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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第四》第六章（二）

□ 李诚一

说不尽的《论语》（之三十九）

——“贤贤易色”读解
□ 陈 震

大凡有人受骗了，遇窃了，蒙屈了，
常说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这样的话听多了，听惯了，谁
都觉得对，谁也不觉得错。我听一位学
者讲国学，讲做人，也说到了这句话。
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分析一起纠纷
时，也说了这句话。学者和主持人的用
事例印证这句话的正确，印证的主要是
这句话的后半段“防人之心不可无”。
认真地听，深入地想，我觉得这句话的
后半段有些不妥，于是我就有了写这篇
短文的思考。

“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什么错？难道
对坏人恶人不需要防范吗？是的，在说
清这句话的不妥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
下前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说
得很好，适用于所有的人，包括害人的坏
人。当然坏人很难因为这句话而不再使
坏，但坏人一定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坏
人，也就不会公开反对这句话。人群中
的坏人有多少？很少，至少不是很多。
既然坏人很少不多，用“防人之心不可
无”来面对所有人，岂不是让人群中的绝
大多数也受到牵连？防范坏人岂不是防
范了所有的人？有人会说，坏人脸上没
字，谁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普遍的防
人总比让坏人钻空子害人好吧？这话有
片面性。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路上有老

人跌倒，你扶不扶？“防人之心不可无”，
想到这句话，你缩回了双手，快步从老人
身边走过。你可能躲过了老人装跌的讹
诈，你可能庆幸没有引火烧身，但这种可
能极少。就算有，路边有摄像监控，路上
有人作证，警察会调查分析。就算没有
摄像，没有人证，警察也无能，是你扶起
老人的吧？是你送老人就医的吧？讹诈
的老人良心会永远不安，而你是问心无
愧！这样讹诈很少，多的是老人真的跌
倒，你伸出来的手缩回了，匆匆从老人身
边走过。你听到老人一声又一声的求救
呼喊，不动一点怜悯心吗？这样的例子
太多。我听电视新闻说过一件令人心痛
不已的事。一个少年在马路上被一辆车
撞倒。少年的脚受伤，跪在路上呼救。
一辆又一辆车从他面前开过，一群又一
群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车停，没有人
扶，只有少年跪着的呼救。突然一辆车
开来，没能看清跪着的少年。少年被车
轮碾过，躺在血泊中，再也没有了呼救
声。节目有摄像播出，当我听着主持人
说话的哽咽声。我含泪了。责怪这些人
太缺德吗？缺德不受法律惩处。缺德的
人可以有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那就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防人之心不可有，那么什么之心

可有而不可无呢？有人会说，我们已经

有了不害人之心，人人不害人、不防人，
还要有什么心可有不可无呢？不错，无
害人、不防人的确很好，但还不够。不
害人、不防人，只是做人的基础，是做人
的自我守护，还少做人的护他高度。《论
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无
害人之心。《论语》又说：“己欲利而利
人。”这就是不防人，护他，也就是“害
人”的对立面“利人”。“利人”是做人的
品行高度。你端起饭碗，想到还有人在
挨饿，就少吃了几口。你穿上衣服，想
到有人还在挨冻，你心里发凉。你跨进
屋里，想到有人露宿野外，你会觉得屋
子太大。你有了利人之心，不只是对弱
者穷人的同情，你会有行动。你节约，
把节约下来的钱扶贫济困。你出力，愿
意不要报酬做志愿者。听电视《百家讲
坛》说过一件事。事情发生在什么地
方，当事人叫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在一个偏僻的穷山村，有一个女人从嫁
到山村开始，几十年来先后义务服侍村
里孤寡老人六十多个。她老了，她的儿
女继续着她的义务，把村里鳏寡老人看
着是自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这样
利人的老妈妈，感动了主讲的学者。学
者说，如果是有钱人做这样的事，那是
慈善家，现在这位妈妈这样做，她是一
个圣人。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四

句话很鼓舞人，一直记忆犹新:“见困
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
进就帮。”这四句话，除了第三句之外就
是利人。做这样的利人，最高境界就是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倡导的
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我写过一篇文章，借用庄子的寓
言说天堂和地狱靠得很近。寓言说，有
人到天堂和地狱考察，天堂和地狱靠得
很近。天堂的人和地狱的人，每人都手
攥着一勺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不同
的是天堂人个个心宽体胖，地狱人个个
面黄肌瘦。这是为什么？原来盛饭菜
的勺子连柄有三尺长，捏着的手不好移
动，饭菜再香再热也送不到自己的嘴
边。天堂人有办法，都把自己的饭菜送
到别人嘴边，人人都吃得饱，吃得好。
地狱人舍不得自己的饭菜让别人吃，只
能嗅到味，吃不到饭菜。我在文章中
说，天堂人聪明，想到别人，懂得互通有
无；地狱人愚蠢，只为自己，不想互通有
无。现在想起来，我这样的认识还不到
位，还很肤浅。我认为不太肤浅的认识
是，天堂人不防人，利人；地狱防人，害
己。天堂和地狱靠得很近，而只是在一
念之间：防人还是利人？你要上天堂还
是下地狱？就在我们面前，就看你的一
念是什么了！

