去行仁践义。

《论语》中讲恕道最多，点明“忠”就是仁道：“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雍也》）。后人注释也说：“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诸

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训仁。恕仁本一理” 。“仁”的内

容丰富，“忠恕之道”是行“仁”的具体方式，孔子“仁道”

通过“忠恕之道”在社会中实现，所以“忠恕之道”近仁。

其次是宋代理学常用的忠恕体用说。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

大多把“忠恕”作为一个概念，以主从体用的一体论关系进行

阐述：“尽己之谓忠，推己及物之谓恕。忠，体也；恕，用也。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里仁篇） ” ，“孔安国：

方，道也。但能近取譬于己，皆恕” ，“立己达，忠也；立人

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 。朱熹承载了二程的

思想，并在其基础上把“忠”和“恕”分别用天道和人道形而

上下的方式进行表述，进而推出忠恕关系为体用关系。从体用

说的角度来看，正因为内心有“忠”行动才会作出“恕”，二

者相因，“恕”是通过认识自己而认识外物。

最后现下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忠恕并行说。“忠”是“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角度。“恕”则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角度。通过正反两方面比较，清晰地阐明

了行仁途径的并行论：“‘因己之所欲，推以知人之欲’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不欲，

推以知人之不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也” 。

忠道和恕道是两道而非一道两面，二者有层次差异。忠道是

“成己及人”，包含了极高的道德理想，很难有人能做到，就算

有人能做到也并非是一件好事。而恕道只要是人愿意这么去做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它不仅可以约束自己、坚守自己的道德底

线，还可以让人生活环境越来越和谐美好。

2.2忠恕双向构建说

忠恕行仁说侧重于论述“忠恕”对实现“仁”所起到的作

用，对于二者间的内在关系未做过多探究。忠恕体用说是宋代

理学典型的思维方式，并未能探清“忠恕”在《论语》中的本

质内涵。忠恕并行说虽包含了并行的方面，却是将二者割裂看

待的。

本文认为“忠恕”实际是双物构建的关系。从上文对

“忠”“恕”二者的分开解析，二者其实是同构的，“忠”就是

“恕”，“恕”就是“忠”。但是“恕”与“忠”同构，“忠”和

“恕”不同构。“恕”可以用来表达“忠”，这是同构的，但是

不代表“忠”和“恕”同构。因为“忠”可以通过“信”、

“教”、“孝”、“敬”等来表达，不一定单一的和“恕”构成关

系，而“恕”要么单独表达，要么只和“忠”进行联系。《论

语》中“忠”“恕”是互为为主干的。首先二者不再是“先天

的”施与和被施与的关系，不存在先有谁再有谁，而是二者连

用从而形成新的思想。其次《论语》的“忠恕”思想是通过

“忠”和“恕”结合形成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其“忠恕”是体

现孔子思想的独特性。《论语》“恕”的特质是“忠”，二者不

是割裂的，而是同构的，“忠”和“恕”不同构。最后得出

《论语》“忠恕”是双物构建说。

三、《论语》“忠恕” 之道的现实价值

《论语》“忠恕”思想属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如何让中国传

统价值观进行现代转换和融入，让其对当代价值观的构建发挥

积极力量，下文将其纳入个人身心、人际交往和人与自然三方

面下进行讨论。

3.1个人身心和谐

个人身心和谐是树立人和自然、人和人相处和谐的基础，

也是实现“忠恕”之道现代价值的开端。首先我们从“尽己”

出发，在“三省吾身”反思中不断完善自我。不仅要在“知”

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完善个人品德，还要在“忠恕”的指引下，

如同《论语》中的令尹子文一样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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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个人身心和谐，会发现“万物皆备于我”的真正含义，

达到廓然大公的大清明境界；其次我们不能让“忠恕”之道与

自己外在。当我们把“忠恕”当做一个道德品质进行看待时，

已经把其当做一个客体。用这样两分的思维去思考其现实价值

从一开始就是走不远的。我们应该把“忠恕”内化于心，成为

王守仁所言的“知行合一”，做到“忠恕”就是尽力而为做到

真正的自我。

3.2人际交往和谐

上文已经谈到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把自己推出去，外化于他

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如果一个人光有“忠恕”的德性是不够

的，还需要在人际交往中得到体现。除去上文所谈及的尽心待

人如己和推己及人外，人际关系范围可细分为两类：首先是横

向平级的人际关系。《论语》中的“忠恕”思想一般与“友”

亦或是“问友”相联系。在这种横向的平级关系中应该发挥自

己的个人智慧，学习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的

因素自觉抵制。对待良师益友应努力学习，上文解释《论语》

“忠信”的核心在于学习，是建立在觉悟基础上的向其靠拢。

而对待个别“不如己”者，若“忠告”进行好的引导无用，也

应该消除对自己的消极影响，积极保持自己的人生追求；其次

是纵向上下级的人际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论语》中君

臣 （民） 之道，在这里“忠恕”与其说是“忠恕于上下级”，

倒不如说是“忠恕于某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内在的，所以

是“忠恕于自己智慧的价值决断”。上下级的人际交往关系往

往是出入社会不可避免又很难处理的复杂人际关系，只有在其

中保持积极肯定的价值导向，发挥传统“忠恕”价值观的现代

意义，与时俱进，从而实现政治认同与和谐。

3.3人与自然和谐

在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远了，人们似乎把目光更

多的转向了自己。人忽略了人生在世是顶天立地的结构，只有

在天地自然之间，与他人平行才能感受到脚踏实地的真实感

觉。人与自然不应是两分的，类似于桌子在教室里冰冷的感

觉，而应该是孩子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忠恕”之道正是天

地乾坤的自然本性。其正好在天道这个看不见但应该让人期待

的应然世界里，成为向上的动力，提醒世人秉持虚怀若谷的态

度相信天道，拥有理想积极向上；也正好在地道这个看得见的

现实世界里，使人不悬空地脚踏实地。自然很公平，人用什么

方式对待它，自然就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忠恕”之道主要

通过去弊，摒弃杂念，把自己心中最内在自然的情感在反观与

体悟中呈现，从而回归到最原始的澄明之境。这种最原始的澄

明状态是一种本原状态，没有任何情感偏向和价值指向性的。

真正做到如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张载的“民胞物与”

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回归到最本原最自然的思想

情感状态，就是回到且遵循自身与天地的道德本性相一致的德

性。如若你尊重、顺应自然，它会形成积极的力量推动你进

步，反之则会成为异化的力量，成为人的对立面。只有尽全力

保护自然，与之相辅相成、保持相互感通和谐的关系，人类才

能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所处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道德的内容亦或

是形态都不一样，但把《论语》“忠恕”思想融入当代价值观

进行现代转换，不仅在个人身心、人际交往还有人与自然关系

中都能带来和谐，从这一点对当代价值观的构建发挥积极力量

来说还是极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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