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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宗教伦理思想的三种纬度及旨归探析

徐摇 瑾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摇 要] 摇 孔子的宗教伦理思想主要分为三种纬度,首先是肯定鬼神(包括逝去的先祖)的存在,孔子明确肯定鬼神的存

在而不是加以否定;其次是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强调了一种不迷信鬼神而相信自身努力的积极入世态度;最后认为天命高

于一切,不知天命不足以为君子。 其宗教伦理思想的旨归是化宗教为道德,不论对于鬼神还是天命,孔子都认为道德是其根

本属性,去除宗教的迷信成分,主张以道德宗教的思想教化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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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丘(公元前 551—公

元前 479)在传统中国有着巨大影响,有“至圣先

师冶、“文宣皇帝冶之称。 在以“仁冶为核心的孔子思

想体系中,其宗教伦理思想是颇有特色的:孔子一方

面肯定了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主张化宗教为道德以教化百姓。

一摇 肯定鬼神的存在

鬼神是否存在? 这是研究孔子宗教伦理思想面

临的首要问题。 在先秦原始崇拜时期,彻底的无神

论是非常罕见的,上至国君下至民众,对鬼神、先祖

的祭拜都非常重视,孔子也不例外。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冶 [1]6(《论语

·学而》)
孟懿子问孝。 子曰:“无违。冶 樊迟御,子告之

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冶樊迟曰:“何谓

也?冶子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

礼。冶 [1]13(《论语·为政》)
子之所慎:齐,战,疾[1]69。 (《论语·述而》)
孔子的学生曾子说:“谨慎地以礼对待父母的

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

实了。冶如果孔子是彻底无神论的话,他的学生很难

强调“慎终追远冶,可以说,孔子对先祖的祭祀是非

常重视的,所谓孝道就是生、死皆“事之以礼冶。 孟

懿子向孔子问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冶不

久,樊迟替孔子驾车,孔子便告诉他说:“孟孙向我

问孝道,我答复说,不要违背礼节。冶樊迟道:“这是

什么意思?冶孔子道:“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

他们;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冶因
此,孔子所小心慎重的事有三样:“斋戒,战争,疾
病。冶这里的齐同“斋冶,古代于祭祀之前一定先要做

一番身心的整洁工作,这便叫做“斋冶或者“斋戒冶。
孔子甚至 “齐,必有明衣,布。 齐必变食,居必迁

坐。冶 [1]101(《论语·乡党》)这些都说明了孔子对当

时流行的祭祀之礼的极端重视,并且希望通过对先

祖、鬼神、上天的祭祀来教化民众,使民风醇厚。
如果以上还不能证明孔子肯定鬼神的存在的

话,那么下面两段话则明显表示孔子对鬼神存在的

肯定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见义不为,无勇

也。冶 [1]22(《论语·为政》)
子谓仲弓,曰:“犂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