今天继续学习《论语·里仁
篇》第六章。

接下去孔子说：“有能一日
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
足者。”

孔老夫子说，真正能够花
一天的功夫在仁道上精进的
人，这个“用其力”的意思就是
精进，他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他
一定会在仁道上不断提升。孔
安国批注说：“言人无能一日用
其力修仁者”，我们就是没有哪
怕一天的时间去用尽全力修
仁，所以做不到“无终食之间违
仁”。接下来孔子说，“我未见
力不足者”，我从来没有看到谁
因为“力不足”而不能行仁。意
思是，只要你在求仁道上往前
走，就一定会成功，你绝对不会
因为力量不足而走不下去。孔
子的得意弟子冉求曾经对老师
告白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
足也。”老师啊，不是弟子不喜
欢您的道，是我的力量不足
啊。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废，今汝画。”孔子驳斥他说：如
果你真的是力量不足的话，那
也应该是你努力之后，走到中
途停下来，可是现在你明明是
画地为牢，只嘴上在说，并没有
真的去做啊！

朱熹《论语集注》里说：“盖
为仁在己，欲之则是，而志之所
至，气必至焉。故仁虽难能，而
至之亦易也。”朱子解释说，为
什么孔老夫子会这样说呢？因
为“仁”这个东西是不假外求
的，它只要肯努力，绝对没有做
不到的，因为它是自己内心的
心理状态，你的心只要肯做，你
绝对不会因为力不够而做不
成。只要你志向立定了，力量
就会到。所以，为仁看起来难，
当你真正去做了，也不难。孔
子在《论语·述而篇》里说：“仁
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是说，仁并不遥远，如果我
想要仁，仁就会来了。所以，

“我未见力不足者。”实际上是
孔老夫子给予我们最大的策
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希
望走上去的，仁就是内心上的
功夫，我们可以主导我们的内
心，我们不用向外面去求，你只
要真的用力去求了，没有求不
到的。我的老师也曾经说过：

“修德，实际上是最最简单的事
情，因为它不需要假借任何外
在的条件，比骑自行车还简
单。骑自行车至少还需要一辆
自行车吧，还要找到一条稍微
平整一点的路吧。”

既然“为仁”不会因为“力不
足”而失败，那我们通常是停在
哪里了呢？既然“仁”是心上的
功夫，当然还是卡在我们的心
上，卡在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求仁
的心！你内心要清晰，你要不要
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你想要
的？如果这一点都没有明确，后
面自然什么都生不起来。所以，
为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力不
足”的问题，而是你“有心无心”
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做不做”的问题，再往前一
步就是“要不要”的问题。我们
之所以没有真正的去行仁，回到
前面的内容，还是我们没有真正

“志于仁”。我们成圣成贤的志
向，还不够坚定。换句话说，我
们还没有为仁的这个愿望，为什

么？因为我们一天都做不到。
果真志于为仁，怎么可能力不足
呢？

那既然问题还是出在志向
不坚定上，我们就要在志向上下
功夫。我们为什么不能确立求
仁的志向呢？一方面是由于我
们习性的阻挡。很多时候，我们
都是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自己
要什么，不知道不要什么，随波
逐流，我们碰到自己相应的事、
喜欢的人、好吃的、好玩的，心就
跟着去了。一造次，一着急起
来，什么换位思考、待人着想、观
功念恩就都没有了。一遇到危
险关头、颠沛的事情，就忙着处
理问题去了，心在哪里也不知道
了，先不谈什么“克己复礼为仁”
了，就是做了很多恶，自己都是
不知道的。这都是我们原本的
烦恼习气在起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不起“为仁”
的志向，还有一方面是说明我们
的学习还不够，我们对于圣贤之
道还没有真的学懂、学明白，我
们不知道“好仁”和“恶不仁”对
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还
是在上一章所说的，“求富贵”和

“去贫贱”的层次中反复地折腾，
还没有走上真正的求道之路。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去学习圣贤
之道，多听闻、多思考、多实践，
通过学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让我们的志向提起来。

