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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
!

陈仲庚

摘
!

要!(慎终追远)是中国孝道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

它通过对严父的崇敬&进而对祖先的崇拜#形成为一种(礼教)的形式#不仅培养了农耕文

明所需要的温柔敦厚人格#也从制度上凝聚了全体国民的向心力#促使中华民族从(祖先

认同)走向了(民族认同)'尤为重要的是#它让国人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并通过子孙(慎终追远)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了永生%

关键词!慎终追远'祖先崇拜'血缘链条'灵魂归宿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为农耕文明需要的道德教化找到了

一条捷径#也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和大一统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为个体生命的

精神寄托找到了温馨而永久的终极关怀%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背景

下#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理念有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时至今日#我们只要看看清明

祭扫的盛况#就不难体察其影响力的深入人心%

一&慎终追远与民德归厚

就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慎终追远)的最早出处来自于3论语4%3论语*学而4载!

(曾子曰!5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0)3论语4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往往只有结论而没

有解释#所以我们得通过后人的注解来了解其内涵'而在后人的诸多注解中#孔安国和朱

熹的注解应该是最权威的%孔安国注曰!(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

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朱熹的3论语集注4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

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在(慎终)的问题上#孔安国似乎更重(情)#

强调(尽哀)'朱熹似乎更重(理)#强调(尽礼)%但在(追远)的问题上#孔安国强调(敬)#偏

重于(理)'朱熹强调(诚)#偏重于(情)%所以#二人的注解并无本质的区别#后人也一直沿

袭他们的注解来理解其含义#如杨伯峻将这两句翻译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

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杨伯峻#

NLM7

$

%邓球柏则翻译为!(统治者若

能尽礼治丧&竭诚祭祀祖先#人民的品德就会美好起来%)

"邓球柏#

NLL=

$

这些翻译#几乎就是

把孔&朱的注解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

但是#到了
6N

世纪#则有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如周远斌认为(曾子5慎终0一语应

理解为!孝&悌等德行善举#自始至终#一而贯之#不但有始#而且还要能终)'(以曾子的行

仁之道&5死而后已0之语句#来解释5追远0一语#是再恰当不过了)'(理解5民德归厚0#关

键在5归0字上#民德变得敦厚#可简言为5民德厚矣0%)

"周远斌#

677=

$

作者完全排除祭祀&念

祖的宗教性内涵#而给予一种纯(现世主义)的解释#显然是受到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一

语的影响%还有人从当代现实需要的角度进行解释#如迟宇宙认为#(曾子最初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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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就可以解释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做事前三思其动机&初衷#并且能遥想至其后果#那么民风就能

淳厚#人们就能少做错事)

"迟宇宙#

67N7

$

%该文发表在3商业生活4的3成语别裁4栏目#那么作者的解释

自然也是(别出心裁)了#这是在商业背景下对(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一种实用性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到了
6N

世纪会产生一些(现世)而(实用)的(别解)呢2 这大致是因为孔&朱

的解释正切合了农耕文明的社会实际#因而无人怀疑#也无需(别解)'进入
6N

世纪#孔&朱的解释似乎与

当今的社会生活实际有点格格不入了#需要有人对它进行(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也足可说明#(慎终追

远)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顽强的影响力%

需要深究的问题是!(慎终追远)为什么能够使(民德归厚)2 按照荀子的解释#应该是(礼义)的作

用%3荀子*礼论4云!(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

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

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现代人重视功利#所以用现代眼光来看#(厚生薄死)才是符合常理的%古代

人重视道德#要培养(厚德)之人#即使是面对无知的死者#也绝不能有欺瞒之心#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亦即如同面对生者一样#要始终保持(诚)(敬)之心#以此达到(心诚则灵)的效果%这里的(灵)#更

重要的是(民德归厚)的灵效#也是(礼义)所施行的目的%

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民德归厚)之(厚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德2 周远斌认为(归厚)是(使人之德性

复归于本然意义上的淳厚)%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从人之本然意义上说#人与动物一样具有天然的野性#

这种野性在(物竞天择)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只会有(本然的)攻击欲#不会有(本然的)淳厚%因此#(淳

