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经典“三不朽说”评析

郑历兰

儒家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著名论断，即“三不朽说”，是其人生

理论的根本观点、核心成分，涉及人生能不能死而不朽、如何才算

死而不朽和如何才能死而不朽等重大问题，后世传播甚广，影响极

大。我们继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必须根据时代特点，运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对它重新研究，深入思考，形成科学的认识，变成文

化的营养。

一、三不朽说的提出和传播

三不朽说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是由鲁国一位德高望

重、主管外交的大夫叔孙豹提出的。这年，他出使晋国。双方会见

时，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叫做死而不朽，是什么意

思?”他开始很谦虚，只是笑了笑，没有立即回答。范宣子见他没有

回答，就主动讲了自己的理解。他说：“我的祖先，从尧舜到现在，

一直后继有人，香火不断，并且都是做大官，掌实权，算得上死而

不朽了吧！”意思是：能够让自己的宗族延绵不断，就可以算作死

而不朽。

叔孙豹见范宣子已有成见，真想讨论，就诚恳但针锋相对地

说：“据我所知，能够让世代保持贵族地位，让子孙都享有官禄，这

只能叫做‘世禄’，不能算做不朽。鲁国以前有个大夫，名叫臧文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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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屡建事功，多有高论，他死了以后，他的话仍然流传后世，发挥作

用，这才算作死而不朽。”说完这话之后，他进一步归纳说：“大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样，

就提出了三不朽说，或“三立说”。

叔孙豹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上有立德”：大上即太上，可以理解为远古的黄帝、尧、舜时

代，也可以理解为最高的境界。立德，可以理解王侯所追求的以德

治国，也可以理解为树立个人道德品德。全句意思是说，最高的境

界是树立德行。

“其次有立功”：立功，可以理解为武士英雄依靠武功，拯救危

难，也可以理解为一般人士树立功业。全句意思是说，次一个境界

是建立功业。

“其次有立言”：立言，可以理解为文人学士言得其要，理足可

传，也可以理解为一般人士树立言论。全句意思是说，最后是树立

言论。

我国现代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在题为“做人、做事、做学

问”的报告中，通俗地讲，立德也就是做人，立功也就是做事，立言

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做人，其次是做事，最后是做学问。这是对三

不朽说内涵的现代解读。

三不朽说出自《左传》，所以，它的传播与《左传》地位的提升，

是密切联系的。

在汉代，保守派认为，三不朽说与“五伦孝当先”相左，不能看

得太重。虽经三次论战，《左传》尚未成为官学教材。但儒家重视探

讨人生，不能回避死而不朽的问题。到魏晋时代，《左传》就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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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开了。

唐代以后，三不朽说得到三种强化：一是官方把《左传》变成官

学教材，千余年不变。二是皇帝对立德立功立言成绩特别突出的儒

生，实行册封，“配享”文庙，与孔圣同列。董仲舒、程颢、张载等都是

配享者，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纂官张廷玉，死后也配

享太庙，到民国时期，配享者增到 160多人。杭州海宁的东山脚下，

建有“三不朽祠”。三是明清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只限于在四书五

经中出题，把文化人的注意力都引导到苦读经典、谋取功名上。

经过这些措施，三不朽说渐渐广泛传播开来。

二、三不朽说的局限与精华

三不朽说本来是新兴地主阶级提出的，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的，

其立德、立功和立言，均有地主阶级的标准，只能以利于地主阶级

统治为界限，如有逾越，则绝不允许，甚至会斩尽杀绝。

不仅如此，在古代，对于皇帝来说，下属功高盖主也是不能容

忍的。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就总是害怕功臣夺他的权，连已经 60多

岁、一直忠于他的相国萧何也派人监视。萧何为了让他放心，只好

故意干一些让百姓不满的事，显示自己并无野心。一天，萧何看到

长安一带耕地太少，百姓缺衣少食，奏请刘邦把上林苑的荒地分给

百姓，刘邦就认为萧何自己取悦于民，讨好名声，顿时大怒，下令将

其逮捕。朱元璋统一天下后，也以各种借口，把跟他打天下、功劳很

大的文武大臣除掉。孟子从北宋时期就开始配享文庙，可是朱元璋

发现他讲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自认为损害了天

子神威，不利于巩固皇权，就命令儒臣删节《孟子》。所以，必须看到

三不朽说的阶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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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提出三不朽说的地主阶级是先进阶级，它是要求社

