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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贤易色(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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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贤贤易色(为)论语*中的经典语录#历代对'贤贤易色(的注疏虽有多种#但都以

尚贤为学这一点为落脚处$虽然注疏者在为学力行上各有说法#但都不离孔门'知行合

一(的践道真意$

关键词%贤贤易色-论语-注疏-为学

)论语*作为千百年来传诵的经典#历代注疏以及研究著作不胜枚举$各具特色的注

疏和研究#带来了多维的视角#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各时期儒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使人们

能从不同的维度进入儒学#领悟儒家思想的丰富性$然而#正如)易传*所言#'天下同归而

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在经典诠释的多样性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一性#体

现了历代儒者对儒家真精神理解的一致性$本文仅以'贤贤易色(这一语为例#通过对与

之相关的代表性注疏的分析,比较和辨正#力图在还原经典本义的同时#揭示中国历代)论

语*注疏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诠释学特征$

一,历代主要注疏

历代学者对于)论语*的考证和注疏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千余种$这其中#影响较大

的主要有%三国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时期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简称)论语义

疏*",北宋邢籨的)论语疏*,南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以及

近代以来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近来#李泽厚

的)论语今读*也颇有影响$)论语集解*一书实为孙邕,郑冲,曹羲,荀觊,何晏
7

人共同完

成#保留了)论语*几个古本的原貌-皇侃的)论语义疏*是对何晏的)论语集注*所做的注

解-邢籨的)论语疏*也是对何晏)论语集解*的注释#着重于章句训诂#又带有义理之学的

特点-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是他用毕生心血完成的四书集注中的一部分#其注解多带有

义理色彩#注重阐发其理学思想-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也是对何晏的)论语集解*所作的

注释$由于清代考据学兴盛#)论语正义*考据充分翔实#可谓集古代)论语*注疏和研究之

大成$近代以来的几部注释)论语*的著作也各有特色#兹不赘述$

各家由于时代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对)论语*文本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例如#以上各家

对'贤贤易色(的理解就有相当大的分歧$'贤贤易色(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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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了孔安国的注#认为%'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

!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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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贤易色(理解为'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清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也认为%'2易1者#如也$犹

言好德如好色也$(

!皇侃)论语义疏*对'贤贤易色(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

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故云2贤贤易色1也$(

"皇侃的第二

种解释则是%'又一通云%上2贤1字#犹尊重也$下2贤1字#谓贤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

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

#邢籨)论语疏*曰%'此章论生知美行之事$2贤贤易色1者#上2贤1#谓好尚

之也$下2贤1#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悦之#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

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2贤贤易色1也$(

$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中

对此句的解释是%'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

%将'易(解释为'更易(#而将'色(解释为

'女色($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将'贤贤易色(释为'夫妇为人伦之始#故此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又

说'易有轻略之义(

&

$在这里#刘宝楠认为'贤贤易色(是指应重视妻子的内在贤德#而轻略其外貌#而

且后面三句都是说人伦关系%父母,君臣,朋友#所以'贤贤易色(应该也是指一种人伦关系#并且就应该

是夫妇一伦$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对此句的解释是%'下贤字指贤人#人之有才德者$上贤字作动词用#

尊重义$易色有两义%一作改易之易#谓见贤者则改容色而敬之也$一作难易之易#谓知尊贤人轻女色

也$或说此四字专指夫妇一伦言#谓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也$(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

此句译为%'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

)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对此句的解释则是%'重视德行替代重视

容貌$(

0此二人之解释与朱熹的解释相近#皆谓'易其好色之心($

综合以上各家注解#可以看出对'贤贤易色(的理解主要有五种%以好色之心好贤或好德如好色-改

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贤于贤-尊贤则应改易平常之色而起庄敬之容-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重视妻

子的内在贤德而轻略其外貌$其中#'贤贤(有'贤人之贤(,'贤妻之贤(和'贤于贤者(三种解释-'易(有

'改易(,'轻略(和'如(三种解释-'色(有'面色,容色(和'女色美貌(两种解释$

二,各家注疏辨正

纵观原文全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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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事

父母,事君和与朋友交往这三个方面是要求'竭其力(,'致其身(和'言而有信(#其最后落脚处在实践$

也即是说#对待父母,君,友#不能只是心里知道尽孝,尽忠,有信#更应该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竭其力(,

