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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的变迁看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巨利宁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  海东  810799

【摘要】2000多年前孔子创立了儒学学派，2000年后仍然对中华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变

迁，但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时刻影响着国家社会的进步。作为历史悠久的民族，出现过很多学术理念，甚至是外来宗教，

都无法撼动儒家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颇深，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因此孔子也成为“儒”

的代表。本文会从儒的变迁看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对历史优秀的思想理念进行保留，并将其

作为中华文明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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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历史中第一个学术派别，儒家文化的影响

贯彻古今，即使经历了时代变迁与发展，面对不同社会

与历史时期，儒家文化仍然保留下来，并成为中华文化

中的瑰宝，孔子创立的儒家，所倡导的文化形态丰富，

并且具有较强的传播机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展现出

极具鲜明的个性，从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儒学文化中就能

看出，而儒学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目前来看我

国社会发展，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一种文化可以流

传至今，也代表孔子提倡的儒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足以

看出孔子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

1儒的含义与起源
1.1儒的原始含义
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许慎，就曾经在《说文解字》中，

将如进行详细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在许慎的理解中突出了两重含义，包括儒者的性格特点，

以及儒者的身份，也就是掌握技能的术士才会被称为儒

者。从需字进行解读，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包含柔弱等意思，

因此在古代会将小孩叫为孺子，而地上的小虫则被成为

蠕虫，胆小怕事的人则被叫做懦夫。如果单从需字的角

度进行分析，那么儒者的性格就会是软弱、犹豫的形象，

类似于古代社会底层中不被重视的人群，这样进行对比

与后期儒家所讲的君子，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甚至

可以说差别很大。

1.2儒起源于殷商
准确来说儒起源于殷商时期，除了许慎对儒进行解

读以外，郑玄也曾对儒进行解读与补充，在郑玄的描述

中，儒与濡相通，并且展现出了儒者的行为与思想。在

我国挖掘出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儒字的形象，

犹如一个人趴在水下沐浴，这也是对儒字的释义。因此

在殷商时期，儒字更多会代表沐浴之意，并且本意与濡

相通，从《礼记·表记》中来看，殷商时期的人们尊神，

所以具有无事不问鬼神的特点，而许多贵族坝占卜、祭

祀作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即使需要相关人士来进行，

这个专业人士就是儒，《汉书·文艺志·诸子略》中记载，

即使能够打通阴阳，并且由儒者举行仪式，开始前必须

斋戒沐浴表示郑重，因此儒才会与濡字相通，通过以上

这些资料，能够确定儒者就是懂得相关知识进行祭祀的

人员。当然在殷商时期儒者的身份众多，并不局限于祭

祀一众，还包括巫医、方士等，不过儒者的身份地位并

不算太高。

2儒的变迁
在进入周朝时期后，儒则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周

朝官职相对复杂，会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不同行政体系，

而官职又会从低到高进行划分，不够官职最高的品级还

要属三公，也就是当时的太师、太傅以及太保，太师实

际上主要负责三德三行，太保则掌教六艺六仪。由此可

见态势与态度都是如的具体化，只不过两者在分工上有

所不同，准确来说太师负责道德品行，太保负责知识技能，

西周时期实施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道德教育受到重视，

并以德才兼备为人才培养标准。不过在逐渐发展的状态

下，太师与太保二者分工合一，从而形成后期的儒，并

建立了新的政教体系。通过分析可以看到殷商时期与西

周时期，儒者都会具备较为出色的文化素养，能够作为

各种礼仪场合的助手，不过在西周时期儒者的地位有所

提升，不仅仅是从事祭祀活动，更是肩负着伦理道德与

从事技艺的教育工作。但平民自然是无法接受此等教育，

只有官门之后、贵族子弟才会这个资格，所以被叫做为

官学。

3由儒到儒学的升迁
3.1春秋时代的儒
在进入春秋战国后，由于旧的体制已经逐渐坍塌，

但是新的体制又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一直处于动荡时期。

孔子所处的年代与春秋时代后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礼

乐制度逐渐衰败，各国诸侯对周礼怠慢、贬损，对其权

威进行挑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从

历史资料中可以发现，西周已经开始施行政教合一的思

想，比如礼乐官员除了要拥有礼仪与文化知识外，必须

要起到辅佐国君制定礼乐制度的责任，但随后王室逐渐

走向衰败，即使采用官职世袭的形式，仍然无法避免往

事流入各个诸国、民间。准确来说东周时期的礼乐知识

大多停留在表面，礼则是为了彰显身份，并不具备积极

的作用，而儒者的身份也发生很大转变，从晏子对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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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来看，“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