厚)是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那么#(淳厚)是怎样培养出来的2 3礼记*经解4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

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3诗4教也%)孔颖达3礼记正义4解(温柔)!(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

柔%)(敦厚)是何义2 孔颖达没有解释%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论诗者动辄说5诗人忠厚之旨0#5忠厚0

是温柔敦厚的约言%)

"青木正儿#

NLM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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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温柔敦厚与敦厚&忠厚&淳厚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它主

要是指一种温和顺从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是后天通过(诗教)和(礼教)的方式培养出来的%

关于(诗教)对人格培养的作用#笔者曾展开过较充分的讨论
"陈仲庚#

NLLM

$

#本文重点讨论一下(礼

教)的作用和意义%3礼记*中庸4云!(敦厚以崇礼%)这里应该是一种双重因果关系!因敦厚而崇礼'因

崇礼而敦厚%也就是说#当人们参与祖先祭祀的时候#首先得有温和顺从的心态#才能做到如孔安国&朱

熹所说的诚心诚意&毕恭毕敬'而在诚心诚意&毕恭毕敬的祭祀礼仪中潜移默化#人们的心态自然也会变

得温和顺从%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如此重视温柔敦厚的人格培养2 从根本上说是适应大一统农耕文明的特点

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农耕文明尤其需要社会的稳定#因为农业生产有着严格的周期规律#春耕&夏管&秋

收&冬藏#其中任何一个季节发生社会动乱#都可能导致农业的绝收#这也就意味着来年很可能会(饿殍

遍地)#这是无论统治者或普通百姓都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与老百姓基本达成了共识!希望

从心理上弱化人们的攻击欲#减少犯上作乱的可能性#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因此#温柔敦厚的人格#正是

农耕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

二&祖先崇拜与民族认同

作为大一统农耕文明的需要#温柔敦厚的人格培养#只是减少了动乱的可能性#还不能从根本上凝

聚全民的人心%要凝聚人心#还得寻找另外的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要讨论(礼教)的作用和意义#不是指一切(礼教)#而是特指与(慎终追远)相关

的(礼教)#这恰好是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慎终追远)究竟是官方的事还是民间的事#抑或是官方&民间共有的

事2 从古代注解看#孔安国点明了(君能行此二者)'从现代翻译看#邓球柏则点明了(统治者若能尽礼治

丧)#说明(慎终追远)是官方的事%朱熹和杨伯峻说得很笼统#似乎认为是官方&民间共有的事%究竟那

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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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传*成公十三年4载刘子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戎有受盇#神之大节也%)古代国家

的两件大事是祭祀和战争#战争肯定由官方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祭祀是否也只能由官方组织2

3国语*楚语4载观射父言!(古者民神不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

渎)'(及少?之世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这里可以看出#颛顼即帝位

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任命南正重和火正黎为国家级的祭司#专司祭祀天地鬼神之事#断绝了(家为

巫史)也就是民间祭祀的通道#将祭祀之权收归(国有)#这就是上古史中有名的(绝地天通)%不管这一

事件在上古历史中的真实程度如何#其影响力则是很重大的#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一记再记%作为孔子的

后裔又生当西汉#自然深知国家祭祀的权威性#所以孔安国一定要点明(君能行此二者)#说明古代的祭

祀是国君亦即官方的事'同时也说明#(民德归厚)与君之(教化)分不开%

颛顼虽然将祭祀的权力收归国有#但作为国家级的(祭法)是怎样的2 典籍却没有记载%从现有资

料来看#作为国家级的(慎终追远)#形成定制的(祭法)#似乎是从虞舜开始的%3礼记*祭法4载!(有虞

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

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历史上将这种国祭定制称之为(三代祭法)%其实#加上(有虞氏)#

应该是四代%有虞氏作为第一代反而被忽略#其实是暗含了一个民族融合的问题%

根据徐旭生的考证#上古时代的中国存在三大部族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华夏

集团(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的两集团几乎全掩下

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做黄帝#一个叫做炎帝)

"徐旭生#

67NN

!