朱熹《论语集注》中说：“夫
子自言未见好仁者、恶不仁
者。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恶不仁
者真知不仁之可恶，故其所以
为仁者，必能绝去不仁之事，而
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意思是
说，夫子说没有见到“好仁者”
和“恶不仁者”，因为“好仁者”
真的知道仁的好处，天下没有
比之更好的东西了。“恶不仁
者”是真的知道不仁的可恶之
处，所以他必定会抉择“为仁”
和去除“不仁”之事。圣贤之道
是知难行易，真正知道了，你做
起来不难，为什么？你知道我
们本来就应该要仁，那为什么
做不到？还是知得不透彻，所
以要在知上下功夫。

最后，孔子说，“盖有之矣，
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话也很委婉。孔安
国批注里讲：“谦不欲尽诬时人，
言不能为仁。故云，为能有尔，
我未之见也。”孔安国批注说这
是孔子谦虚，也不能够把当时的
人都骂尽了。其实后面这一句，
是孔子谦虚的话语，委婉客气的
话，前面说的那是实话，有谁能
一日用力行仁？孔子没有见
过。孔子这里讲，大概可能也是
有的，只是我没有见到。留了一
点余地在这里，既是一种委婉的
说法，也是留了一个期待，是鼓
励我们要去力行。

南北朝时代《皇侃注疏》中
说，“世中盖亦当有一日行仁
者，特是自未尝闻见耳。”说这
世间还是应该有人，在这一天
之内去实践仁的，只是孔子说
他自己没见到而已。这也是对
我们的鼓励，希望我们要去做
到。因为我们通常的状况呢，
比较容易退缩，怪自己不行，给
自己找理由。我不行啊，反正
我都不行了，你看都没有几个
人可以做到了，我就更不行
了。所以，我不去做也是理所
当然了。那种可以迎难而上的
勇气很少见了。所以在实践的
过程中，我们要再再再再地去
策励我们的目标，提策我们的
志向所在。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
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
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
守信。这种人，虽说没学习过，我一定
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注释]子夏——孔子学生，姓卜，
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公
元前507-？）?贤贤易色——这句话，一
般的解释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
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照这种
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比较空泛。陈祖
范的《经咫》、宋翔凤的《朴学斋札记》等
书却说，以下三句，事父母、事君、交朋
友，各指一定的人事关系；那么，“贤贤
易色”也应该是指某一种人事关系而
言，不能是一般的泛指。奴隶社会和封
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

“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这里开始便
谈到它，是不足为奇的。我认为这话很
有道理。“易”有交换、改变的意义，也有
轻视（如言“轻易”）、简慢的意义。因之
我便用《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颜师
古《注》的说法，把“易色”解为“不重容
貌”。?致——有“委弃”、“献纳”等意
义，所以用“豁出生命”来译它。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
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5-6页）

一、关于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门三

期学生，孔门有“四科十哲”（见《先
进》），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
别是德行：颜子（颜渊）、子骞（闵损，闵
子骞）、伯牛（冉耕，冉伯牛）、仲弓（冉
雍），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
（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人合称孔
门十哲。（见《论语·先进》11.3）子夏名
列十哲，以文学著称，尤以整理文献见
长，曾为莒父宰，性格勇武，“好与贤己
者处”。孔子去世后，他到魏国西河讲
学，开西河学派，魏文侯尊之为师。

孔门弟子中，子夏著作传世最多。
《论语》即是子夏与仲弓合编的。汉人
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
句，始于子夏。”洪迈《容斋随笔》云：“孔

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
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
矣。”

二、关于“贤贤易色”。
（一）“贤贤”。
“贤贤”，各家在“贤贤”两词关系上

意见比较接近。即第一个贤字作动词
用，第二个贤字是名词。至于用作动
词，有认为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杨逢
彬、唐翼明），有认为是使动用法（余东
海），大多数注家则直接解为动词，不细
究意动还是使动用法。

第一个贤的词义，有敬重、尊重、尊
崇、尊敬、崇尚的意思，也有解作珍视、
热爱、追求，重视；第二个贤的词义，一
般解作贤人、贤才、圣贤，有高尚道德操
守的人，也有解作贤德、德行，贤惠，才
能、美德。

（二）“易色”。
“易”有解作轻视、轻慢，贪恋，改变、

变易、变化、更替、取代，抛弃，交换（杨逢
彬认为解作“交换”则误，他考证认为，
《论语》时代表达“用……交换……”，其
句式大多是“以……易……”，偶尔也会
用“易之以……”或“与……易……”）

“色”，女色，容貌。
（三）“贤贤易色”。
问：“‘贤贤易色’有两说。”曰：“只

变易颜色亦得，但觉说得太浅。斯须之
间，人谁不能，未知他果有诚敬之心
否。须从好色之说，便见得贤贤之诚
处。”

