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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忧患意识的抽绎与省思
———以孔子对忧患的豁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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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中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

出来。 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 从外部历史环境因素来看,缘于春秋末期

“一多互摄冶的生存格局;从内在因素来看,缘于孔子的主体内省。 孔子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

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处处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

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并将忧患意识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实现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结

合,且由内而外自然导出了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

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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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先民从蒙昧

到觉醒、从野蛮到文明过渡阶段的思想产物,是中国

文化经过长期孕育后的结晶。 忧患观念在先秦时期

已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六经之中,观忧患意识的发

展逻辑,可以看到其由细到大,由生活而哲理,由个

人到国家,由仪式、品德而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随着

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轨迹。 孔子作为儒

家开山承接了商周以来的忧患文本积累,结合自身

所处的“周文疲弊冶的时代背景,从儒家特有的反求

诸己的致思取向出发,将忧患意识发展为内外并重、
理想现实联通、内容形式并举的思理架构。

近人徐复观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尽探

赜索隐之责,有钩深致远之功,抉发出了埋藏在古文

献中长达几千年的文化奥义。 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

中的忧患意识其萌发当在商周之际———诱发因素来

自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被周公

召公们继承扩大。[1]19 他将此意识从时间上定位于

商周之际,且指出了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与发展演

进的基本线索。 牟宗三先生也深以为然,并认为这

一概念对于区分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的思想内核尤

为重要。
一、忧患的文本线索钩沉

(一)《易传》中的忧患观念

作为正式观念出现的“忧患冶一词在《易传》中
有两见,均出自 《系辞》: “作 《易》 者,其有忧患

乎?冶 [2]252“(《易》)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

忧患与故。冶 [2]254从商到周的朝代变更,也是思想观

念深刻变迁的历史节点。 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社
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由不可知、不可

识而又充满神秘宗教性的天命至上观演进为由敬而

生的道德义之“天命惟德冶观念,并由“天生烝民冶而
引发了天人贯通观念———人为天所命,天是人的道

德根源。 如何破解忧患意识也成为《易》关注的重

要课题。 君子如要实现兼利万物、崇德广业,就不能

不对变化之道、刚柔之术有所掌握,“是故,君子所

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

占冶 [2]234。 中国文化中于是产生了尊天命的观念,进



而天命置换为民之所向、所归,并将其作为文化基因

而灌注于人文历史演进之中。
(二)《尚书》《诗经》中的忧患观念

从历史文献发生学的角度看,很多学者倾向于

认为《尚书》的出现早于《周易》。 众所周知,《尚

书》作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上古之书,是中国古

代思想的重要来源,当然也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

思想源头。 《尚书·盘庚》 中 “告汝不易,永敬大

恤冶 [3]128彰显出政治活动中的困难意识以及面对

“不易冶的警惕谨慎意识。 《尚书·说命》中“惟事

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冶 [3]137以及《尚书·大禹谟》
中为儒家道统所津津乐道的“十六字心传冶:“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冶 [3]24此中充

满着深沉的忧患情怀及对人心的忧患义、对道心的

戒惧义、对中道的体贴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将

人心之“危冶与道心之“微冶的摇摆与回荡之神髓描

摹得惟妙惟肖,刻画得细致入微。
《诗经》的现实主义品性与先民的生存境遇两

相对照,必然激发出深沉的忧患情怀。 《大雅·民

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 无纵诡随,以谨无良。 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柔

