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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西郊石景山区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墓表与石阙是一件重要的古代文物。石阙

上刻有长篇铭文，记述秦仙父母双亡，他内心悲痛，建墓立祀，以为纪念。铭文反映了汉代流

行的儒家孝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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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石景山区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

君墓表与石阙是我国汉代墓上建筑的重要遗

迹，石阙刻有长篇铭文，全文如下：

鸟还哺母，维乌维乌，尚怀反报，何况于人，

号治四灵。君臣父子，顺孙弟弟。二亲薨没，孤悲

恻怛。呜号正月，旦夕思慕冱心，长网五内。力求

天命，年寿非永，百身莫赎。欲厚显相，尚无余日。

呜呼，匪爱力财，迫于制度。盖欲章明孔子葬母四

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圣，岁少以降昭皆永，为德

俭人，且"／SA．于礼。秦仙爰敢宣情，征之斯石，示

有表仪，孝弟之志，通于神明，子孙奉祠，欣肃慎

焉。

铭文内容是研究汉代思想与丧葬制度的宝

贵资料，现就其中与儒家学说有关的问题略作

考述．列叙于下。

一、“乌还哺母”与孝德

汉代流行乌为孝鸟的传说。江苏省连云港

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现西汉成帝时期的墓

葬，曾出土抄写于竹简上的《神乌赋》，文云：

螺飞之类，乌最可贵，其性好仁，反馈于亲，

行义淑茂。颇得人道。

文中将孝与仁相联。《论语．学而》云：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

程子日：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

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

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

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日：

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日：非

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

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

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日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人道以亲亲为大，故孝弟为仁之本，《礼记·

大学》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

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周易·

序卦》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

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

南纸姥，

铭刻云：“维乌维乌，尚怀反报，何况于人，

号治四灵。”儒家思想以人为本，认为宇宙万物

中人最可贵。《说文解字》卷八云：“人，天地之性

最贵者也。”《说文解字》卷十云：“大，天大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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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大．故大象人正面之形。”人是天地中和的

产物，《左传．成公十三年》云：“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谓命也。”《礼记·中庸》云：“天命之谓性。”

又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管子·五行》云：“人道以六治。”《国语·周

语》云：“夫六，中之色也。”韦昭注：“六者，天地

之中。”中为正位，居中者治四方。《周易·坤·文

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

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立中以正四

方，故日“号治四灵。”《礼记·礼运》云：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

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猜。麟以为畜，

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四灵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

方玄武。《礼记·礼运》又云：“故人者，其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铭刻云：“君臣父子、顺孙弟弟。”《论语·颜

渊》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礼记·郊特性》云：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

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

道也。

《孝经》第十二(广要道)云：

子日：教民爱亲，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

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说文》云：“顺，理也。”《释名·释言语》云：

“顺，循也，循其理也。”《诗经·皇矣》云：“克顺克

比。”毛传：“慈和循服日顺。”顺、逆相对，《周礼·

师氏》云：“以三德教国子。三日孝德，以知逆

恶。”郑玄注：“孝德，尊祖爱亲守其所以生者也。

孔子日：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

德有广于孝而行莫尊焉。”

二、孝德与上德

铭刻云：“盖欲章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

德。’’今按：“上德”见于《老子》第三十八章：“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河

上公注：“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

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

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孝经》第九

(圣治)云：

曾子日：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乎孝乎?子日：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为至德，至高无上之德。《孝经》第一章

(开宗明义)云：“先王有至德要道。”郑玄注：“夫

孝，德之至，道之要也。”至德同于大德，《周易·

系辞上》云：“天地之大德日生。”生、性古同。孝

德当源于人的本性，《孝经》第七(三才)云：

曾子日：甚哉，孝之大也。子日：夫孝，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则

天之明，因地之制，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

成，其政不严而治。

《管子·七法》云：“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

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

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诗经·悉民》云：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章、明同义。《白虎通·礼乐》云：“尧日大章，

大明天地人之道也。”《礼记·大学》云：“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又云：“《康诰》日：克明德。《大

甲》日：顾浞天之明命。《帝典》日：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周易·晋·象》云：“明出地上，晋，君子

以自昭明德。”昭、明同义。《孝经》第一(开宗明

义)云：

子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明德是立身之本。《礼记·中庸》云：“自诚

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

矣。”《春秋繁露·仁义法》云：“自责以备谓之

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云：“视日明，明者，

知贤不肖者，分明黑白也。”

铭刻云：“为德俭人，且记人于礼。”是“明

德”的具体措施。《老子》第三十八章云：“上德无

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

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德、俭、人皆属伦理

范畴。请申论之：

(一)德，其本字从直从心。《说文解字》卷十

云：“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德有内外，内

为本，外为末。《礼记·乡饮酒义》云：“德也者，得

于身也。”《鹛冠子·环流》云：“所谓德者，能得人

者也。”凡德必及义，《释名·释言语》云：“德，得

也，得事宜也。”义与宜同。《贾子·道术》云：“施

行得理谓之德。”《庄子·德充符》云：“事得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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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得以和谓之德也。”古有“三德”之说，《周礼·