“易色”，须作“好德如好色”说。若
作变易颜色，恐里面欠了字多。这也只
是敬贤之诚。（《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一，
第500-501页）

关于“贤贤易色”的解读不少注家
将其放在“贤贤易色”全章中来认识。
这是很有见地的。由于贤贤易色后面
依次论及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这样
来看，将贤贤易色定位于夫妻之间也可
算暗合该章叙事逻辑。持有这种观点
的人有杨伯峻、左克厚、鲍鹏山、杨朝
明、唐翼明、钱穆等人，李零、金良年、杨
逢彬、张圣洁、余东海、李泽厚、陈耀南、
张燕婴、黄朴民、孙钦善、（日）宇野哲人
等人则以一般尊崇贤人贤德，轻视美色

来解读。
杨朝明指出，贤贤易色：重视内在

品质，不过分看重容貌。易，平易，轻看，
不过分看重。他还指出，“贤贤易色”另
有两解：一是“变易颜色”，即见到贤人，
脸上显示出恭敬的神色，一是“易其好色
之心以好贤”，即用好色之心好贤。孔府
退厅东厅的启事厅，曾经悬挂有明朝姜
克礼对联，曰：“以利己之心交朋必善，以
好色之念求学必真。”通观本章，“贤贤易
色”应该说的是选择或对待妻子的方式，
不应该是泛指一般对待美色的态度。（杨
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2年9月第1版，第9页）

杨逢彬则认为，“夫妇为五伦之首”
云云，乃后世观念，《论》《孟》中未有谈
及夫妇关系者，谈君臣、父母与儿子、朋
友关系者则极多。《论语》中两见“吾未
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
公》），正可和“贤贤易色”互证。（杨逢彬
著，陈云豪校《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第8页）

对贤贤易色，钱穆指出，“或说此四
字专指夫妇一伦言，谓为夫者能敬妻之
贤德而略其色貌”，因而“四句分言夫
妇、父子、君臣、朋友四伦。”不过钱穆注
释如此，但译文仍为“一个人能好人之
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钱穆著《论语
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9月第1版，第11页）

周海春认为，其争议在抽象地理解
“贤贤易色”，还是具体地理解。如果具
体地理解，贤，就是贤人，与父母等相对
应。如果抽象地理解“贤贤易色”，“贤
贤易色”的要求就会涵盖“事父母，能竭
其力”，好贤之心构成了“竭其力”的条
件。（周海春著《<论语>哲学注疏》，科
学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53页）

三、关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一）“事父母，能竭其力”。
一般读解为“侍奉父母能尽心竭

力”。
（二）“事君，能致其身”。
一般读解为“服事君上能献出生

命”。关于“致”，解释为：给予、献出，奉
献、奉送、贡献，送、送达，等等。

（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一般读解为“和朋友结交，说话诚

实守信”。
四、关于“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

矣。”
此句中“学”字，有学习、学问等读

解。
李泽厚指出，这两章（“入则孝”“贤

贤易色”）都鲜明展示出孔学儒家的
“学”，主要指现实的实践行为而非书面
的诵读研究。因此“学”在《论语》以及在
儒学中有广狭两义。狭义才指“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
识，相当于今天的“学”：读书、研究等等，
孔门当然也非常重视。但整个讲来，孔
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
知识，行为先于语言。关于道德（行为）
与知识（语言）的关系，可与希腊哲学和
苏格拉底相比较其异同，本读各章均将
提及这一问题。这也就是我以前提过
的是“太初有为（道）”还是“太初有言
（字）”的问题。中西差异似可溯源于
此。（李泽厚著《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26页）

钱穆认为，上章（“入则孝”）孔子言
学，先德行，次及文，故《论语》编者次以
子夏此章。或谓此章语气轻重太过，其
弊将至于废学。然孔门论学，本以成德
为重，后人分德行与学问而二之，则失
此二章之义矣。（钱穆著《论语新解》，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1
版，第11页）

将李泽厚、钱穆二人论述比照阅
读，可使我们对《论语》时代的“学”有更
为深入的理解。

《朱子语类》对该章结句有评论说——
或问夫子言“则以学文”，子夏言

“吾必谓之学矣”两章。曰：“圣人之言，
由本及末，先后有序。其言平正，无险
绝之意。子夏则言倾侧而不平正，险绝
而不和易，狭隘而不广大，故未免有
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务本，不可谓之不
事。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则见其偏之若
此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一，第
500-501页）

上述评论是钱穆论述的先声，同样
值得我们深思。

经典 解读

菜根 谭不害人 要利人
□ 顾光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