川其舍诸?冶 [1]57(《论语·雍也》)
孔子说:“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

他,这是献媚。 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

观,这是怯懦。冶孔子曾经对冉雍说:“耕牛的儿子长

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虽然不想用它作牺牲来祭

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冶前一句话显然是说

明(狭义的)“鬼冶的存在,后一句显然是说明(狭义



的)“神冶的存在(本文中鬼神连用,是广义上的,包
括逝去的先祖)。 如果鬼神不存在,就根本不会有

“非其鬼而祭之冶及“山川其舍诸冶的说法,所以在孔

子这里,孔子不仅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反而非常明

确地肯定了鬼神的存在,并非常强调对鬼神的祭祀。
在《论语》中有不少内容都讲读祭祀之礼,如“祭于

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

不语,寝不言。 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冶 [1]104

(《论语·乡党》)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1]105。 (《论语·乡

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与祭,如不

祭。冶 [1]27(《论语·八佾》)
这两句表达的是什么呢? 第一句表示的是孔子

对我们现在看起来貌似迷信的“傩冶的态度。 傩本

身是一种类似巫术的驱赶疫鬼的古代仪式,孔子遇

到这种仪式举行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庄重,穿着朝服

站在东边的台阶上(主人所立之地)以表示敬意。
孔子自己参与祭祀先祖的时候,态度也非常恭敬,就
好像先祖真在那里一样;祭神的时候,就好像神真在

那里一样,孔子自己这样说:“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

祭祀,是不请别人代理的。冶
由上可知,孔子不仅对于鬼神肯定其存在,而且

非常重视对鬼神的祭祀。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孔子

和当时的普通大众一样都是对鬼神的迷信崇拜呢?
所谓对鬼神的迷信崇拜,就是将自身的命运完全付

诸于鬼神,而不是付诸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或者

说,即使孔子自己不那么迷信,他这种对鬼神的敬重

是不是也会导致民众陷入到对鬼神的迷信之中呢?

二摇 敬鬼神而远之

樊迟问知。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可谓知矣。冶 问仁。 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

矣。冶 [1]61(《论语·雍也》)
樊迟问怎么样才算有智慧。 孔子说:“把心力

专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义爷上,严肃地对待鬼神但

并不打算接近他,这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冶又问怎么

样才叫做有仁德。 孔子道:“仁德的人付出一定的

努力,然后收获果实,这可以说是仁德了。冶在这里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孔子强调鬼神的存在及祭祀

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贬低人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并没有宣扬一种对鬼神的盲目崇拜,反而更加强调

的是自身的努力。 当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冶和“仁
德冶时,孔子强调的是“务民之义,先难而后获冶,对
于鬼神要“敬而远之冶,否则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鬼神

那里(而放弃自身努力),那只能导致迷信和愚痴。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冶

曰:“敢问死。冶曰:“未知生,焉知死?冶 [1]113(《论语·
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1]72。 (《论语·述而》)
子路问服事鬼神的方法。 孔子说:“活人还不

能服事,怎么能去服事死人?冶子路又请问“死冶的道

理,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

得死?冶这段话的理解并非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
而是优先级的关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冶并不等

于“只能事人,不能事鬼冶,“未知生,焉知死冶并不等

于“只能知生,不能知死冶;而是“事人冶优先于“事
鬼冶,“知生冶优先于“知死冶。 这便是孔子对待鬼神

崇拜的典型态度,孔子一方面强调对鬼神的敬重,但
是更加强调的是积极入世的务实态度,强调不将前

途寄托在鬼神及虚幻的“死后冶而牢牢把握现世与

当下的态度。 所以孔子才说他自己是不谈论那些怪

异的事(以免误导民众谈奇说怪陷入好奇和迷信),
也不谈论勇力之事(以免误导民众不关注道德只关

注暴力)、悖乱之事(以免民众陷入思想混乱失去淳

朴的本性) 以及鬼神之事 (以免心外求法走入歧

途)。
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冶子路对曰:

“有之;掖诔业曰:‘祷尔于上下神祇。爷冶子曰:“丘之

祷久矣。冶 [1]76(《论语·述而》)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

矣夫! 斯 人 也 而 有 斯 疾 也! 斯 人 也 而 有 斯 疾

也!冶 [1]58(《论语·雍也》)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 孔子道:“有这回事

吗?冶子路答道:“有的;掖诔文业说过:‘替你向天神地

祇祈祷。爷冶孔子道:“我早就祈祷过了。冶这句话说明

了什么意思呢? 孔子病重,弟子为之向鬼神祈祷,孔
子却说我早就祈祷过了(但是依旧病重)。 孔子祈

祷鬼神表达的是对鬼神的敬重,但是“死生有命冶,
孔子并不将一切寄托在鬼神这里,而是相信 “天

命冶。 所以当冉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问他时,从窗

户里握着他的手惋惜地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呀,
这样的好人竟有这样的病! 这样的好人竟有这样的

病啊!冶
由上可知,当孔子强调鬼神的存在及祭祀重要

性时,并不意味着孔子主张对鬼神的迷信式崇拜,恰
恰相反,孔子更加强调的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鬼

神之类难以明白、证明其有效性(即祈祷之后是否

立刻带来福祉)的事务时采取“敬而远之冶的理性态

度,并且用一种更加抽象的理念式的“天命冶信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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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鬼神信仰。

