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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祭孔为契机加速满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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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辽宁省图书馆开展古籍品鉴活动，向读者推介馆藏精品《孔门七十二贤
像》。这本人物画册由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奉敕绘就，展现了孔子及其72位弟子的
形象样貌。自汉代开始，儒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推崇，逐渐发展成为汉族政权的统治
思想。清朝康熙皇帝为加速满汉融合，建立大一统国家，为孔庙题写“万世师表”牌

匾，下旨绘制《孔门七十二贤像》，极力推崇儒学，全面推行汉化。

核心
提示

在辽宁省图书馆 3 楼古籍馆，记
者隔着橱窗，看到了这本正在展出的
珍贵古籍《孔门七十二贤像》。画册中
的人物采用工笔白描技法绘制，神态、
动作惟妙惟肖。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刘冰告诉记者，画册共有人物画 69
幅，绘的是孔子和 72 位弟子门人，共
73人，其中有4幅画的是双人，其余都
是单人单幅。

古籍画册外罩护板，首页即为孔
子像。之后的画像依次为颜回、子路、
子贡、曾参、孔伋、孟轲等 72 位弟子。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
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
七十有二人。”细看一幅幅圣贤人物
像，神情、举止各不相同，他们或面带
微笑，或张目而视，或颔首恭谨，有的
手持书卷，有的身佩杖节，有的执笔书
写，造型设计丰富多样，白描笔触自然
流畅，展现出画师高超卓绝的绘画技

巧，韵味十足，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孔子的形象，《史记》中称“生

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即头顶
中间低四周高，且“长九尺有六寸，人
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有学者考证，
按西汉一尺等于23.1厘米计算，“九尺
有六寸”是 221.76 厘米，孔子个头很
高。《论语·述而篇》中对孔子的描述
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
说他的性格温和而严厉，威严却不凶
猛，庄重而安详，画册中孔子的形象与
史料记载颇为相合。

在首页孔子像的左下角，落款“钦
天监五官焦秉贞恭绘”，下钤阴阳连珠

“秉”（阴文）“贞”（阳文）二印。据此判
断，此画册当是清代著名宫廷画家焦
秉贞奉敕绘作。

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康
熙时期，官任钦天监五官正。受学于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擅长画人物、楼

阁，通晓测算。焦秉贞传世作品有46
幅《耕织图》，收于内府刊本古籍《御制
耕织图》中。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第二
次南巡时，有江南士人进献楼氏《耕织
图诗》，康熙阅后深有所感，即命焦秉
贞据原意另绘耕图、织图各 23 幅，还
附上了康熙的七言绝句及序文。康熙
在《御制耕织图序》中写道：“古人有
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
之苦。朕倦倦于此，至深且切也。爰
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
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

《耕织图》绘制完成后，康熙命镂版印
刷广为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
粒食维艰，授衣匪易。”

“绘制《孔门七十二贤像》与奉敕
绘《耕织图》有相同的示范意义。”刘冰
介绍，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除了历史
典籍的记载外，也多以绘画形式出现。

焦秉贞奉敕绘孔子及弟子像

子贡即端木赐（公元前 520
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
子贡，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
鹤壁市浚县）人，是孔子的得意门
生，被列为言语科优异者。他善
于雄辩、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
国的丞相，是孔门弟子中的首富，
被后世尊称为“儒商始祖”。

《论语·公冶长》中记录了一
段师徒间的谈话。子贡曾问孔
子：“老师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答：“你就好比一种器皿。”子
贡接着问：“何器也？”孔子说：“瑚
琏也。”瑚琏是宗庙里盛谷物的祭
器，以瑚琏比子贡，是说子贡对于
国家社稷乃是大器，足堪重用。
孔子认为子贡有定国安邦之才。

《史记·孔子世家》载，当孔子
和弟子受困于陈、蔡两国间，在

“不得行、绝粮”的危急时刻，孔子
派子贡至楚国报告了情况。“楚昭

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后来，
齐国伐鲁，孔子命子贡出使救
鲁。子贡在齐、吴、越和晋之间穿
梭，开展外交游说。司马迁赞叹：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
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
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杰
出的外交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子贡还是一位独
具慧眼的商界奇才。他学成之
后，回到卫国做官，还在曹、鲁两
国之间经商。《论语·先进》中记载
了孔子对两位爱徒颜回和子贡的
点评：“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
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是说
颜回在学问和道德上接近完美
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而子贡经
商，猜测行情，每每猜对。《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好废举，
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史
记·货殖列传》中也讲述：在孔子

弟子中，“赐最为饶益。”“子贡结
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
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

在孔子的教导下，子贡形成
了重义轻利、富而好礼、诚信经营
等儒家经商理念。《论语·颜渊》记
载了孔子如何对子贡讲“诚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
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
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
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踏实
践行这种诚信经商的作风，因他
复姓端木，后世就将这种作风称
为“端木遗风”。孔子死后，弟子
们为他服丧 3 年，唯独子贡为老
师守墓 6 年，可见他对老师的感
情之深厚。