会进步的，三不朽说也必然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存在着合理的

内核。

（一）它揭示了人生可能具有的永恒意义

人生在世，有生必定有死，概莫能外。但是，人们普遍不愿早

死，希望永生。那么，人们能不能永垂不朽呢？三不朽说的回答是肯

定的。

从特定意义上说，此论具有真理性。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总要

与社会和周围的人打交道，其言论和行动总会受到社会和周围人

的肯定或否定。社会与周围人们对其肯定或否定，又总是根据这

个人对社会和周围的人的有用性来判断的。如果能够带来利益，

社会和周围的人就肯定他；如果带来祸害，社会和周围的人就否

定他。如果仅仅具有较小的用处，只能获得较小的肯定，成为口

碑，街谈巷议；如果具有较大的用处，就能够获得较大的肯定，载

入青史，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如果能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那就是

永垂不朽。

例如西汉的刘安，经过艰辛研究，造出美食豆腐，丰富了社会

的食品，改善了后人的生活，人们一直追忆他的事迹，感激他的贡

献，为他修了碑，塑了像，他就虽死犹生、死而不朽。

三不朽说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生现实。

肯定人生可以不朽，不仅有儒家，还有其他几派。可是比较而

言，唯有三不朽说最具积极意义。灵魂转世说鼓吹人的肉身死后，

灵魂可以转世，要求人们放弃对现世命运的抗争，追求死后进入极

乐世界，它不利于社会现实矛盾的解决。长生不老说鼓吹人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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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变为不朽之身，诱惑人们远离现实，苦心修炼，它实际上只会

白白耗费人生精力，破坏社会资源。传宗接代说鼓吹只要子孙延

续，香火不断，就是死而不朽，它使人们把发挥自然属性放在第一

位，放纵情欲，过度生育，造成人口与生产资料的比例失调。三不朽

说倡导对社会做奉献可以死而不朽，则激励人们把毕生精力投入

到社会进步事业中去。

（二）它揭示了人生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性

三不朽说把为社会进步立德立功立言与个人不朽联系起来，

认为只有“三立”，才能不朽，也就是只有实现社会价值，才能实现

自我价值，这真实地反映了实现自我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的辩证

关系，也具有真理性。

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具有这

样一种联系：个人贡献大于索取，社会财富在满足消费之后还有剩

余，社会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个人贡献等于索取，社会财富在满足

消费之后没有剩余，社会就只能维持现状；个人贡献小于索取，社

会财富无法满足消费，社会就陷于危机，难以存在。这种现实决定

了一个人必须为社会做出贡献，才可能获得社会的相应回报，只有

实现社会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俄国有位作家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俄国女人，平日贪得无

厌，唯利是图。一生中只做过一件好事，就是曾给路过家门的乞丐

施舍过一棵葱。后来，她死了，上帝把她打入地狱，进行处罚，但她

却想凭借生前施舍过一棵葱，升入天堂。上帝考虑到她有过一点善

行，就指派天使，将那棵葱伸向地狱，去搭救她。然而，那棵葱承受

不了她的体重，就在她抓住葱拼命向上爬时，葱断了，她只好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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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这个虚构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对社会和他人没有价值，就

很难实现自我价值。

（三）它揭示了人生价值形式的多样性

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中，立功是创造物质价值，立德和立言

是创造精神价值。这就是说，三不朽说既肯定人生创造的物质价

值，又肯定人生创造的精神价值。这也是真理性认识。

人们的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它们都是从低

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社会不仅要求人们对物质生活发展做贡

献，而且要求人们对精神生活发展作贡献。不仅肯定物质贡献的价

值，而且肯定精神贡献的价值。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欧洲德林公司要以 500万美元的价格，把

“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将持何种态度”的研究成果，卖给美国对华政

策研究室，该成果的结论只有 7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当然，它

附有 380页的资料说明。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当时美国政府认为

价格过高，没有理睬。可是后来，美国在朝鲜打败了。美军司令麦克

阿瑟后来曾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

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惜一架战斗机！”(当时，500万美元相当

于一架先进战斗机的价格)。也就是说，欧洲德林公司的精神成果实

际价值超过几百亿美元。

1982年 7月 1日，我国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抢救因沼气

中毒落入粪池的 69岁老农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一出，有人

说大学生救老农，是“金子”换了“石头”，不值得。按照这些人的逻

辑，只能由 90岁的人救 80岁的人；没文化的人救有文化的人。救

人之前，先要召开论证会，论证救人是否合算？其实，张华救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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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贡献，在于给人类提供了一种献身精神；这种人类最感到缺乏的

精神，具有极其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张华做出这种贡献，要比

他毕业之后做医生的贡献，大上千百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牺牲

精神，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难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它提出了追求人生最大价值的目标