三摇 天命高于一切

王孙贾问曰: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

也?冶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冶 [1]27 (《论

语·八佾》)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

言。冶 [1]177(《论语·季氏》)
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巴结房屋里西南角的

神,宁可巴结灶君司命爷,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冶孔
子道:“不是这样。 若是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用。冶
这一句话直接说明了孔子的主张,虽然敬重鬼神也

是重要的,但是天命高于一切,如果“获罪于天冶,那
么向任何鬼神祈祷都没有用处。 所以孔子又说:
“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

圣人的言语。 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畏惧;轻视大

人,轻侮圣人的言语。冶在这里孔子将“天命冶放在第

一位,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在于君子对天命、大
人、圣人之言的敬畏及遵从,小人则反之。

孔子强调天命高于一切,那么天命究竟是什么

呢? 孔子并没有详细说明,但在孔子看来,显然天命

的属性是道德的。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冶 [1]72 (《论

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

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冶 [1]88(《论语·子罕》)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

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冶子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

寮其如命何!冶 [1]157(《论语·宪问》)
这三段话都是孔子遭遇厄难或毁谤时所表现出

来的“顺天承命冶的无畏精神。 当宋国司马桓魋追

杀孔子时,孔子及弟子避开,桓魋离去之后,孔子的

弟子劝说孔子赶快逃走,孔子回答说:“上天将道德

传承到我的身上,那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冶这句话

显然表达的是孔子“代天传道(德)冶的思想,因为在

春秋末期,孔子是当时社会上(可能是)唯一精通周

礼及古代道德规范的人,上天既然选中了孔子去广

行礼义仁道,那些凡夫俗子(如桓魋之类)又能把孔

子怎么样呢?
还有一次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匡地。

匡地的人们曾经受过阳货的迫害,而孔子长得很像

阳货,于是就把孔子一行人围困起来。 弟子们都很

担心,但是孔子却平静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古
代的礼仪道德不都在我这里被继承了吗? 上天如果

要消灭这些宝贵的礼仪道德,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

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人又能把

我怎么样呢?冶这同样是孔子相信天命的说法(后来

孔子抚琴,与匡人消除误会,这是后话了)。
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 子服景伯告诉孔子,

并且说:“季氏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可
是我的力量还能把公伯寮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冶孔

子说:“我(替天传道)的主张将实现吗? 这听之于

命运。 我(替天传道)的主张将被废弃吗? 这也听

之于命运。 公伯寮又能把天命怎么样呢!冶显然,在
孔子看来,天命是最高的,无论是恒魋、匡人还是公

伯寮,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丝毫不能影响上天。 纵观

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孔子都以传播周礼(及其中

蕴含的道德法则)为己任,并将其认为是天命之所

在,当然有时候他也感叹:推行礼义道德之艰难,不
被人理解,自己的这种抱负恐怕唯有上天才理解吧!

子曰:“莫我知也夫!冶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

也?冶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

其天乎!冶 [1]156(《论语·宪问》)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病间,曰:“久矣哉,

由之行诈也! 无臣而为有臣。 吾谁欺? 欺天乎! 且

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 且

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冶 [1]90《论语·子罕》
孔子叹息说:“没有人理解我啊!冶自贡问:“为

什么没有人理解您呢?冶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这

样说:“不埋怨天,不责备人,通过学习平常的事理,
逐渐达到对至高道理的领悟。 理解我的,只是天

啊!冶世人不理解孔子的原因,就在于孔子通过宣传

仁道以教导大众趋向道德,但是孔子自己也叹息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冶 [1]93(《论语·子罕》)孔
子一生坎坷,仅在五十多岁时在鲁国执政三年,大
治,但很快因为“隳三都冶得罪了三家大夫,受排挤

离开鲁国。 在大部分时间里孔子都是四处传道而未

达,面对这种局面,所以孔子才感叹地说“知我者,
天也冶。

对上天(在孔子这里,“天冶、“命冶或分用或连

用,其意思基本一样,并没有明确而细微的区分)的
敬畏还反映在孔子即使病了也要严格遵循礼义。 有

一次,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孔子的门徒去作治丧的

家臣,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

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我明明没有家臣,却
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 难道欺骗上天吗!
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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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 而且即使我不能

