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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载入史
册的七十多人，其中卫国籍的占
九人。他们分别是子贡、子夏、闵
子骞、廉絜、句井疆、子皙、子骄、
高柴、颜浊邹、琴牢。卫国弟子数
量排在鲁国之后， 大大少于鲁
国，可从弟子的能量及对传播孔
子思想的贡献上讲，卫国弟子就
不可小看了。 特别是子贡、子夏
二人。

子贡 ，姓端木 ，名赐 ，字子
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他聪慧通
达，是孔子极为看重的弟子。 子
贡出身商家，很会做生意，家境
富有，忠实追随孔子。司马迁《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云，他“喜
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子贡
善于动脑，长于思辨，是著名的
外交家， 多次代表孔子游说诸
侯。 《论语》《孔子家语》《礼记》中
记载了许多子贡和孔子的对话，
讨教辨析，极富智慧。 孔子去世
后，其他弟子多服丧三年，唯子
贡在坟前搭草房服丧六年，然后
乘驷马轩车， 拜访各国诸侯，传
播孔子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仲
尼弟子列传》中写子贡的篇幅大
出其他弟子之上，特别详细地叙
述了他的外交才干， 生动具体，
可见对他的偏爱。 现在，濮阳境
内的端木家族就是子贡的后裔。

子夏， 姓卜名商， 字子夏，
少孔子四十四岁， 是孔子最年
轻的弟子 。 他极富教育天赋 ，
被孔子认定为他的弟子中最有

文学才能的 ， 是一个君子儒 。
孔子去世后， 他移居现濮阳市
区西部的西河， 讲学授徒， 整
理孔子的 《论语》 等， 并创造
性地发展了孔子思想， 培养了
魏文侯、 李悝、 吴起等一批改
革家人才。 子夏在卫地威望很
高 ，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
解》 中说： “卫以子夏为圣。”

子路虽然生于鲁， 但他随孔子来到卫国后，
就在卫国任职，孔子返鲁时也没有跟着回去。 他
的两个连襟一个妹夫等主要亲属都在卫国供职。
后来，他在卫国变乱中战死，葬于卫，也应该算加
入卫国国籍的卫人了。 子路姓仲名由，现濮阳县
的仲氏家族，当为子路后裔。子路少孔子九岁，他
好勇力，性情耿直，表里如一，想不通就说，被人
说服了就照人家说的办，从不存个人芥蒂。 他经
常和孔子争论，却又对孔子忠贞不二，是孔子忠
实的捍卫者。

子贡、子路、子夏等是孔子弟子中的中坚力
量，在《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他们
三个占有核心主导地位，其数量、质量远远超过
其他弟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 卫国
是他除鲁国之外最重要的教育基地。 在卫国的
十年里， 孔子弟子多仕卫， 但孔子却没有出仕，
他的主要活动就是讲学授徒。 《论语》 中的语
录事件共四百多条， 其中涉及卫国人、 事的近
百条。 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 卫国作为一个
没落的小国， 却成了人才强国， 先后产生了吴
起、 商鞅、 张仪、 吕不韦等一批纵横天下的历
史巨匠， 卫国的教育发达应为基础原因， 其中
当然有孔子师徒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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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满飚

濮 阳 孔 子 的 第 二 故 乡

这些年来，孔子热一波接着
一波。 在孔子一生的经历中，周
游列国是最重要的事件。他周游
列国一共十四年，在卫国就是现
在的濮阳前后住了十年。 这十
年 ，是孔子从 “知天命 ”到 “耳
顺”再到“随心所欲不愈矩”期间
的十年，是孔子思想走向完全成
熟的十年。 濮阳，是孔子一生中
除曲阜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

方，理所当然称得上孔子的第二
故乡。

孔子居濮十年的来由

1.欣赏卫灵公
公元前 490 年 ， 孔子在拜访过齐国 、卫

国、陈国、宋国、蔡国、楚国的国君后，师徒在
一起议论各国情况。 子贡问孔子：“现在各国
诸侯中，老师您以为有可称作贤君的吗？ ”孔
子叹道：“当今如有贤君， 我们何至于这样栖
栖惶惶常作布巢的燕子呢！ 差强人意的，只是
卫灵公还有些贤君之风。 所以我往返卫国三
次，不能忘怀。 ”