OOC

$

%3孟子*离娄下4云!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其时的山东属于东夷集团#舜出生在山东诸冯#自然是

(东夷之人)#他被尧选为继承人#本是两大部族融和的标志%但这种(融和)#不是两大部族的平等(联

合)#而是以虞舜(入赘)尧家#并认尧的先祖为自己的先祖%在上述(祭法)中#因为虞舜的帝位不是从父

亲瞽瞍那里继承来的#而是继承了岳父的基业#所以他要以尧的先祖颛顼为远祖#以尧为近宗%正因为

有虞氏是宗异姓为先君&先祖#而继任的子&孙也为异姓#所以他不能独立地构成一代#后人也只能称(三

代)而不能称(四代)%然而#也正是通过这种宗异姓的(慎终追远)祭祀形式#虞舜本人也成为了华夏部

族的祖先#后人还千方百计地给他梳理了一条自黄帝&颛顼而下的华夏血脉系统%这似乎意味着#东夷

部族完全融入了华夏集团#或者说#是华夏集团把东夷集团(全掩下去)了%

而且#虞舜的这种(祭法)#在当时恐怕不是特例#而是通例%3孝经*孝治章4云!(昔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2 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作为(明王)之

孝治#就是要得(万国之欢心)#然后万国就会(事其先王)%这里的(事)也就是祭祀#亦即奉(明王)之先

祖为自己的先祖'这样的祭祀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为一种定制#后来的(万国)之君为抬高自己的身价#想

方设法也要找到一个(明王)为先祖'于是#历朝历代的(万国)也就有了共同的先祖%这正如梁启超所说

的!(据旧史则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而后世所传姓谱#大抵非太岳胤孙#即高阳苗裔'似吾族纯

以血缘相属而成立%)

"梁启超#

67NN

!

L

$

这样以来#所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全体中华民族都认炎黄为祖先#

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炎黄子孙%

因此#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稳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慎终追远的祖

先崇拜#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三&血缘链条与灵魂归宿

万国(事其先王)#这种(孝治)模式经过三代大一统体制的逐步规范#形成为一种(宗法制)#其特点

就是将国家的治理与宗教性祭祀结合成一体!(就治道的角度说#王者为天下共主'就宗教的意义而言#

王者祭天#为最高祭司)

"李景林#

677A

$

%(王者祭天)#这个(天)不仅仅是自然之天#更重要的是人类最早

的祖先%3礼记*郊特牲4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万物本乎天)#人是万物之灵#

同样也(本乎天)%古代典籍中的(天)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指自然之天#二指天国#三指天神或曰上帝%

*

C6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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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祖)与(上帝)是如何(配)起来的2 3孝经*圣治章4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文王为周公(严父)#严父配上帝'后稷为周公远祖#远祖直接配天%

这样一来#周公+++文王'上帝+++后稷'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血缘)链条!直接的血缘链条是与

祖先的连通'间接的血缘链条是与天神&天国乃至于天地自然的连通%所以3孝经*感应章4云!(宗庙致

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里的连通#当然不仅仅是周公个人的事#作

为国家的最高祭司#他首先代表了周朝姬姓家族的全体成员#同时也代表了全体国民%因此#文王&后稷

不仅是天下(共主)#也是天下(共祖)%这不仅从制度上凝聚了全体国民的向心力#还促使中华民族从

(祖先认同)走向了(民族认同)%

(慎终追远)如果仅仅是往上连通祖先#那还是很不完善的'还必须往下连通子孙#旁系连通兄弟及

其他家族成员%这样不仅可以连通人与天的(血缘链)#还可以将天道运用于人道%3孝经*三才章4云!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民如

何(则天)&(因地)呢2 3大传4云!(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

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人道的根本就是亲亲与尊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3礼记*中庸4$#(贵贵&尊

尊#义之大者也)"3礼记*丧服四制4$%没有祖祢与子孙的上下连通#无以定尊卑'没有兄弟等其他亲属

的旁系连通#则无以别亲疏%有了上下尊卑&左右亲疏"直系旁系$之别#尊尊与亲亲才会有明确的目标#

自我才能在家庭亲属中找到明确的定位%这从社会需要来说#是建立了稳定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的伦理秩序'从个人需要来说#则是找到了很好的自我归宿%

