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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与

韩 桓

乐 舞

德

礼 乐 并 提

西周初年
,

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
,

制礼作乐
,

制定 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
,

完善

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
。

他十分重视武功文

治
,
`

行施裕民政治
,

强调《诗》
、

《书 》
、

《礼》
、

《乐》的社会作用
,

因而《诗 》
、

《书》
、

《礼》
、

《 乐》就成为
“

礼乐文化
”

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

式
。

对此
,

.

孔子盛赞道
: “

周监二代
,

郁郁乎

文哉 ! 吾从周
。 ”

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 公

的追随者和
“

礼乐文化
”

的继承者
。

孔子也十 分 重 视 《诗》
、

《书》
、

《礼》
、

《乐 》
,

曾列为教科书
,

教授弟子
。

《 诗》 即

《诗》三百
, 《书》是历史文献

, 《礼》即典章制

度
, 《乐》指当时的文艺
。

它们的关系如何?

孔子说
: “

兴于诗
,

立于礼
,

成于乐
。 ”

②揭示

了诗
、

礼
、

乐三者一体的关系
。

古代贵族用

乐
,

总是钟鼓齐鸣
,

载歌载舞
,

和乐且湛
。

乐和诗是泛指当时的文艺
,

是为当时的政治

服务的
。

乐有乐教
,

诗有诗教
。

乐包括词
、

曲
、

舞三个组成部分
,

词就是诗
,

诗必入乐
,

所谓
“

诗为乐之心
,

乐为诗之声
。 ”

③就 是 这

个意思
。

乐赋于诱导性
,

礼依赖乐来辅助完

成之
,

所谓
“

礼革民心
,

乐和 民声 , ” ④
“

乐之

用在礼
”

(邵璐辰 )
,

这表明了乐是从属 于 礼

而又服务于礼的
。

孔子很重视乐教
,

经常礼乐并提
。

孔子

说
: “

人而不仁
,

如礼何 ? 人而不仁
,

如 乐

何 ? ” @他把乐同礼一样
,

看成修身行仁的根

本
。

从治理国家来说
,

孔子尤重乐的教化作

用
。

例如
,

孔子的弟子子游在鲁国武城做邑

宰
,

一天孔子去探望他
,

一进城就听到学堂

演奏琴瑟的声音
。

孔子见到子游稍 带 微 笑

说
: “

割杀一只小鸡
,

何需用宰牛的大刀呢 ?
”

(是说
,

这个小小的地方
,

何必如此行礼乐教

化呢?) 子游答道
: “

过去听夫子您说过
:

君子

学习了礼乐的道理
,

就能爱人 , 小人学习礼

乐的道理
,

就容易被驱使
。 ”

于是孔子当即对

着正在习乐众多的学生说
: “

二三子 (学生们 )

听见了么 ? 子游的话说得很对
,

我前面的言

语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 ” ⑥可见孔子对子

游重视礼乐教化的作法
,

是十分赞赏的
。

孔子重视礼乐
,

目 的 在 于 复 礼 从 周

。

制

礼 必 须 作 乐

,

那 么 复 礼 就 必 须 正 乐

。

这 就 是

孔 子 礼 乐 并 提 的 辩 证 关 系

。

复 礼 必 须 正 乐

春 秋 时 期

,
是 奴 隶 制 逐 渐 瓦 解 的 时 期

,

也 是 社 会 动 荡 不 安 急 剧 变 化 的 时 期

。

这 个 时

期

,

周 王 朝 已 名 存 实 亡

,

诸 侯 争 霸

,

战 争 频

仍

,

民 困 不 堪

。

诸 侯 各 国 的 权 力 不 断 下 移

,

由 家 臣 取 代 了 世 卿

,

所 谓

“

陪 臣 执 国 命

” 。

如

鲁 国 自 宣 公 死 后

,

三 桓 则 控 制 了 实 际 权 力

,

即 所 谓

“

政 在 季 氏

” ,

就 是 个 突 出 的 例 子

。

即

孔 子 所 说

“

天 下 无 道

” 、 “

礼 崩 乐 坏

”