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死后被丢在路边没人

管吗?冶其实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夫僭越礼节的事

情很多,所以子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之心才指派弟

子作治丧的家臣,但即使是这样,孔子也是不同意

的,“吾谁欺? 欺天乎!冶可以说,在孔子的主张中,
要想成为君子,不仅要明白道德礼义,而且应当知道

天命。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

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冶 [1]211(《论语·尧曰》)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冶子夏曰: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无兄弟也?冶 [1]125(《论语·颜渊》)
孔子说:“不懂得命运,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

得礼,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不懂得分辨人家的言语,
就不能了解人。冶在这句话里,孔子已经将“知天命冶
作为成为君子的重要条件了,但是如何知道天命呢?
孔子并没有清楚明白地说出,也许这是孔子所说的

一种理想境界。 孔子的学生子夏曾经有一句话“死
生有命,富贵在天冶,这可能表明了对天命应有的态

度。 司马牛曾经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好兄弟,单单

我没有。冶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听之命运,富贵

由天安排。 君子只是对待事务严肃认真,不出差错,
对待别人辞色恭谨,合乎礼节,天下之大,到处都是

好兄弟———君子又何必着急没有好兄弟呢?冶虽然

我们不能肯定子夏这句话是不是听孔子说的,但这

句话的意思和孔子所提倡的行仁道、乐天知命的思

想是一致的。
由上可知,在孔子的宗教伦理思想里,天命是最

高的,知道天命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而且在孔子看

来,天命的属性无疑是道德的。 什么是道德呢? 就

是孔子所说的周礼及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仁道),
所以孔子才自认为是上天选中了他以传播仁道。 而

这其实就蕴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宗教与道

德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

四摇 化宗教为道德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冶 [1]12(《论语·为政》)
这句话表明了孔子的典型德治思想。 孔子说:

“用政治手段来治理民众,用刑罚来整顿民众,民众

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治理

民众,用礼教来教化民众,民众就会不但有廉耻之

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冶强制的手段只能使民众表

面顺从,而要想天下大治,就必须使民众心悦诚服。
所以孔子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

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冶 [1]162 (《论语·卫灵公》)
正是因为舜本身就具有圣人的德性,又居于天子的

地位,德治天下,所以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 而孔

子对于鬼神崇拜也是这个观点,就是一切手段都要

为道德(德治)服务。
季氏旅于泰山。 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冶

对曰:“不能。冶 子曰: “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

乎?冶 [1]25(《论语·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厌之! 天厌之!冶 [1]64(《论语·雍也》)
第一段表明了孔子认为鬼神是“知礼冶的:季氏

要去祭祀泰山(这显然僭越了礼节,因为只有天子、
诸侯才可以祭祀泰山)。 孔子问冉有:“你不能阻止

吗?冶冉有回答说:“不能。冶孔子说:“哎呀! 你们难

道认为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知礼吗?冶林放曾经问

礼之本,“子曰:大哉问!冶 [1]24(《论语·八佾》)林放

作为一个凡夫俗子,也知道“礼冶的重要性,而泰山

之神作为神灵,怎么可能不明白“礼冶的重要性呢?
由此可以推断,孔子认为鬼神之所以为鬼神,一定是

在道德上高于普通人的,反映在礼仪中,就是“知
礼冶。

第二段则强调了“上天冶的道德性。 孔子去和

南子相见,子路不高兴。 孔子发誓道:“我假若做得

不对的话,让上天厌弃我罢! 让上天厌弃我罢!冶南
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把持着当时卫国的朝政,但是名

声不好。 孔子为了传道,也和南子见了面;子路只比

孔子小九岁,为人伉直鲁莽,认为孔子不该去见南

子,因而不高兴。 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了不道德的

事情,让上天来厌弃我吧———这其实暗含的前提是

“上天冶是“礼仪道德之天冶,上天选中(护佑)一个

人或厌弃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礼仪道德,如果孔子做

事符合道德,上天当然就不会厌弃他。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

得见也。冶 从者见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冶 [1]33 (《论

语·八佾》)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踰矩。冶 [1]12(《论语·为政》)
孔子“天之木铎冶的美称就是出自这里。 仪这