远能迩,以定我王。冶 [4]291《王风·黍离》中有:“知我

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冶 [4]69另《小雅·小

旻》中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冶 [4]212诗

人充满着对劳动人民辛苦的巨大同情与忧国爱民的

伟大情怀,发出了西周灭亡历史责任的天问,深藏着

对历史悲剧原因的求索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思

之情与畏惧谨慎之意。 这些情愫、情怀通过诗而兴

发出来格外感动、震撼人心。
(三)礼与忧患:从神到人

礼与忧患何干? 忧患从属于礼,是礼观念视

野中的一衍生物或共生物,而礼中自然内蕴忧患

观念。 礼的观念,萌芽于周初,丕显于西周之末而

大流行于春秋时代。[1]41 按学界通行看法,礼渊源

于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源于处理人与神之间紧

张关系的需要,是从巫觋文化嬗变而来。 礼后来

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成为日

用习惯;另一部分则进入了社会管理领域,成为重

要的社会秩序调节器。 神秘宗教观的解放与礼的

产生属同一过程,而忧患意识则是理智化时代照

临的一个重大人文发现。 观念领域的主宰(神)退
居人后,变为人之附庸;现实中的人则显于神前,
成为神的供主之后,理智的忧患取代了无由的怖

栗和不安的恐惧。 这一慧识在从神到人的地位转

换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忧患意识的产生使得彼岸的宗教世界被消解、

被置换为此岸的永生与不朽,于是人的历史意识、生
命意识、传承观念也就随之而具。 “死而不朽冶的超

越意识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被明确提

出。 鲁国大夫叔孙豹说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冶 [5]“三不朽冶———立德、立功、立言

是有位阶、等次的三件事,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涉及

道德观、功业观、言论观而极具人文精神意蕴的著名

论断。 其中,立德为最高,立功其次,立言又次之。
三不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密切而微妙的契合。
较之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尤为重视历史。 其最

突出的表现便是重视历史的书写,有着漫长而连续

的书写的历史———立言。 生命的学问是中华民族哲

学之根本所在。 学问即生命,生命即学问。 学问与

生命打通为一片、合体无间是为立德。 有历史感的

民族必有其立命担当意识,必有面向未来之忧患意

识,必有重视薪火相续之永恒意识。 传承观念与担

当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之儒家文化的题中应有

之义。 社会的传承、历史的传递当然要以“立功冶为
归宿,以显于当代,以见于后世,只有如此,才能在历

史的时空中绵延不绝。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将忧患意识的过

程明晰厘清为“敬冶 “彝冶 “礼冶 “仁冶四个内在脉络,
并将其定义为:“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

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忧患正是由

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

心理状态。冶 [1]18鄄19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重道德性的

根源在于忧患意识。 他完全同意徐复观先生的观

点,并进一步对佛教、基督教与儒家的情绪做了阐

发,认为三家的悲悯同是一种宇宙悲情,但儒家之忧

患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之处在于,一从人生负面之罪

与苦而入产生了自我否定意识,一从人生正面入产

生了自我肯定意识。 儒家从正面入,故发展出了敬、
敬德、明德与天命意识。[6]

二、忧患意识的文字学与哲理解读

关于忧患之忧,《说文》中有“憂冶、“ 冶这样两

种写法。 憂解释为:“和之行也。 从夊 声。 诗曰:
布政憂憂。冶 [7]107 此字后来借为優,后简体字写作

“优冶。 解释为:“愁也。 从心,从頁。冶 [7]222忧患之

忧很明显应为“ 冶,而不能是“憂冶。 《说文》中将

“患冶解释为: “忧也。冶 [7]222认为忧就是忧愁、担心、
担忧的意思。 忧、患构成同义并列复合词。 在这里

忧患只是人的一种心理情愫,并未作深层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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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内涵解读。 如果仅仅从忧患的本义去理解就