的 时 代

,

社 会 秩 序 被 搅 乱 了
,

礼 乐 文 化 也 被 破 坏 了

。

因 而 诸 侯 卿 大 夫 不 断 出 现 膺 礼 越 次 的 行 为

,

于 是 他 竭 力 维 护 西 周 以 来 的 礼 乐 制 度

,

提 出

正 名 分

,

严 等 级

,

使 其 名 实 相 符

。

当 时

,

作

为

“

礼 乐 文 化

”

重 要 内 容 的 诗 和 乐

,

出 现 了 越

次 的 严 重 现 象

, 《 诗 》三 百 中 的 《 雅 》
、

《 颂 》相

错
,

篇 第 零 乱

, 《 雅 》 中 和 《 颂 》
, 《 颂 》 中 有

《 雅 》
。

加 之

,

古 乐 多 已 亡 佚

,

代 之 以 土 乐 新

声

。

甚 至
《 国 风 》 中 歌 咏 男 女 爱 情 的 郑
、

卫

(包括邺
、

都

、

齐
)之 声

,

同 宫 廷 中 的 雅 乐 一

起 演 奏

。

由 于 时 代 的 演 变

,

这 种 缺 乏 生 活 内



、

形 式 板 滞 的 雅 乐

,

因 此 是 不 被 人 们 所 喜

爱

,

就 连 诸 侯 中 的 贵 族 也 厌 弃 雅 乐 而 爱 听 新

声 了

。

例 如

, “

魏 文 侯 听 古 乐

,

则 唯 恐 卧
;
听

郑

、

卫 之 音

,

则 不 知 倦

。 ”

⑦就 是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

古 代 的 舞 蹈 和 音 乐 总 是 融 合 在 一 起

,

二

者 密 不 可 分

。

雅 乐 被 新 声 所 代 替

,

那 么 舞 蹈

也 自 然 乱 了

。

古 代 贵 族 的 乐 舞 分 文 舞

、

武 舞

二 类

,
分 别 用 来 歌 颂 其 文 治 武 功

。

在 举 行 祭

祀 典 礼 时

,

乐 队 的 人 数 随 演 奏 对 象 的 等 级 不

同

,

都 有 严 格 的 规 定

。

据
《 左 传
·

隐 公 五 年
》

记 载
: “

九 月

,

考 仲
子 之 宫

,

将

`

万

,

(舞 名 ) 焉
。

公 问 羽 数 (执羽 人数 )于 众仲
。

对
日

: `

天 子 用

八

,

诸 侯 用 六

,

大 夫 四

,

士 二

。

夫 舞 所 以 带

八 音 而 行 八 风

,

⑧故 自 八 于 下
。 ’

公 从 之

。

于

是 初 献 六 羽

,

始 用 六 俏 ⑨也
。 ”

如 果 不 按 上 述

规 定

,

越 次 使 用 了 它

,

就 叫 做

“

僧 越

” 。

春 秋

末 年

,

诸 侯 各 国 的 卿 大 夫 无 视 文

、

武 舞 的 界

限

,

他 们 往 往 喜 欢 武 舞

,

公 然 用 象 征 君 主 地

位 的 乐 队 在 自 己 家 庙 里 演 奏

。

这 种 严 重 的 越

礼 行 为

,

是 孔 子 所 不 容 许 的
、
他 们 这 种 作 法

,

在 孔 子 看 来

,

既 搅 乱 了 乐 舞

,

又 破 坏 了 典 礼

,

从 这 个 角 度 出 发

,

复 礼 就 必 须 正 乐

。

孔 子 认 为

,

正 乐 就 必 须 从 学 乐 做 起

。

他

很 喜 欢 乐 舞

,

自 己 会 唱 歌

、

鼓 琴

、

击 磐

。

为

了 正 乐

,

他 一 生 中 花 了 相 当 的 时 间

,

搜 集 和

整 理 古 乐

,

把 鲁 国 早 已 亡 佚 了 的
《 韶 》乐

,

又 从

齐 国 学 了 回 来

。 “

子 在 齐 闻
《 韶 》

,

三 月 不 知 肉

味

。

日
:

不 图 为 乐 之 至 于 斯 也

。 ”

L韶 乐 是 古

代 的 乐 曲
,

相 传 是 舜 时 的 音 乐

。

孔 子 倾 慕 韶

乐 到 了 神 迷 境 地

,

孜 孜 不 倦 地

、

发 愤 忘 食 地

学 习 它

。

司 马 迁 在 引 用 孔 子 这 句 话 时

,

加 了

“

学 之

”

二 字 @
,

是 很 有 道 理 的

。

为 了 学 乐

,

相 传 孔 子 专 程 由 山 东 到 山 西

去 向 晋 国 的 音 乐 家 师 襄 子 学 鼓 琴

。

他 对 一 曲

《 文 王 操 》很 感 兴 趣
,

反 复 练 习 它

,

师 襄 子 三

次 称 赞 他 弹 得 很 不 错

,

他 仍 然 不 肯 罢 休

,

直

至 练 到 自 觉 演 奏 时

,

仿 佛 有 文 王 出 现 在 自 己

跟 前

,

方 才 满 意

。

L可 见 孔 子 习 乐 不 达 到 心

娜 神 会 的 境 地
,

是 决 不 罢 休 的

。

又 相 传 孔 子

和 鲁 国 乐 师 冕

,

也 有 过 习 乐 的 师 生 关 系

。

乐

师 冕 是 个 替 者

,

一 天 去 见 孔 子

,

孔 子 则 恭 恭

敬 敬 地 掺 扶 着 他

,

彬 彬 有 礼 地 对 待 他

。

师 见

走 后

,

孔 子 的 弟 子 子 张 间 道

: “

先 生 对 冕 说 了

许 多 关 于 礼 乐 的 道 理 吧
?
”

孔 子 回 答 说

: “

这 本

来 就 是 求 师 普 普 通 通 的 道 理 吗
! ” L

孔 子 习 乐
,

除 丧 事 外

,

他 每 日 都 认 真 地

学 习 唱 歌

。 “

子 与 人 歌 而 善

,
必 使 反 之

,

而 后

和 之

。 ”

⑧他 练 歌 同 习 琴 一 样
,

务 必 多 次 反 复

,

熟 则 生 巧
,
务 必 达 到 心 领 神 会

,

运 用 自 如

,

方 肯 休 止

。

孔 子 鉴 于 礼 乐 制 度 被 破 坏

,

雅 乐 为 新 声

所 代 替

,

为 了 正 乐 复 礼

,

因 此 他 竭 力 维 护 雅

乐

,

坚 决 排 斥 新 声

。

存 雅 乐 斥 新 声

春 秋 末 年

,
鲁 室 卑 弱

,
随 着 卿 大 夫 权 力

的 增 大

,

而 执 掌 鲁 国 权 柄 的 三 桓

,

! 旧典而

不顾
,

公 然 把 祭 祀 宗 庙 演 唱 的 乐 歌 -
一《 雍 》
诗

, L用 在 祭 祀 自 己 家 庙 时
,

也 唱 着 它 来 撤

除 祭 品

。 “

三 家 者

,

以 《 雍 》彻 (撤 )
。

子
日

: `

相

维 辟 公

,
天 子 穆 穆

,

奚 取 以 三 家 之 堂
I
’ ”

O

意思是说
, 《 雍 》诗 上 明 明 白 白 地 写 着

,

助 祭

者 是 诸 侯

,

天 子 严 肃 静 穆 地 在 那 里 主 祭

,

你

们 三 家 (指 孟孙 氏
、

叔 孙 氏

、

季 孙 氏 ) 怎么 拿

它来 用在 祭祀 自己祖宗 的堂 上呢 ? 在 孔 子 看

来
,

这 是 莫 大 的 越 礼 行 为

,

必 须 坚 决 予 以 反

对

。

尤 使 孔 子 恼 火 的 是

,

替 国 执 政 大 夫 季 孙

氏 藐 视 礼 的 规 定

,

竟 敢 把 君 主 用 的

“

八 悄

”

舞

队

,
.

