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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829.htm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里对孔子和孟子作了一番比

较，说他们两位最为明显的差异是《论语》里的孔子有一种

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像孟子那样事事紧张。这当然只是一种

两圣相权的说法。在我看来，孟子虽然经常拉长了脸，跟人

讲道理，有时抬起杠来甚至不给对手留馀地，但是，他老人

家也很能表现出某种从容达观的心态。例如，对于人在官场

上的进退去留，他便提出了一种既严肃又轻松的见解。 当然

，作为亚圣，他不免要先对领导人的道德品质定下标准：“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不过

，孟子时代大约跟后来的一些时代一样，居高位者多不仁，

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一旦上司尤其是君主不仁，下属

该如何是好？有一天，齐宣王问孟子公卿应如何对待君主，

孟子把贵戚之卿（与王室同宗者）与异姓之卿分别开来，说

前者如果发现君主有重大错误，经反复劝说仍不听从，便应

当废掉他，改立他人。异姓之卿似乎没有这样的“政变”义

务，他完全可以采取不合作主义：“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

不听，则去。”还有一次，孟子曾就一位前“县长”和现任

“法院院长”因未能尽其言于君主而辞职一事向弟子袒露心

迹：“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 好一个绰绰然有馀裕！此情此景，哪里还有一丝紧张，

简直是逍遥自在，妙不可言。遗憾的是，这样的轻松态度对



后人殊少影响。征之于中国的历史，进退之间的冲突实在可

以说是我们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人生最大难题。《易传》曰：

“小人知进不知退”。就算君子，仕途成功作为人生价值实

现的唯一途径也使得他们失去了绰绰然有馀裕的轻松感。况

且不少人压根儿就不适合仕途生活。一个不宜出仕的人硬要

玩弄权柄，动机虽然很好，效果却往往很糟。更有一班怀抱

各种动机者围绕身旁，花言巧语，吹拍迎奉，于是乎便昏昏

然起来，自以为经天纬地之才备于一身，愈发认定此官职非

我莫属，乃至此官职太屈我才。“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时

眼底无物”。事若至此，欲令其退，便真是撼山易而撼官座

难了，还谈什么进退有馀裕？ 最可警者，当权者所听到的“

誉”发自真诚者少，别有用心者多。对此，司马迁就颇多感

触：“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

夫！” 写于1993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