子贡开创儒商“端木遗风”

颜回（公元前 521 年-公元前 481
年），春秋末期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
渊。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孔门德行科
的高才生，小孔子 30 岁，13 岁拜孔子
为师，却不幸于 40 岁早亡，被后世尊
称为“复圣”。

据史料描述，颜回少年白发、沉默
寡言、天资聪颖，在《论语·雍也》中，孔
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住在陋巷的颜回不仅安贫乐道，还
谦逊好学，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遇

事反求诸己，不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
别人身上，闻过则改，善于总结经验。
从中我们能看到，古人所说的好学，不
仅仅指学习书本知识，更在于学习做
人，即加强人格修养，付诸知行合一的
道德实践。

《论语·颜渊》记载了一次师生关
于道德修养的对话。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
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
子认为实践仁德不靠别人，完全靠自
己，具体的规范是：“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当即表

态：“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说自己
愿意去身体力行。孔子称赞他：“回
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
而已矣。”“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
止也！”颜回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好
学精神，是受到孔子喜爱的重要原因。

随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颜回开
始从教讲学，并帮助孔子整理上古典
籍，他是整理《易经》的主要助手。后
来颜回不幸早亡，孔子为失去爱徒哭
得非常痛心：“天丧予！天丧予！”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由辽宁省图
书馆提供）

七十二贤首为德行科高徒颜回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孔子的儒家学说
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汉武帝还
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
学”，即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
经”为主要教材。在此后2000多年的
封建社会，汉族政权都以儒家学说为
正统思想。

刘冰向记者介绍，最早关于“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像”的记载，在《后汉书·
蔡邕列传》中可见：东汉时汉灵帝“光和
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像”。业内人士因此推断，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在汉代已经产
生，此后人们大多将其挂在学校里，供
学子祭拜先贤，发挥着弘扬儒家文化、
劝诫劝学、立志向贤、教化百姓的作用。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也倡导儒
学，《新唐书·礼志》记载，“贞观四年（630
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唐太宗下诏
命各州、县、学都设孔子庙。从此开全国
范围内设立孔庙之先河，“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也被广泛地绘制于孔庙及学馆。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对孔子和儒
家思想的推崇，比前朝更甚。据《康熙
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十一月，康熙在南巡回京途中，专程到
山东曲阜孔庙祭祀孔子，成为清朝第

一位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当时孔
子第67代孙、衍圣公孔毓圻等人特意
撰写《幸鲁盛典》，对康熙亲临曲阜孔
庙祭孔行程做了完整的记录。

据《幸鲁盛典》记载，在孔庙里，康
熙赞颂孔子道：“至圣之德，与天地日
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
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
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
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除
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并悬于孔庙大成
殿外，康熙还将曲柄黄盖等仪仗留在
孔庙，以示“尊圣之意”，“万世师表”匾
额从此名扬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祭祀孔子的仪式
中，需要皇帝行跪拜礼，康熙行的是最
高级别的三跪九拜礼，这让随行人员都
颇为惊恐。此举传开后，江南文人无不
动容。康熙帝这次曲阜祭孔活动，推动
了中华儒家文化的传承，以至其孙乾隆
皇帝念及康熙帝的“躬诣阙里”，先后8
次亲临曲阜举行祭孔大典，达到历史上
皇帝曲阜祭孔的顶峰。

那么，康熙亲临孔庙祭孔、书写
“万世师表”牌匾的深层原因何在？分
析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发现，作为清
军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帝此举
并非偶然。

康熙亲政后，平定“三藩”、统一全
国，国内政局开始走向稳定，但是清初
阶级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仍异常尖
锐，满汉文化冲突剧烈。为了适应和
调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清政府在
统治思想及文化政策方面做了大胆的
调整。儒家思想提倡仁政、尚礼，主张
国家的大一统，汉唐以来一直是统治
者的治国思想。为缓解满汉冲突，吸
纳汉族人才支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
稳定与发展，康熙帝提倡以儒治国，主
动接受并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汉
族传统文化，把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
策，这样就减少了满汉文化间的隔阂
和摩擦，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不过抛开政治因素，康熙本人对
于儒家学说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
非常注重学习儒家思想，曾自称：“朕
御极五十年，勤览书籍，凡‘四书’‘五
经’‘通鉴’‘性理’等书俱曾研究。每
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
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
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

《康熙起居注》记载，他“殊觉义理无
穷，乐此不倦”。康熙八年（1669年），
他曾敕谕众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
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化
善俗莫能外也。”

康熙在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

史记 SHIJI

康熙题的匾额。（资料图）

焦秉贞绘《孔门七十二贤像》。《孔门七十二贤像》中孔子像。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