也 舞 在 自

己

家 庙

里

。 “

孔 子 谓 季 氏

。

八 愉

舞 于 庭

,

是 可 忍 也

,

孰 不 可 忍 也

。 ”

L这 在 维

护 礼 制 的 孔 子 看 来
,

当 然 会 使 他 急 得 幕 眺 如

雷

、

大 声 疾 呼 地 斥 责 季 孙 氏

。

孔 子 是

“

死 守 善 道

”

的

,

坚 决 维 护 周 公 以

来 的 礼 乐 制 度

。

作 为 象 征 贵 族 特 权 地 位 的 古

代 乐 曲

,

无 疑 他 是 坚 决 捍 卫 的

。

他 认 为

,

凡

是 古 代 保 存 下 来 的 乐 曲 都 是 好 的

,

因 此 听 起

来 就 悦 耳 赏 心

。

如 前 所 述

,

他 对
《 韶 》
、

《 武 》

之 乐
,

自 然 不 用 说 了

,

就 是 对 乡 饮 酒 札 之 乐

,

他 也 是 赞 赏 不 已

。

例 如

,

他 在 鲁 国 听 到 太 师



《 关 唯 》的 乐 章 (卒 章 )
,

满 耳 似 乎 洋 洋 美

盛 的 声 音

,

真 好 极 了 lL 《 关 唯 》 之 乐 是
“

乡

乐

” ,

亦 是 古 代 乐 曲

,

它 可 以 同 《 雍 风 颂 》一 起

在 宫 廷 里 演 奏
,

所 以 孔 子 特 别 赞 赏 它

。

孔 子 维 护 古 代 的 雅 乐

,

排 斥 郑

、

卫 的 民

间 音 乐

,

态 度 十 分 明 朗

。

他 的 弟 子 颜 渊 向 他

请 教 治 理 国 家 的 办 法

,

他 说

: “

行 夏 之 时
(历

法 )
,

乘 殷 之 格 (车子 )
,

服 周 之 冕
(帽子 )

,

乐

贝 鱿 韶 挑 舞
》 (武 )
。 ,

放 郑 声

,

远 按 人
(小人 )
。

翔 亨 浮

,

母 本 珍

(危险 )
。 ”

L他 认 为
,

周 乐 当

取 法 于 《 韶 X}( 武 》之 乐
,

舍 弃 郑 声

。

所 谓
《 韶 》

《 武 》之 乐
, 《 韶 》 (又作招 ) 即古 代舜时 的乐 曲

,

“

言 舜 能 继 绍 尧 之 德

” , “

美 舜 自 以 德 禅 于 尧

”

(刘宝楠 )
。

《 武 》 即 周 武 王 时 的 乐 曲
,

用 来 赞 美

武 王 以 此 定 功 天 下

。

公 元 前 五 四 四 年

,

吴 国

公 子 季 扎 到 鲁 国 访 间

, “

请 观 于 周 乐

” ,

鲁 国

宫 廷 乐 工 为 他 演 奏

,

季 扎 对 此 一 一 评 论

:

当

他 观 看 到 舞
《 大 武 》时

,

则 说

: “

好
啊

,

周
王 室

的 盛 德 竟 达 到 了 如 此 地 步 广 当 他 观 看

一

到 舞

《 韶 没 》时
,

则 说

: “

汤 的 德 行 宽 宏

,

但 仍 有 惭

愧 的 地 方

,

可 见 作 圣 人 的 难 处

。 ”
当 他 观 看 到

舞 《 韶 晌 》时
,

则 说

:

伙 舜
)德 行达 到 了顶点 啊里

伟大 极 了
,

好 象 天 没 有 不 筱 盖 的

,
`

好 象 大 地

没 有 不 承 载 的

,

虽 有 极 盛 的 德 行

,

也 无 以 复

加 的 了

。 ”

季 扎 为 此 赞 赏 不 已

,

叹 为 观 止

。

L

孔 子 也 认 为
, 《 韶 风 武 》并 提 而 不 能 相 论

,

因

为 舜 绍 尧 的 德 业

,

天 下 升 平

,

武 王 伐 封 以 定

天 下

,

武 功 赫 赫

,

但 文 治 的 功 绩 尚 未 呈 现 出

来

。

他 的 弟 子 记 述 孔 子 评 论
《 韶 风 武 》乐 曲 时

说
: “

子 谓
《 韶 》

,

尽 美 矣

,

又 尽 善 也
,
谓 《 武 》

尽 美 矣
,

未 尽 善 也

。 ”

@也略有微词
,

是 说 武

王 在 文 治 方 面 还 赶 不 上 舜 德

,

所 以 孔 子 尤 倾

慕
《 韶 》乐
。

孔 子 倾 慕
《 韶 》乐

,

赞 赏
《 武 》 乐

,

目 的 在

于 恢 复 周 礼

。

凡 是 与 周 礼 不 合 的
乐 曲

,

尤 其

是 那 些 活 泼 清 新

、

内 容 充 实

、

富 有 浓 郁 地 方

色 彩 的 民 间 音 乐

,

都 看 作 搅 乱 雅 乐 的 东 西

。

如 前 所 举

,

孔 子 把 郑 声 斥 为

“

郑 声 淫

” ,

比 作

“
巧 言 乱 德

”

的 小 人

。

甚 至 他 声 恶 痛 绝 地 说

:

“

可 僧 呀

,

紫 色 夺 去 了 红 色 的 光 彩
! 可 恶 呀

,

郑 国 的 乐 曲 搅 乱 了 典 雅 的 乐 曲
! 僧 恶 呀

,

哗

言 少 实 者 倾 覆 国 家 的 郑 声
1
”

@如此等等
。

用

一 句 话 来 概 括 它

,

就 是 要

“

放 郑 声

” 。

反 映 出

孔 子 保 守 守 旧 的 思 想

。

孔 子 不 仅 排 斥 郑 声

,

而 且 对 异 民 族 的 音

乐 也 是 采 取 排 斥 的 态 度

。

例 如

,

鲁 定 公 十 年

(前五 0 0 年 ) 夏天
,

鲁 齐 两 国 君 主 在 夹 谷

(今山东 莱芜 ) 友好 会见
。

身 为 鲁 司 寇 (兼管

礼宾 ) 的孔丘
,

也 作 为 鲁 君 的 随
行 人 员 到 夹 谷

去 执 掌 相 礼

,

引 导 鲁 君 行 礼

。

当 鲁 齐 两 国 君

宝
登 上 三 级 平 台 后

,

齐 国 的 执 事 人 员 急 促 地

跑 到 齐 王 跟 前 说

: “

请 奏 四 方 之 乐

” ,

齐 景 公

允 许 后

,

于 是 剿 悍 的 莱 人 蜂 拥 而 至

,

许

、

施

、

羽

、

拔

、

矛

、

戟

、

剑

、

拨
(皆武 舞乐 器 )

,

林

立 相 错

,

一 击 一 刺

,

舞 容 严 威

。

这 次 莱 人 乐

舞

,

实 际 是 一 次 军 事 表 演

。

这 是 齐 国 事 先 布

置 好 了 的

,

企 图 用 它 来 威 胁 鲁 定 公 当 即 答 应

齐 国 提 出 来 的 要 求

。

此 时

,

孔 子 按 捺 不 住 内

J

合 的 怒 火

,

顾 不 得 正 常 礼 节

,

连 忙 跨 登 而 上

,

挽 起 衣 袖 说

: “

我 们 两 国 国 君
(在 此 ) 友好会

见
,

这 班 夷 狄 之 乐

,

为 何 到 此 来 捣 乱 华 夏 鲁

、

齐 君 主 的 友 好
? 齐 君 您 速 令 乐 队 的 有 司

,

赶

快 加 以 制 止
!
”