'致其身(和'言而有信(显然不只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要求$因此#与以上三者并列的'贤贤易色(也不

应该只是认识问题#而应当落实为实践要求$

汉儒孔安国对此句的注解为%'易色#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孔安国将'易(解释为'如(#故认为

'贤贤易色(当理解为'以好色之心好贤(#清儒王念孙也赞同这种说法#释'易(为'如($这样按照二人的

解释#'贤贤易色(为'好德如好色(#尊重有贤德的人最后落在'如好色(,'以好色之心($可是#这种'如

好色(,'以好色之心(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实践#且与后文'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无法连贯上$同

时#将'易(解释为'如(#也没有把对贤人的尊重落实在实践上$所以#用'好德如好色(或'好色之心好

贤(来解释'贤贤易色(是不妥当的$

皇侃对于'贤贤易色(的第一种解释是%'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

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故云2贤贤易色1也$(

123此种解释将'贤贤(释为'贤于贤者($然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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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后文#可知'事父母(,'事君(与'与朋友交(都是一种对待关系%对待父母应当如何#对待君上应当如

何#对待朋友应当如何$因此'贤贤(也应当视为'对待某个人应当如何(#而不是'贤于贤者($再者#皇

侃以某人'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而认定此人'贤于贤者(#那么由此看来#'贤者(与'凡人(的差别#在

于'贤者(能将人之常情的'好色(之心改易为'好贤(之心$而'贤者(是否不'好色(而只'好贤(#皇侃未

有提及#因此#这种解释恐怕还是有所疏漏的$

与此相对#皇侃的第二种解释'言若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与朱熹

的解释'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以及刘宝楠的解释'易有轻略之义(,'夫妇为人伦之

始#故此文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这三种解释都把'贤贤(视为对待关系#并落实在实践上$虽然有的

是对待贤人#有的是对待妻子#但都能与后文连贯一体$

对比孔安国和皇侃二人的解释#可以看出#虽然二人都曾将'色(解释为'女色(#孔安国解释此句未

能连贯后文'事父母(,'事君(与'与朋友交(这三种对待关系$而皇侃虽然也将'色(解释为'女色(#但他

将'易(解释为'改易(#这样就将'贤贤易色(与后文的三种对待关系联系起来#读起来在义理上感觉更为

通达连贯$

自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起#儒学在汉代就得到了官方大力支持$然而#自儒学与

王权联系在一起后#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汉儒慢慢开始由最初的章句之学#转而发出繁琐荒诞的谶纬

之学#经学由此而逐渐转向没落$自东汉末年#不少儒生开始跨越儒道藩篱#间采老庄之说$魏晋时期#

在儒道汇通的思潮下#世人们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用'得意('忘言(等方式超脱文字的字面意思#为

儒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汤用彤先生对两汉以及魏晋儒学发展有这样的论述%'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

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33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33通者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

义$(

!由此#可以略看出孔安国和皇侃对于'贤贤易色(解释的不同时代背景及其原因$

)论语章句集注*是朱熹投入其毕生心血而完成的力作#其中的许多注解并不限于寻求经典文本之

原意#而包含着他自己的不少创造性理解$朱熹将'贤贤易色(解释为'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

有诚也(#将'色(解释为'好色之心(#将'贤贤(这种对待关系落脚于'易其好色之心(#最后认为这种行为

'好善有诚($如以探求文本原意衡之#则此解亦有不妥之处$从先秦儒家文献的记载来看#尊敬有贤德

之人与'好色(并非矛盾之事$)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见'好色(是作为与'饮

食(相并列的'大欲(而为儒者们所肯定的$)论语*中孔子虽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但也没有对'好色(

予以否定$)孟子*书中也有'食色#性也(一语#当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时#孟子的回答是%'王

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上*"#并进一步指出#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内无怨女#外

无旷夫($因此#朱熹将'色(解释为'好色之心(并给予否定性理解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朱熹在此将'色(解释为'好色之心(#主要是为后文的'好善有诚(做铺垫$他认为'贤贤易色(

一章的最后落脚处在'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

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

"

