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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权威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一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我们今天称
之为权威的东西)都发生了动摇,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在一定意
义上虽然为各种思想、观点的孕育勃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也对社会的正常运转
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虽然在孔子的《论语》中找不到“权威”这一概念,但当时的孔子显然已经意识到,使
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的缺失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治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
语·季氏》,以下只注篇名)于是孔子面对“天崩地裂”、“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针对
当时存在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郑重地告诫人们应“畏天命,畏
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畏天命”,主要是对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等律令权威的敬畏;“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则是对社会权威意志(包括体现权威意志的制度、法令、法规)和历史的敬畏。 

二、对自然律权威的尊重 

    尊重自然界，而不是去违抗它,从而为人的自由意志划界,人类才不至于在“天命”面
前肆虐妄为,轻举妄动。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诚然,孔子并不反对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料。但
孔子主张,人类要想与自然界长久地和睦相处、圆融无碍,就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人与自然
万物的关系。孔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孔子主张钓鱼但不能用绳纲捕
鱼;射鸟但不能射巢中栖息之鸟,就是对自然律令权威的敬服。 
    必须指出,“畏天命”的孔子,并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孔子由“畏
天命”而去“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畏”与“知”的
贯通,是其主体生命对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天道的印证、契合,也是其“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的主体意识在其生命深层的勃发、流动。孔子从未因“畏天命”而将自己引向对
“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更多的反倒是在对“天命”的审视、考问的过程中,在对
天的生生之德相印证的人的心性之仁的不断提升中,锻铸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铮铮铁
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凭藉有限的生命是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的,于是乎,在对天
命有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主张对天命持敬畏的态度无疑是明智的。孔子看来,“畏
天命”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智抉择。孔子如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阳货》)在此,“天”主要被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必然性。孔子认为,要
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必须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遵循异己的客
观必然性。 

三、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孔子那里,“天命”不仅意味着自然律令,而且也代表社会律令——一种客观的社会
必然性:“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将之废也与,命也。”(《宪问》)孔子认为,社会制度能否
建立,社会的权威意志能否贯彻执行、能否取得应有的效果,取决于拥有社会权威意志的人
对社会律令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在孔子看来,“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由于尧
效法“天命”(社会规律)创设了一套社会制度,所以尧在治理国家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套



制度(权威意志的制度化)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所“损益”,但不能废
除。这与恩格斯所说的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权威的存在都将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会
“消失”,而“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等思想息息相通。 
    面对当时社会的急剧动荡,孔子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对权威意志的需要。于是孔子在主
张“畏天命”的同时,亦主张“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亦如恩格斯所说的树立“起支配作
用的意志”的权威。为了保证社会权威意志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孔子还提出了“正名”
的主张,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既是对权威意志(包
括体现权威意志的制度、法令和法规)的敬畏,亦是对历史的敬畏。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
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家对历史是负有双重责任的:既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又负
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些能够进入史书的人,亦即拥有权威意志的
人对“春秋笔法”的敬畏,从而去检点自己的言行,束缚自己的狂妄,校正自己的不端,以减
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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