自 孔 子 抓 住 了 齐 国 单 方 违 反 了

君 主 会 遇 的 礼 节

,

竟

“

奏 四 方 之 乐

” ,

及 时 识

破 了 齐 景 公 的 盘 打 暗 算

,

取 得 了 第 一 回 合 的

胜 利

。

与 此 同 时

,

孔 子 对 华 夏 以 外 的 异 民 族

的 乐 曲

,

同

“

郑 声

”

一 样

,

一 概 加 以 排 斥

。

正 雅

、

颂 使 得 其 所

如 前 所 述

,

春 秋 末 年

“

礼 崩 乐 坏

” ,

新 声

兴 盛

,

郑

、

卫 的 民 间 音 乐 已 广 泛 流 传

,

甚 至

侵 入 到 了 贵 族 的 上 层 社 会

,

同 正 统 的 宫 廷 雅

乐 一 起 演 奏

。

当 时 鲁 国 保 存 西 周 以 来 的 雅

乐

,

由 于 社 会 的 急 剧 变 化

,

古 乐 亦 多 亡 佚

,

熟 悉 雅 乐 的 鲁 国 音 乐 家

,

也 已 星 散 离 去

。 “

太

师 挚 适 齐

,

亚 饭 干 适 楚

,

三 饭 缭 适 蔡

,

四 饭

缺 适 秦

,

鼓 方 叔 入 于 河

,

播 羲 武 入 于 汉

,

少

师 阳 击 磐 襄 入 于 海

。 ”

⑧所 以 造 成 古 乐 亡 佚 不

传
。

另 外

,

鲁 国 执 政 卿 大 夫 无 视 礼 的 规 定

,

往 往 越 次 演 奏 乐 舞

,

造 成
《 诗 经 》 中
“

雅 烦 相



”

的 严 重 现 象

。

因 此

,

孔 子 正 乐 首 先 必 须

从 宫 廷 雅 乐 正 起

,

对
《 雅 》
、

《 颂 》进 行
“

乐 正

” 。

前 面 说 过

,

孔 子 对 乐 舞 遗 产 长 时 间 地 进 行 搜

集

、

整 理

、

学 习

,

曾 用 卫 乐 校 正 过 鲁 乐

。

六

十 九 岁 的 孔 子

,

从 卫 国 返 回 鲁 国

,

开 始 对

衣
雅 X)( 颂 》进 行 系 统 的
“

乐 正

” 。

孔 子 说

; “

吾 自

卫 返 鲁

,

然 后

`

乐 正

, , 《 雅 风 颂 》 各 得 其 所
。 ”

⑥

毋 容 否 认
, 《 诗 经 》经 过 孔 子
“

乐 正

”

后

,

再 也

不 会 出 现 篇 第 杂 乱

、

《 雅 》 《 颂 》 相 错 了
,

而

是 各 得 其 所

。

例 如

, 《 小 雅
·

鹿 鸣
》 “
奏 于 乡

饮 酒 礼

,
.

则 乡 饮 酒 礼 其 所 也

。

《 清 庙 》 祀 文

王
,

则 祀 其 所

。 ”

(毛奇 龄语 ) 正如 司 马 迁 所

说
: “ 《 诗 》 三 百 五 篇

,

孔 子 皆 弦 歌 之

,

以 求

合
《 韶 》
、

《 武 》
、 《 雅 》
、

《 颂 》 之 音
。 ”

L正 因 如

此
, 《 诗 经 》 得 以 流 传 迄 今

,

是 与 孔 子 正 乐 分

不 开 的

。

这 是 孔 子 保 护

、

整 理 古 代 文 化 遗 产

,

有 着 不 可 磨 灭 的 功 绩

。

然 而 历 来 研 究 者

,

在

“

乐 正

”