$也即将四大人伦关系的实践最后落

实到了'诚(这个字上$'诚是主体在识仁过程中的一种真实不妄#纯以天理为2默识1根据的修养功夫或

心灵状态$(

#

'诚(的最后实现还需要'心(的能动主宰$心动之时#已发是情#则情有善恶!'心所发为

情#或有不善("$心对性情的主宰功能使人警醒#从而反省自身#完善自身#达到'纯以天理为2默识1根

据(的一种心灵状态$朱熹的'诚(最后是需要心的主宰作用才可到达的#对于他所说的四种人伦#行之

尽诚#关键在于'心(的主宰#'好善有诚(则需要'改易好色之心($由朱熹对于'诚(的强调#也就不难理

解他为何将'色(解释为'好色之心(了$

再看刘宝楠对'贤贤易色(的解释$)论语正义*记载%'宋氏翔凤)朴学斋札记*2三代之学1皆明人

论$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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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君子忧在进贤#33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

!刘宝楠将'色(解释为外貌#特指妻子的容貌#而将

'贤贤易色(解释为对五伦中'夫妇(一伦的阐发$这一理解有其文献依据$)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

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在天地生化万物后#首先出现的就是男女夫妇#夫妇之后才是父子#

君臣#上下#最后礼仪才产生$)礼记.礼运*篇记载%'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

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由此可见#夫妇作为'人之大伦(#在先秦时期是经常与其他伦理关系如父子,

君臣,友朋相提并论的#刘宝楠将'贤贤易色(理解为'指夫妇之切证(并非无稽之谈$但问题是在具体的

)论语*文本中#将'贤贤易色(指为'夫妇(#还是有不妥帖之处$原因即在于'贤贤易色(之句法构成#显

然与后三句不一#可见与后文应该是有语意层次的#非并列关系#加之后文讲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皆

为男子修身践履之道#显然与夫妇一伦无关#如此解释#联系起来读极感突兀$至于讨论娶妻子应重视

德行而不重视外貌一说#则与古来传统观念相悖+++'妇容(亦为古昔对女子所要求之一德$因此#认为

)论语*中的'贤贤易色(探讨的是'夫妇(伦理!更确切地说是德貌关系"的说法是比较勉强的$

刘宝楠选用'夫妇(来解释'贤贤易色(也有其缘由$传统儒学发展至清代#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刺激

下发生了重大转折$例如在理欲关系的探讨中#清代思想家如戴震,袁枚等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然人

性论的观点#正如杨菁所言#'清代儒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及价值取向的推移#即以实事求是代替主观思

辨#以人伦日用的笃行践履#代替天理自足,明善复初的理学路子#其从经书中求古人义理#以古训为根

据#勇于催破五,六百年理学独尊之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论语正义*以'轻略,不贵(释'易(#仅

在说明'德重于貌(#并不是认为妻子的容貌不重要#因此刘宝楠在关于此句的注解后补充了王念孙在

)广雅疏证*中的解释!'2易1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也("#认为'此训亦通($可见#在时代思潮的影响

下#关注夫妇伦理#不仅讲女子的美貌#而更重女子之德性#这种诠释取向#本身亦体现了对女性人格意

识的关注#从这种角度探讨德貌关系#亦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必然性$

最后看皇侃的第二种解释$皇侃云%'又一通云%上2贤1字#犹尊重也$下2贤1字#谓贤人也$言若

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

#从统计学角度看#'色(在)论语*全书中共出

现
!#

次#分别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作为食物颜色来讲#如'色恶#不食(!)论语.乡党*"-第二种#是

作为面色面容来讲#如'巧言#令色#足恭(!)论语.公冶长*"-第三种#是作为女色来讲#如'吾未见好德

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这其中'色(作为颜色,面色#出现了
#7

次!除'色斯举(章"$而'色(作

为'女色(来讲#仅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和'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论语.季氏*"中出现

过$因此#'色(在)论语*中的最一般用法#还是作为'面色#容色(来讲#例如'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

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论语.颜渊*"'色厉而内荏#譬

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等等$孔子及其弟子在讨论'色(时#往往重在强调一种庄

敬,诚正的面色#一种稳重的态度#一种无论任何时刻君子都该持有的面容和气度#所谓'君子不重#则不

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因此'贤贤易色(的'色(字#更倾向于采用其一般用法#即作'面色#容