以为下”，就足以展现出儒者的形象。

3.2孔子时代的新儒
准确来说孔子是殷商成汤王的后裔，不过由于孔子

的先祖为了躲避政治灾祸，才会选择逃亡并最终进入鲁

国内。当然鲁国也具有非常典型的周礼特征，而孔子自

幼展现出优异的祭祀礼仪天赋，这和自身血脉有一定关

系，并且在鲁国的氛围下成长、熏陶。虽然孔子是宋国

王室的后裔，但到其叔父这代已经逐渐没落，而孔子为

了生活只能做助祭工作，因此形象与当时的儒者非常相

似。孔子除了天资聪慧以外，还具有好学的品质，加上

本身出众的能力，年少时就已经成为大师级别的礼乐人

物，所以受到了诸多关注，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国君。不

过与其他儒者相比较，孔子在志向方面更为远大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会对《周礼》感到敬佩，并在晚年说“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可见孔子知

道礼乐教化对于社会和谐了的作用和价值，所以把恢复

周礼作为远大志向，而不是只作为一个礼乐人才，当时

的人们对于儒的误解和偏见，让孔子感到忧心。也正是

因为如此孔子才会不断努力，去改变他人对儒的印象，

比如在《礼记·儒行》中，孔子就对儒的形象、品行等

描述，完全超出西周时期的路，甚至接近于君子的风范，

而这个时期的儒也被称为新儒，有别于以往的儒，除了

礼乐以外还会重视个人修养与境界，而孔子的升华为儒

学、儒家文化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3.3儒学与儒家文化的创立
由于孔子与其弟子大多崇尚礼乐，所以很多人也把

这个群体归为儒，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儒家。但

实际上孔子并不会以儒作为自称，尤其当时的人们对儒

存在不良印象，因此只能通过君子来回避，或对弟子进

行教育，随着弟子越来越多，并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后，

逐渐形成儒家学派、文化。不过孔子并不是刻意建立儒

家学派，只不过来源于后世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的总结，

并认定儒学就是来源于孔子，其弟子也参与到建设过程

中，在进一步的推广之下才让世人对儒学得以知晓。儒

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仁”，也是从中庸之道中所诞生，

孔子以君子来规范弟子的言行，时时刻刻存有仁心，这

样才能提高自身的境界和修养，例如其弟子学习六艺中

的射，就如会作为知识与技能进行学习，扩充自身的学问，

增加自身的品味，不过孔子却赋予六艺更多内涵，通过

学习掌握提高自身境界，所以儒家文化则是有道的文化。

4儒学的主要思想主张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家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尤

其是精神上的引领让孔子带上圣人的标签，其实在孔子

眼中也有人们都悲喜情感，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会产生

相应的情绪。比如在得不到赏识的情况下，就会存在归

隐的想法，但受到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又会奉献出自身

的所有，当然孔子的一生发奋图强，也正是这种思想主

张影响到后世。从《论语子路》中的记载，有孔子治理

国家，一年就会初见成效，三年则会很有成绩，《论语

子罕》中表示，在周公死后所有精神都汇集到孔子身上，

所以孔子具有强烈的认识精神与出色的政治思想，不过

孔子并没有做过大官，虽然受挫后想要放弃，不过社会

责任感促使其屡败屡战。孔子并不否认物质生活，但从

孔子的思想中，能够看到精神生活要大于物质生活，只

有忠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人才才会真正成为人，孔子

的一生清贫，甚至有许多弟子因饥饿而死，即使面对这

种条件仍然展现出豁达的人生态度。

5孔子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人在

享乐的同时也会带着诚恳之心，及时面对贫苦经济仍然

能够安然自得，这正是 2000多年前孔子所展现出的价值

观念。自强不息则是孔子对中华文化作出的有力贡献，

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让中华文化具

有一定凝聚力。从孔子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自强不息、

不断学习、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会通

过学习提高自身修养，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才能

实现修身养性的目标。尽管时间已经过去 2000多年，但

纵观历史有人赞赏同样有人批评，无论是宝石变孔子都

为中华文化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作为思想家、教育家、

政治家，孔子所提出的思想理念，无疑对中华文化的崛

起影响重大，包括伦理道德、行为准则，都受到儒学的

深刻影响。比如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中，同一仍然是中

华民族的最终目标，也正是孔子的思想铸造了中华文化

的精神与道德支柱，确保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统一，

这与孔子创建儒家文化有着重要关系。

6 结束语
虽然儒家文化诞生在 2500年以前，但在现代社会该

思想仍然能够发挥出巨大作用，孔子所提出的“伦理道德，

实行仁政”理念被全世界接受。从当下的和谐社会就能

看出，与孔子的理想互相吻合，因此儒家文化具有非常

大的价值，通过与儒家思想进行接轨，才构建出现代文

化与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亦是整个社会发

展的根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

即使经历了岁月变迁，仍然能够融入时代与社会中，由

此可见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只要继续坚持

儒家文化，就能改变当今社会，创造和谐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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