卫国是周武王同母弟康叔的封国， 也是
诸侯中的大国。 在西周被犬戎灭亡后，卫国国
君卫武公曾经作为诸侯中的首席迎立周平

王，主持迁都至洛阳。 《诗经》中独有的一篇高
度赞扬统治者个人形象的《淇奥》，指的就是
卫武公。 其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圭
如璧”“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等句都成了后来
的成语。 但接下来的国君，大都玩乐有术，治
国无方，到卫懿公时被北狄攻灭。 后来，虽然
复国，却一蹶不振，沦为齐、晋的附属。 卫灵公
聪颖好学，礼贤下士，继位后选拔人才，发展
农桑，重视工贸，使卫国产生了诸如咸、洮、楚
丘、青丘、五鹿、茅等几个工贸城镇，都城帝丘
更是作坊林立，号称百工。 他还收回了被晋国
霸管几十年占国土三分之一的戚地。 卫地文
化繁荣，《卫风》诗歌冠绝诸侯。 卫灵公当政四
十多年， 虽然也有许多失政乃至不齿于人的
地方，但毕竟创造了一个号称中兴的时代。 他
多才多艺，对文化艺术非常重视，对文化人非
常尊重， 相对于其他诸侯国国君的或粗俗或
霸道，卫灵公真如鹅（不像鹤———作者注）立
鸡群。 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生涯回到鲁国后，
鲁国国君鲁哀公将孔子奉为国老， 让孔子评
点一下当今国君孰为最贤。 孔子不顾鲁哀公
的面子，还为卫灵公大唱赞歌，说自己没有见
过完备的贤君，凑合着的只有卫灵公一个。 原
因是卫灵公礼贤下士，会用人。 他借卫灵公弟
弟的话说， 灵公弟弟的儿子渠牟的智慧足以
治理一个拥有千乘的国家， 诚信足以保住一
个国家，卫灵公喜欢他就任用了他。 有一个叫
林国的士人，见到贤者必竭力推荐，如果这个
贤者被罢官了，生活有困难，就和贤者分食自
己的俸禄。 卫灵公对他非常尊重，因此卫灵公
时的卫国没有被流放的士人。 有个叫庆足的
士人，卫国有难，他就挺身而出平息祸乱，国
家太平了就辞官让贤，卫灵公对他也很倚重。
还有一个叫史鱼的大夫，非常直倔，因为自己
的正确主张不能实行就愤而离开卫国， 卫灵
公就派专使去请他， 自己在郊外住了三天专
候。 三天内，虽然他好声乐，也不使用，自我反
省过失，一直等到接回史鱼才回到宫中。 孔夫
子说：“我赞赏他的这些方面， 由此把他排在
贤明的格次上。 ”如果说，孔夫子在周游列国
期间和弟子在一起称赞卫灵公可能有求助的

嫌疑，那么，在卫灵公死去许多年，孔子回到
鲁国后的晚年， 正在求助鲁哀公时发出上述
一番对卫灵公的评价， 就没有任何违心的成
分，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看法了。

2.卫多君子
在孔子之前，吴国有一名公子季札，是吴

王的弟弟，广有贤名，多次推让君位，被封于
延陵（今常州），称延陵季子。 公元前 544 年，
他出使鲁、 卫， 非常欣赏这一地区的音乐诗

歌，纵评东周盛衰，其宏论轰动天下，成为历史
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在卫国他会见了遽伯玉、
史鱼等，极为欣赏，感叹道：“卫多君子，其国无
故。 ”从此，卫多君子的声誉播满天下。

遽伯玉，卫国德高望重的人士。 他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经常反省自己，“五十而知四十
九非”。 五十岁时，对前四十九年自己所有的
过失知道得一清二楚，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
见，从不固执己见。 他活了八十多岁，辅佐了
卫献公、卫襄公、卫灵公三代君主，三起三落。
国家主政者有正气，走向了正道，他就出来任
职，兢兢业业干事业；国家主政者无道的时候，
他就隐居起来独善其身，从不违心地和他们同
流合污。