色(来讲#而'贤贤易色(的含义是%见到比自己有贤德的人#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端庄恭

敬+++从儒家)大学*之八条目而言#经世致用从修身始#而'正心诚意(则为修身之重要工夫#此种对贤

人之恭敬态度#当为'正心诚意(之一要点#此种意义上的'贤贤易色(之修身工夫#与后文的'事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行为实践#是连贯一致的#从)论语*文本的内在理据看#皇

侃对于'贤贤易色(的第二种解释是最切合)论语*原意的$

三,为学需力行

'力行(的理念#为历代儒家所重视#回顾原典#最早出现此语为)书.泰誓中*%'今商王受力行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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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

雯%'贤贤易色(辨正

播弃魿老#昵比罪人$(此虽为揭露商纣妄为之语#然其义为'竭力而行(#故后出文献将其转为褒义#若

)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史记.儒林列传*%'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

何如耳$(等等#均可见早期儒家极重'力行(#也就是以行为实践增进德性$

儒家'力行(的观念#与我们人情日用不可须臾分离的'进学致知(的理念是相结合的#这种知行不二

的准则#为后世儒家!若王守仁等"所常言$其精神源头自可回溯自孔子$孔子重'学(#)论语*中多次出

现'学(这一概念$孔子一生收徒三千#提倡'有教无类(#通过传授诗,书,礼,乐#将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

来#通过'学(来提高学问水平#提升道德境界$然而学习书本文化知识相对容易#但将书本知识落实在

实际中#则不那么容易$道德修养的关键就在于'躬行实践(#所以孔子强调学习的东西就要在实际中做

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子贡问君子#子曰%2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论

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不仅仅强调学生'学(诗书礼乐#更强调学生通过学习诗书礼乐#将学到的

知识运用于实践#在道德践履中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达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圣人人格$道德的修养并非一日所能养成的#

而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实行和积累$

'贤贤易色(章之论述者#孔门弟子子夏深受孔子有关力行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 '仕而优则

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主张#所谓'仕(#在当时显然为学有所成后经世致用的手段$子夏平

素极重视行为实践方面的德业#曾为莒父宰$孔子逝后#子夏的许多弟子继承其家风#在政治施行中有

所作为#其中的李悝曾为魏相$后子夏归魏#虽非自己直接入仕#却对政治施加影响#被称为 '与现实政

治相联系的子夏学派(+++儒家子夏学派的力行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将'贤贤易色(释为'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虽不太符合)论语*语境#但其论说之根本未

偏离孔子强调为学的实践性$朱注中重视道德实践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

者#废其一#非学也(

!

#'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

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

"

#都强调了为学需落实在力行上才是'学之得其道(的观点$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在对'子曰%2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1(一章进行注解时#借子贡之问

难#忧心学者以为多学即可为圣人#特别强调了行事的重要性%'夫子言2君子博学于文1#又自言2默而识

之1#是孔子以多学而识为贵#故子贡答曰%2然1$然夫子又言%2文莫吾犹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1是圣

门之教#行尤为要$(

#学者除了力求博学外#躬行实践#犹是要目$可见清人对孔门真精神的理解与宋

儒并无不同$

皇侃的)论语义疏*虽然略带玄学色彩#并未脱离汉儒章句训诂之学的大传统$从思想上看#汉儒与

先秦儒学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前文已详述"#同样持守着儒家'践行以成道(的真精神$

纵观各家注释#虽在为学力行的落脚点上有所不同#但是其最终目的都在强调为学与践行#在阐发

孔门为学之道上可谓殊途同归$总之#先贤已邈#惠风仍存$虽然以儒为宗的历代学人对'贤贤易色(这

一孔门条目各有各的注解#难免让后学有点眼花缭乱#但注解并非是任意施为的#其基本意思都不脱离

'尚贤(#都是为了引导人们走自觉为仁之路$而其修身的方法#依旧是从切己近思开始的$同时#正是

这些不同的注解使儒学呈现出一种开放性#激发人们以各自的赤诚之心去努力接近天命之道#在各自的

生活中为学思并重#知行合一$这样#即便有注解的不同#有体验的不同#也不会妨害对儒学真精神的理

解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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