不能真正恰当理解忧患意识。 我们知道忧、患与忧

患、忧患意识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 从忧患到忧患

意识的转换体现的是理论的自觉、思想的飞跃,是人

文跃动的结果。 实现理论转换的关键是将忧患的内

容定义为情感的或理性的、思虑的哲理深度、历史宽

度与人文密度。 当忧患从人的心理情愫的情绪化表

现转变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理性诉求,转变为关

系到存亡治乱的生命意识等意义时,人文意义上的

忧患意识就真正产生了。
综合以上文献学以及文字学分析,我们可以

给忧患意识下一定义。 所谓忧患意识,是现实生

存结构在心灵意识领域中由感性而理性的正向回

应,其或对于国家、或对于民族、或对于个人,是针

对业已发生、即将发生或有发生之可能性的“事

件冶,尤其是“生存困境冶做出的积极、肯定、正面回

应。 其包含着对忧郁哀伤的超越,具有深刻的内

省性与预见性,蕴含着深刻的批判、责任与担当意

识。 其作用是通过忧患意识之确立激发个体或群

体的积极回应,使之迎难而上最终实现转危为安

的期待愿景。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元关系。 忧患意识的

产生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忧患意识是中

国文化背景与思维向度所共同催生的。 忧患意识

发端于早期先民面临严酷生存境遇的心灵投影,
是由死亡意识所激发而超越,由集体自我意识所

引发的生存渴求而觉醒,由含混的宗教意识所迷

惘之后,鼓舞而生出的否定性批判性思维。 忧患

意识与其说是自发性的感性思维,倒不如说是潜

意识中自觉的理性回应,是由当下可见的“忧冶或

“患冶引出不可见的未来问题,由在场引出不在场

的过程状态。 于是人在阐微显幽、探赜索隐的心

理过程中,用理性情感战胜感性欲望,经过了艰难

抉择过程,“未来冶就从隐蔽走向澄明。 存在摇摆

在可能与现实两端,滑动于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平

衡点上实现的和谐统一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

诠释,变幻莫测的未来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通过

忧患意识的集体迸发,个体的分裂与矛盾的撕扯,
心灵内在张力得到释放。 个体徘徊在宗教迷惘与

理性的十字路口,最终做出了合理的抉择,并在历

史时空中获得永恒。 这种发展困境的心灵突破,
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来类比解释就

是本我快乐原则的超越、自我现实原则的突破与

超我道德原则的实现。

三、孔子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仁礼合一、仁智

双显

先秦诸子面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周文疲弊产

生的文化焦虑源于对文明史的深刻体察,都发展出

了比较深刻的忧患意识。 先秦儒家特显忧患意识并

由是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学说。 诸子百家中也只有儒

家的忧患意识能从正面悟入,开显出人类面向未来

的生存智慧。 忧患意识是儒家人文关怀的真精神,
也是儒家对待历史、现实、人生的基本观念之一。 饱

含历史人文思考的忧患意识或曰忧患精神,存在于

孔子的言论思想中也就在情理之中。 忧患,忧患,何
忧? 何患? 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冶孔子之忧

之患并不指向个人的荣辱与得失,而是忧“道冶———
忧道之不行于世。 其急切希望道的下贯也体现出了

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与人文的担当感,所以孔子又说:
“人能弘道。冶孔子之忧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
民生之忧。 以一种超越于常人的视野对人民的现实

困境与未来前途进行了深沉的思索。 其二,己道之

忧。 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忧己之道未

能大显于社会。 令人扼腕的是孔子仁礼合一的政治

抱负、重建斯文的文化理想竟明珠暗投,只能在理论

上豁显为忧患意识以待后生。
虽然在《论语》中忧患还没有连为一词,但有着

深刻宗周文化烙印、历史意识、内省意识、责任担当

意识、群体意识、和谐意识的孔子全面揭示出了人文

意义之忧患意识的深层特质,表达了其人生态度、文
化诉求与哲理期待。 孔子仁礼合一、仁智双显的学

说是在对忧患观念的豁显中产生的。 孔子—曾子—
子思—孟子的道统于忧患意识方面存在内在关联与

传承。 孔子忧患意识外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冶
的生存格局,内缘于孔子本人的主体内省,提倡患在

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

的思维方式。 在承担文命责任时,在具体教学情境

中,孔子时时处处向学生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
情境化方式展示出来,并将其内显于仁、外化于行,
忧道不忧贫,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相结合,由
内而外自然导出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
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

架构。
(一)孔子忧患意识的外缘因素———一多互摄

的生存格局

忧患意识的产生必有其外缘因素。 孔子忧患意

识产生的外缘因素是外在断裂的“一多互摄冶生存

格局———一种文化,多个国家:“既有生存格局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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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或断裂,又有华夏文化的连续性,它为各种人才