虽然善良行为就会促进社会进步，但是只有做出巨大的奉献，

才能被人们永远记住，才算死而不朽。儒家讲的“三立”，不是指一

般善行，而是指具有不朽性的行为。立德是做圣贤；立功是建奇功；

立言是有传世之作。三不朽说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

会，在有限的生命期间，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也

值得肯定。

人生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善人、伟人这样不断自我超越

的过程。不同发展境界的人生，其人生本质和价值并不一样，甚至

差别很大。只有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生，才是最理想的人生。

从人生动力的角度说，做人只有树立高标准，确立大信念，才

能产生最强大的推动力，达到最好的结局。拿破仑生前正是因为总

担心自己在十世纪后的世界史上连半页纸都占不到，才竭尽全力

贡献国家，结果功勋卓著，名垂千古。

三、三不朽说的作用与影响

三不朽说既然包含合理的内核，进步的精髓，它对社会和人生

的发展，就具有积极的作用。从人生发展方面看，它至少具有以下

三种作用。

首先是导向作用。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意味

着，三不朽说要求人们追求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的人生目标。人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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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确立了这种目标，他的做人方向就基本上确定了。

其次是激励作用。三不朽说要求人们树立圣贤之德，建立非凡

之功，提出传世之言，这些伟大目标必然产生伟大动力，它必然激

励人们不断超越自我，提升境界，发奋图强，争创一流。

再次是约束作用。三不朽说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利于社

会，造福大众，大行善事，广积功德，它追求的“名”是与“善”联系在

一起的。这种对于青史留名、死而不朽的追求，能够使人在面对金

钱、地位和色情的诱惑时，培养浩然之气，储蓄节操之情，心不动，

手不软，站得稳，走得直。

例如，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郭永怀，在原

子弹试爆成功以后，去新疆基地做实验，返回时飞机失事，飞机上

的人全部烧死了，但他公文包里的资料却完好无损，一字不少。原

来，处理现场的时候人们发现，飞机失事后，他跟警卫员是紧紧抱

在一起的，两个人都烧焦了，但仍然紧紧抱住公文包。只有确立崇

高的人生目标，追求死而不朽的愿望，才能做到这一点。

反之，人们如果放弃追求死而不朽，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战国

时期，魏国有个名叫杨朱的人，他说：“人生在世，活十年是死，活一

百年也是死；圣贤要死，恶棍也要死。像尧舜那样圣明，死后留下的

是一堆腐骨；像桀纣那样残暴，死后留下的也是一堆腐骨。腐骨都

是一样的，谁能区别它们呢？做人应当顺着性子游玩，不要追求死

后的名声。”人们如果都按照他的观点做人，那就会彻底放纵情欲，

全力追求享受，重新退化为虎狼，再度与野兽为伍。人类社会不仅

无法发展，而且也无法存在了。

实际上，由于理论家的反复解读，实践家的榜样感染，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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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精华对后世浸润甚深，影响极大，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

历代社会精英都以追求死而不朽为精神支柱。孔子本人就表

现出来渴求建立身后之名的强烈愿望。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称焉。”司马迁也关心身后之名。他父亲司马谈跟他说：周公死后

500年有孔子，而孔子死后 500年至今，没有人续写春秋。你应当完

成这个任务。扬名后世不仅可以使自己获得不朽，而且也连带使父

母获得不朽，因此是最大的孝，其意义甚至在事亲、事君的具体行

为之上，几乎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司马迁一直牢牢记住了这些教

导，没有忘怀。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他因李

陵之祸遭受腐刑，支持他活下去的，就是著书立说，扬名后世。毛泽

东主席也追求贡献人类，死而不朽。他在 1917年写给黎锦熙先生

的信上就说过，做人要追求大同，努力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他

曾把中国 32位“圣哲”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认为诸葛

亮、范仲淹等属于“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

属于“传教之人”。“传教之人”的成就在“立德”“立言”；“办事之人”

的成就在“立功”。前者重在“内圣”；后者重在“外王”。1956年 1月，

他到天津视察，接见 50多名市民代表。走到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

身边时，他动情地讲：“古书上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你

名字取得很有寓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2013年 9月在河北

参加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时说：“党员干部也存在立身、立

业、立言、立德的问题，而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

基石。”

历代平民百姓都把立德、立功和立言作为自己和子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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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从取名上就可以验证这一点。中国人取名，大都寄托着自己

的殷切期望。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中国古今的人名，就可以发现，无

论哪个姓氏，重复最多的，是以立德、立功、立言或者三立命名的。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郑历兰，1973年生，汉族。现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基础理

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江苏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合著

出版《穿越人生的迷雾—人生哲理对话》，在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多篇。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