首先#从现实需要来看#个体必须得到家族的庇护%中国古代的经济#是以小农个体生产为基础的#

而个体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个体农民必须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协同劳作#以增强自身力量#抵御自然

灾害的侵扰%也就是说#个体小农的力量#必须通过群体的组合#在群体力量的显示中才能得以实现%

这样#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就必须加入某一特定的群体#并注重群体关系的处理#以便更好地得到群体

亦即家庭&家族的庇护%同时#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也要求把分散的个体小农束缚在土地上#通过不同家

族&不同地域的春种秋收#将收成的相当部分向国家缴纳#从而在客观上向国家政权认同%因此#无论从

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来看#都要求个体必须融入到家庭&家族群体中去%这是自我归属的第一需要%

其次#从精神需要来看#个体要通过家族的认同来寄托情感%人是群居的动物#无论是物质需要或

是精神寄托#都必须有所归属'而且#从某种意义说#精神寄托更显重要%李景林认为!(古初文明时代的

5绝地天通0#拉远了人与神的距离#使5天0具有了终极超越性的意义'而上述尊尊与亲亲的内在连续性#

又使得这终极超越性的天#能于人各本孝思而5追远0的情感生活中得到不同层次的亲切体证%)

"李景林#

677A

$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体证)不是一种枯燥的哲理思辨#而是一种温馨的情感认同'其次#(追

远)不是一种(终极超越)#而是一种(原初回归)%我们从客居他乡的游子身上#或许可以更好地看到这

种(体证)%游子们总是(低头思故乡)#他所思念的故乡&故土&故人#都带有(原初)的意义#因为他生于

斯&长于斯#所以归属于斯%也正因为回归故土的情感过于强烈#使得他无法与他乡的群体从精神上很

好地融合起来+++强烈的归属感与强烈的拒斥心成正比#同时存在#同样强烈%再者#即使是被社会所

抛弃的(浮浪者)#也仍然忘不了要找到自己的家族归宿#3阿
f

正传4中住在土谷祠的阿
f

#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但他一定要说自己姓赵#从物质需要说#已无实际意义'从精神寄托说#则是试图在未庄显赫

的家族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使自己飘泊的灵魂能得到赵氏家族的情感认同%而赵秀才说阿
f

(不配姓

赵)#同样是家族归属感使然#似阿
f

之类的(浮浪者)#即使真的姓赵#也有可能被逐出家门#更何况阿

f

本来不知姓甚名谁#赵秀才当然更不会允许他玷污赵氏家族的荣誉%在传统社会#逐出家门#就是对

家族成员最严厉的惩罚#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家族的情感认同&情感归宿#在国人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

的地位%

再次#从终极关怀来看#个体要通过家族血缘链#给自我的灵魂找到归宿使其获得永生%在人类繁

衍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西方的理念认为#人是上帝的子民#每个人与上

*

=6N

*



陈仲庚!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

帝都是一种直接的(父子)关系'相反#人类真正的父子关系#倒成了平等的朋友关系%中国则把人的繁

衍看成是上接祖先&下连子孙的血缘链#父子关系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人们(通过自我生命精神与

先祖以及子孙之生命精神的契接#而体认一己生命之永恒的意义)#(正是在自我生命精神与先祖及子孙

之生命精神不断契接的过程中#个人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己生命的源远流长与流衍无穷#从而体认

5吾性自足0的生命价值)

"李翔海#

67N7

$

%在祖先+++自我+++子孙的血缘链条中#自我生命的消亡#不

是链条的中断#而是链条的接续#或者说#是回归到祖先的怀抱!生是从祖先那里来#死是回祖先那里去%

中国人强调叶落归根&魂归故土&入土为安#那一坯黄土下所掩埋的不是冰冷的墓室#而是祖宗的怀抱%

回到祖宗的怀抱#并能享受子孙的祭拜#这自然是十分温馨而惬意的事情%因此#与西方的灵魂超越肉

体&试图到天堂寻找永生不同#中国人则是灵魂与肉体一同回归#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来寻找灵魂的归宿'

并通过子孙(慎终追远)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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