师氏》云：“以三德教国子，一日至德，以为道本。

二日敏德．以为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恶。”

(--)俭，《左传·庄公廿四年》云：“俭，德之共

也。”《贾子·道术》云：“广较自敛谓之俭。”《说

文》云：“俭，约也。”《颜氏家训·治家》云：“俭者，

省约为礼之谓也。”俭亦指谦德，《苟子·非十二

子》云：“俭然。”杨惊注：“俭然，自卑谦之貌。”俭

如道家守柔之道，《老子》第八章云：“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

诸葛亮《诫子书》云：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

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

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俭则静，心绪平和，不受物欲的干扰。《礼

记·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三)人，指人道。《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无理，是以

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则。立人

之道，日仁与义。

《释名·释形体》云：“人，仁也。仁，生物也。”

《论语·颜渊》云：“与人恭而有礼。”皇侃疏：“人

犹仁也。”《贾子·道术》云：“心兼爱人，谓之仁。”

《白虎通·情性》云：“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

人当存仁爱之心。《孟子·离娄上》云：“仁，

人之安宅也。”《苟子·议兵》云：“仁者爱人。”《春

秋繁露．仁义法》云：“爱在人谓之仁。”(；--y子．天

地》云：“爱人利物谓之仁。”《国语·周语》云：“情

爱于人为仁。”

《逸周书·武顺》云：“人道日礼。”孝德属礼，

《左传·文公二年》云：“孝，礼之始也。”《后汉书·

延笃传》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

也。”《孝经》第九章(圣治)云：

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

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

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

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

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

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铭刻云：“比承前圣。”指效法与继承先代圣

人。《白虎通·三教》云：“教者，效也，上为之，下

效之。”《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云：“夫孝，德
12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礼记·中庸》云：“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祭

义》云：“众之本教日孝。”《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云：“民之本教日孝。”

三、孝德与神明

铭刻云：“孝弟之志，通于神明。”《孝经》第

十六(感应>云：

子日：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

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

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

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

于四海，无所不通。

《周易·系辞上》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孝为人伦之本，故可通于神明。《管子．心术上》

云：“唯圣人得虚道。”又云：“去欲则宣。宣则静，

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马王

堆帛书《经法·道法》云：“公者明，至明者有功，

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至知者为天下

稽。”《老子》第十六章云：

致虚极，守靖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凡

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日靖，靖日复命。复命日

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

铭刻云：“岁少，降昭皆永。”少，当读为杪。

岁杪即岁末，乃一年之终。《礼记·王制》云：“必

于岁之杪。”郑玄注：“杪。末也。”昭、明同义，指

天命。《尚书·多方》云：“夫惟时求民主，乃大降

显休命于成汤。”显休命即天之明命。《尚书．酒

诰》云：“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皆，当读为

偕．合和之义．古人希望上天将休命永远赐予他

们，《尚书·高宗肜日》云：“日：惟天监下民，典厥

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绝命。”《尚

书·君爽)--4-：“周王弗日：君夷，弗吊，天降丧于

殷，殷既坠厥命。我周既受，我不敢知日：厥基永

孚于休。”《尚书·盘庚上》云：“天其永我命于兹

新邑。”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国语·晋语》云：“夫

德，福之基也。”德即是福，《礼记·哀公问》云：

“百姓之德也。”郑玄注：“德．犹福也。”有德者得

天永命。《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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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林：先秦儒家内省观与大学生内省品质的养成

一—————————————————————————————————————————————————————————一

Confucian Introspection in Pre-Qin and Introspection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ONG Jian—lin

fsc‰t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object of research on Confucian introspection in Pre—Qin is Junzi who is referred as a

Dower—holder of the country or a would—be intellectual in power．The essence of introspection 1S a sense

of resl30nsibilitv and self-improvement．Introspec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rsonal ethics but also about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and its aim is to train a ruler with both politic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

tence．CoUe舭students，similar to a kind of Junzi who is likely to be the intellectual in power，ale the fu’

ture of our country。Based Oil the introspection，college students can obtain 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vidu’

al tutelage；and probing into the introspection development of them is 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r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Pre．，Qin；Junzi；introspection；college students；sense of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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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页)

Qin’S Stone Inscrip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onfucianism

LIAN Shao-ming

fBeii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1me tombstone and stone inscription by clerical staff Qin in Youzhou in the Eastern Hart

Dynastv is an important ancient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Shijingshan District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Beijing．The tombstone engraved with a long epitaph tells Qin’s grief when his parents died and his

memory of his parents with the tombstone．The inscription reflects the popular Confucian Filial Piety Con’

cept in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Eastern Han Dynasty；Confucianism；Filial Piety Concept

(责任编辑何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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