这 两 个 字 的

理 解 上

,

却 不 一 致

。

迄 今 还 有 人 认 为

“

孔 子

正 乐 亦 即 正 诗

”

(即删诗 )
,

或 者 说

“

正 乐 就 意

味 着 正 诗

” ,

等 等

,

都 是 出 于 推 测 而 缺 乏 事

实 依 据 的 说 法

。

我 们 知 道

,

诗 有

“

义 教

”

与

“

声

教

”

的 区 别

, “

声 教

”

就 是 乐 谱

。

乐 有 乐 的
《 雅 》

《 颂 》
,

诗 有 诗 的
《 雅 况 颂 》
。

孔 子

“

乐 正

”
正 其

诗 章

。

据
《 汉 书
·

礼 乐 志
》记 载

:

周 衰 王 官 失

业

, 《 雅 》 《 颂 》相 错
,

孔 子 论 而 定 之

。

所 谓

“

论 而 定 之
” ,

是 说

“

正 乐

” ,

正 其 乐 章

,

正 其

《雅 冰 颂 》 之 入 乐 谱
。

因 此

,

孔 子 是 否 删 诗

,

有 待 进 一 步 探 讨

,

这 里 就 不 赞 述 了

。

西 周 以 来 的

“

礼 乐 文 化

” ,

相 传
《 诗 》
、

《 书 》
、

-

《 易 》
、

《 礼 》
、

《 春 秋 》 等
,

都 是 经 过 他 整 理 而

流 传 至 今

,

为 我 国 古 代 文 明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

就 孔 子 与 乐 舞 的 关 系 来 说

,

为 了 保 存 夏

、

殷

、

周 三 代 流 传 下 来 的 古 乐 遗 产

,

他 亲 自 整

理

,

付 出 了 许 多 代 价

。

正 因 如 此

,

我 国 古 代

第 一 部 乐 歌 总 集
一 -

- 《 诗 经 》
,

才 得 以 播 布

、

流 传 迄 今

。

孔 子 毕 竟 是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文 化 人

,

他 的

阶 级 性 和 时 代 局 限 性 都 是 明 显 的

。

他 从 复 礼

从 周 出 发

,

维 护 雅 乐

,

竭 力 排 斥 新 兴 的 民 间

音 乐

,

斥 郑

、

卫 之 声 为

“

淫 声

” ,

视 异 民 族 的

音 乐 为

“

夷 狄 之 乐

” ,

一 概 加 以 痛 斥

。

后 人 谓

郑

、

卫 之 音

,

是

“

乱 世 之 音

” , “

亡 国 之 音

” , ,

都 是 本 自 孔 子 的 说 法 而 来 的

,

影 响 甚 坏

。

同

时 也 反 映 出 孔 子 保 守 守 旧 的 思 想 和 狭 溢 的 民

族 意 识

。

尽 管 如 此

,

他
也

不 愧 为 我 国 古 代 文

化 遗 产 的 继 承 者 和 发 扬 者

。 、

今 天

,

我 们 总 结

、

整 理 古 代 典 籍

,

也 是 有 着 积 极 意 义 的

。

毛 泽 东 同 志 指 出

: “

今 天 的 中 国 是 历 史 的

中 国 的 一 个 发 展
,
我 们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历 史

主 义 者
,

我 们 不 应 当 割 断 历 史

。

从 孔 夫 子 到

孙 中 山

,

我 们 应 当 给 以 总 结

,

承 继 这 一 份 珍

贵 的 遗 产

。 ”

@今天
,

我 们 整 理 古 籍

,

总 结 文

化 遗 产

,

都 是 本 着 这 种 态 度 为 其 出 发 点 的

。

孔 子 不 仅 是 我 国 古 代 』位伟 大 的 教 育

家 , 而 且 是 一 位 古 代 文 化 的 巨 人

。

他 承 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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