史鱼，又称史猷、史鰌，以公正耿直闻名于
当时。 1983 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
《奏谳书》这部古代重要的法律文献，记载了史
鱼任卫国主刑大夫时审理的一个案件：国君发
现管烹饪的大夫说进献的烤肉中有长达三寸

的头发，几乎同时国君夫人的侍婢媚在给夫人
的进食中有长达半寸的草。 国君和夫人都很
生气，责成史鱼严审此案。 史鱼接手案件后，
首先对大夫说使用的切肉刀和俎进行勘验，发
现说使用的刀新磨过，非常锋利，切肉时肉筋
能一刀切断，炙肉有一寸见方，而炙肉上的头
发长达三寸，这说明炙肉上的头发不像是切肉
时留下的。 在勘察烤肉的燃具时，发现“桑炭
甚美”，烤肉用的铁炉很洁净，在铁炉上烤炙的
肉均有焦痕，而炙肉上发现的长达三寸头发却
无任何炙烤过的焦痕。 据此，史鱼推定炙肉上
的头发应是在说进献炙肉时，热气腾腾的炙肉
熏烤得国君身上发热，国君命人为其掌扇，脱
落的头发便随扇风飞入炙肉之中。 为证实推
定是否正当，在征得国君同意后，史鱼进行了
一次现场实验，将炙肉端到国君面前，后有人
掌扇，结果发现有两枚头发飞入炙肉之中。 史
鱼又对国君夫人饭中有草的事情进行调查 。
首先对国君夫人吃饭的饭厅进行勘验，发现墙
壁洁净，帷幕、窗帘等整洁完好，饭厅中无草，
也未发现草可以进入饭厅的通道。 通过对侍
婢媚的住室进行勘验， 发现媚所用的草席破
旧，编织草席的绳子已断裂，席草破碎；再侦看
媚，媚的衣袖破旧，已露出棉絮，破碎的席草粘
在棉絮上，长达半寸的席草就有六枚。 将席草
与饭中发现的草进行对比，二者相同。 据此可
以推断，饭中之草是媚在给国君夫人进食时不
慎落入的。 穿着破旧衣服，睡卧破碎的席子，
衣服上沾满破碎的席草，在这种状态下为国君
夫人服侍饮食，而使席草不飘入饭菜之中，实
难做到。 基于上述分析，说和媚两人主观上均
无过错，炙肉中的发和饭中的草是由个人意志
以外的原因造成的。 史鱼提出的判决意见是：
“说毋罪，媚当赐衣。 ”这个判决还真被卫灵公
接受了。

史书还记载了史鱼的一则尸谏事件：史鱼
非常推崇遽伯玉，在主政大夫任上屡次进言任
用遽伯玉，都被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阻住了。
史鱼临终留下极言遗嘱：“国君不用遽伯玉，我
的遗体不停正堂入殓！ ”史鱼死后，卫灵公前
往吊唁，见史鱼停尸窗下，不陈正堂，大为惊
异。 孝子将父亲的遗言如实禀奏，灵公听了愕
然失色，原来史鱼在行尸谏！ 尸谏在当时是和

绝食自杀等同的一种义无反顾的自绝效忠行

为。 灵公非常感动，立即传命晋遽伯玉为主政
大夫，将弥子瑕罢职，并亲自为史鱼主持入殓
下葬仪式。

遽伯玉、史鱼二人风格不同，但都是堂堂
正正的人士。 孔子对他们非常赞赏：“直哉史
鱼！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君子哉遽伯
玉！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语
见《论语·卫灵公》。