个地方的边防官请求孔子接见他,说道:“所有到了

这个地方的有道德学问的人,我没有不和他见面

的。冶见了孔子之后他出来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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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些人为什么着急没有官位呢? 天下无道的日子

也长久了,上天要把他老人家当做教化人民的导师

哩。冶古代有两种铎,“金铎冶用于军事战争,“木铎冶
用于发布政令,“天之木铎冶意思就是替天传道。 正

因为如此,所以孔子一生以传播礼仪道德为己任,即
便是自己最喜爱的学生颜渊去世安葬时,他也主张

不能僭越礼仪。 “颜渊死。 子曰:‘噫! 天丧予! 天

丧予!爷冶 [1]112(《论语·先进》)颜渊是孔子最心爱的

弟子,去世后孔子非常悲伤,叹息“天丧予冶。 但即

便如此,“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爷门
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

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爷冶 [1]113 (《论语·先进》)
孔子并非不愿意为颜渊办一场隆厚的葬礼,但颜渊

非大夫,不可以僭越礼节厚葬,孔子劝阻不得,才叹

息说:“僭越礼仪为你办丧事这件事不是我的主意

啊,是你的同学要这样办的。冶可以说,孔子代天传

道,而礼义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天命的象征,所以即使

是自己最亲近的弟子也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不

遵从礼仪。
“知天命冶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说:“我十五

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知礼而懂得为人处世;四十

岁,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顺天应命;
到了七十岁,心中所起的任何念头都能自然合乎道

义而不僭越规矩了。冶这是孔子一生的自我总结(孔
子 72 岁去世),知天命、践行天命,最后达到彻底自

由的至善境界。 在这段话里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

提到鬼神,也没有提到人死之后会如何,因为在孔子

看来,天命就是最高的了。 为什么孔子在这里没有

提到鬼神呢? 基于孔子的整个宗教伦理思想来考

虑,其原因一是天命已经是最高的范畴了,二是消除

鬼神崇拜可能导致的宗教迷信,而这两个原因本身

也是相辅相成的。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鬼神崇拜往

往和宗教迷信纠缠在一起;所谓迷信,从哲学的角度

来说,就是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外(鬼神等)而不是

内(内心),从而导致人们失去理性(道德)及积极入

世的态度。 鬼神崇拜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面对这

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孔子一方面并不否认鬼神

(以顺应大众的习惯),另一方面力图凸显鬼神所具

有的道德属性,力图将鬼神崇拜包括的迷信色彩去

除。 因为即便是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鬼神崇拜,只
要能够促进人们践行道德,那么也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毕竟鬼神崇拜带有迷信成分,所以孔子最终用

“天命冶这个最高的、理念式的信仰对象来取代对鬼

神信仰。 在我们看来,强调“天命冶显然比鬼神崇拜

更为合理,更能够消除宗教迷信,因为孔子所说的天

命就是道德礼仪的最高主体,孔子只不过是“代天

行道冶而已;天命同时也是善恶的最高裁判官,背弃

道德的人就会被其“厌弃冶;天命还是最高的道德境

界,是类似“道冶一样的“至善冶境界,不知命无以为

君子。 所以说,作为抽象的理念范畴的“天命冶所蕴

含的道德思想有助于消除鬼神崇拜所难以避免的宗

教迷信,有助于人们(尤其是希圣希贤的知识分子)
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综上所述,在先秦原始崇拜、迷信思想盛行的时

期,孔子能够强调天命及鬼神的道德属性(以消除

迷信色彩),强调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强调每个人

应有的君子人格理想,这确实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
时至如今,其宗教伦理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 摇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2] 摇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摇 朱 熹. 四 书 章句 集 注 [M] . 北 京:中 华 书局 出 版

社,1983.

On Three Levels and End of Religious Ethics of Confucius

XU Ji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摇 There are three levels about religious ethic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irstly, Confucius thinks that ghosts and
gods do exist. Secondly, confucius thinks that people should keep ghosts and gods at a distance, work hardly, and believe themselves.
Thirdly, Confucius think that destin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and people should obey to it. Finally. Confucius advocates using
moral religion to educate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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