卫地当时的君子还有很多，其中被孔子在
《论语》《孔子家语》中称道的就有孔文子、孙文
子、宁武子、师襄子、渔夫、公子荆、闵子骞等
等。孔文子名圉，是卫灵公的女婿，也曾长期担
任卫国的主政大夫。 孔子在卫时，他经常向孔
子请教，可以看作孔子的准弟子，对孔子极为
尊重。孔子称赞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个
赞语后来成为成语。《论语》《孔子家语》记录下
来孔子师徒对孔文子的赞赏达八处，是他们对
当时的国家大夫中赞赏次数最多的。 孙文子、
宁武子都当过卫国的主政大夫，孙文子曾得罪
过卫献公，献公死后他在戚地的家府里没有停
止击钟，正好被延陵季子路过听到，对他提出
批评。孙文子虚心接受，从此终身不听琴瑟。孔
子称赞他“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 宁武子曾
扶助过三代卫国君主，谦恭待人，不争个人得
失。孔子说他“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他的
聪明才智也许别人能赶得上，但他那种装“愚”
是别人无法赶上的。这就是后来“难得糊涂”说
法的由来。师襄子精通音乐，孔子曾向他学琴。
渔夫是一隐士，不赞成孔子的儒家观点，曾当
面斥责孔子，孔子却对他很佩服。 公子荆知足
常乐，孔子说他很会生活，热爱生活，心理健
康，很会料理家庭事务。家里有点东西，就说将
就着够了；再增加一点，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当
富足一些时， 就赞叹自己的生活完美无缺了。
这样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个人的话语神态去诙

谐愉悦地赞赏一个人，是我们在《论语》中见到
的唯一一次。闵子骞是个孝子，少年丧母，继母
又给他生了两个弟弟。 继母偏心眼，冬天做棉
衣时，给两个弟弟套的是棉花，给他套的是芦
花。他冻得发抖，继母又挑唆父亲鞭打他，打破
棉衣露了真相。 父亲要将继母赶走，他又替继
母求情道：“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继母由
此改过，家庭趋向和谐。 孔子对闵子骞的这种
做法十分赞赏，在《论语·先进》中说：“闵子骞
是真孝啊！ 他从不说自己父母兄弟的坏话，别
人对他的称赞和父母兄弟对他的称赞也没有

区别。 ”
其他见诸《论语》《孔子家语》的卫国君子

还有王孙贾、祝鮀、颜浊邹，以及渠牟、林国、庆
足等，还有子贡、子夏等弟子。 我们可以想象，
在当时诸侯争斗、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情势
下，以一区区卫国，竟然有这么大一个洁身自
好的君子群， 当然构成了对孔子的极大吸引
力。

3.生活环境好
《论语·子路》记载，鲁、卫之政，兄弟也。孔

子认为，鲁国、卫国是当年周公旦和康叔兄弟
两个的封国，康叔又是根据周公在鲁国的做法
建立的国家制度，所以两国没什么差别。

孔子师徒到卫国后，卫灵公给予了很大礼
遇。当得知孔子在鲁所任最高职务大司寇时的

年俸为六万斗粟时，马上给予了同样年俸六万
斗粟的待遇。 这是当时诸侯国中的上卿待遇，
也是臣子和客卿中的最高待遇 。 当时斗小 ，
一斗折合现在三公斤左右， 即使这样， 也有
十八万多公斤， 足够供养孔子师徒几个的日
常需要了。 后来， 孔子从卫国出走， 先后到
过的地方， 再没有一个诸侯国给予过他这么
优厚的待遇。

谈到孔子周游列国期间的经费来源，有许
多人认为是他的弟子卫人子贡提供的。因为子
贡出身于经商世家，很富有，对老师很崇拜，子
贡本人也不吝啬小气。 其实，子贡经商致大富
的事， 是在孔子生命晚期甚至孔子去世以后。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的费用， 是由诸侯国国君、
各国大夫中的好友、他的崇拜者，以及弟子中
家境富裕者共同资助的。 其中，诸侯国君的礼
赠应是主要来源。 据记载，孔子在卫国居住期
间，曾有些时间和卫灵公闹得不愉快，卫国对
他上卿的待遇很可能没有按时兑现。晋国赵简
子的家臣当了中牟邑宰， 想借孔子名声壮声
色，就派人带厚礼邀请孔子过去。在此前，孔子
对这类人物是很看不起的，可这次竟然要动身
前去。 他的弟子群起反对，孔子凄然地对弟子
说：“我并不是没有口的匏瓜（一种大葫芦———
作者注）啊，怎么能不食不言呢？ ”虽然孔子接
受了弟子的意见没有成行，但从中可以看出孔
子师徒当时的经济困境。

卫国是万邦之国中的“中国”所在地，土地
肥沃，河道纵横，工商繁茂。 后来虽然沦为弱
国，但生产自然环境仍然很好，日常生活用品
在诸侯国中远胜一筹。 《论语》《孔子家语》中都
记载了孔子师徒刚进入卫国后看到村庄人口

稠密的景况。 我们知道，孔子虽然反对官员腐
败，但他对饮食生活质量也是非常挑剔的，“食
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他在卫国的
十年，特别是最后游遍诸侯的一居六年时已经
六十多岁了，从政的希望泯灭了，宜居的饮食
生活环境必然成为挑选晚年居地的重要因素，
选择卫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4.国民文化层次高
孔子师徒刚进卫国时，看到卫国境内村庄

稠密，农田不荒，房屋整齐，连连赞叹。 迎面走
来一个头戴象牙梳子的少妇，风韵雅致，孔子
就派颜回向前采风。采风是古代特别是周朝朝
廷官府人员下乡随机向遇到的平民百姓征询

民情的行为，包括民间谈到的官员私访等。 颜
回走至少妇跟前， 拱手施礼道：“我有徘徊之
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无叶，百兽集其中，想
借夫人兵杖罗网赶山捕之， 不知夫人如何教
我？ ”少妇听后，稍加沉思，就将头上的梳子取
下递给颜回。 颜回双手恭敬接过，又问：“夫人
不问原委，就取宝梳给我，这是为什么呢？ ”少
妇答道：“你不是想借梳子吗？ ”颜回又问：“何
以见得？ ”少妇道：“徘徊之山，那是君的头；百
草生其上，有枝而无叶，那是君的发；百兽集其
中，那是发中生了虮虱；想借兵杖落网捕之，就
是借梳捕虱。所以我借梳子给你。”颜回肃然起
敬，解发临风梳理，然后束发加冠，取巾把梳子
拂拭干净，拱手奉还，长揖而退，回见孔子将问
答情况如实相告。 孔子感叹道：“这妇人的智
慧，我自愧不如。可见卫国教化普及闺门，这是
很了不起的啊！ ”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颜回采风典故。孔子
窥斑见豹，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了卫国教化普及
闺门的结论。这对一个毕生倾力于教化的文化
巨子来说，是极大的欣喜，也是极大的吸引。孔
子来卫国后，接触了大量的才德高士，多次感
叹卫国的人杰地灵。

孔子讲学（（网络图片））。。

▲蔡书现 （身份
证 号 ：
41092319690720003

3）的人民警察证 （警
号 ：051128）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王瑞博 （身份

证 号 ：
41090119810509083

0）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资格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高军旗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700204243

8）不慎将濮阳市住友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据 （号码 ：
6495208； 金 额 ：
170220元；开票日期：
2019年 10月 24日 ；
房 号 ： 金 域 兰 亭

6-2-1701） 丢失 ，声
明作废。
▲濮阳市友帮军

坤商贸有限公司的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 ：
J5020002652802）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安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928661868827

C）副本不慎丢失 ，声
明作废。
▲耿敬华 （身份

证 号 ：
41092819751015304

X） 不慎将濮阳明珠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意向金收据

（ 票 号 ：8004012； 金
额：20000元； 开具日
期 ：2014年 12月 10
日）丢失，声明作废。
▲靳俊芳 （身份

证 号 ：
41090119731115373

8）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资格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宋仁芳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760610093

4）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资格证不慎丢失 ，
声明作废。
▲曹会锋 （身份

证 号 ：
13212119741030471

0）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押运员证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洪道轩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790723001

1）的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押运员证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华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

心支公司商业保险单

180000802720第二联

（被保险人： 刘红学；
车牌号： 豫 J-99393）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金恒华

泰钻井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的行政章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靳爱红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830802314

6）的执业助理医师执
业 证 书 （ 编 码 ：
242410923000079） 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靳爱红 （身份

证 号 ：
41092219830802314

6）的毕业证书 （毕业
学校： 鹤壁职业技术
学院 ；学历 ：专科 ）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