的脱颖而出、各种思想的萌发以及互激互荡提供了

极难得的发生结构。冶 [8] 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就是

“周文疲弊冶。 周文疲弊但未断绝,礼虽崩、乐虽坏

但存而不亡、危中蕴机。 如春秋五霸还要以尊王攘

夷的华丽外衣来包装政治野心。 社会总体结构上因

已出现的严重异质性而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紧张,但
在整体上却还保持了某种平衡性。 这就是为什么周

代能藉此格局而维持八百年的重要原因。 这种“一
多互摄冶的生存格局也使得诸子并出、百家争鸣,遂
让此时期的文化在涌动、鼓荡、喷薄中而呈现出灵光

爆破之态,展现出百态千姿、妙意迭出之势。
(二)孔子忧患意识的主体内省因素———患在

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

思维方式

孔子祖上本为世袭贵族而后一路沦落,到孔子

幼时已然沦为平民阶层。 他终靠自身的努力经略而

跻身士阶层,成为“达者冶。 孔子在教育学生时,融
入了自身的经历,采取了内省为本、反思不已的内在

致思取向,处理问题也引入道德优位理路。 内省为

本的致思取向实建立在对人有一种高度自信基础之

上———自信人可以向内观照以达到圣贤境界。 生活

中具体的人虽不完善,但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自省

内求就可以走向即凡成圣的道路。 人的缺陷可在这

种自信中得到修正。 这种自信可由内在而向外开出

一条修齐治平之路,通过为善去恶一路拓展开来,一
途互通而去,就可以开出一个全新境界。

鄙夫之患与君子之忧绝不相同。 “鄙夫……其

未得之也,患(不)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

之,无所不至矣。冶 [9]210见识浅薄之人患在没有一个

定见,只是随着时势的潮流而左奔右突,所以时刻在

惶惑不安之中,进退维谷而患得患失。 孔子认为忧

患并不可怕,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关键要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冶 [9]140,“患其不能也冶 “君
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冶 [9]187,于是孔子开

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 忧之在天者,
人只能顺天而领命;忧之在我者,人就可以顺人性而

有所作为。 忧之在我者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冶 [9]75 孔子忧

德、学、义、善,所举四者,正是日新之德。 子曰:“知
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冶 [9]109故迎之而上,内
转为修德、讲学、徙义、迁善,就能实现不忧之仁者的

大境界。 此处仁者为何不忧? 忧已为仁所化解。 忧

患意识的正面、积极义在这里凸显出来,能够让人在

忧患中实现彻底转换,由忧到乐,从而达到乐以忘忧

的境界。 西哲海德格尔对烦、畏等精神状态的剖析

显露出了局限于一域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与儒家

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完全不同。 忧患意识乃一慧识,
从正面悟入产生出内在积极而有担当感的持久力

量,汩汩而出、源源不断,显露出统揽全局无所畏惧

的乐观主义色彩。
(三)孔子忧患意识的“时冶化———生活化、艺术

化、时机化、情境化

孔子的忧患意识从其表述的字面义看来多而

杂,好像有矛盾之处。 比如孔子有时讲“仁者不忧冶
“君子不忧不惧冶 [9]140,好像君子应该没有任何忧患

之事。 但有时又讲忧———“忧道不忧贫冶。 孔子采

用非普遍主义的视角,随时随处指点忧患而不拘泥

于一个现成物。 因为人之境遇往往变化多端,而不

可一以概之。 而忧患本是一生成物,时刻在变化之

中,会随着周遭环境变化、人应对之策的调整而玄妙

莫测。 忧患意识的非对象化也决定了不能针对某一

具体境遇开出固定验方,而只能以一概括性、原则性

的策略原则去理论分析,而具体的应对之策只能从

人的内省之中提炼得到。 所以孔子的忧患意识随处

指点,时机化很强,随“时冶兴发出感人奋进的力量。
由此可见,情境构成性与兴发性是孔子忧患意

识乃至其哲理思想的重要特点。 忧患意识的兴发性

使得建基于其上的肯定性建构与否定性解构具有了

时间向度意义。 忧患意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人

生意义的探寻。 时间是意义之在的重要生存场域。
于是对忧患意识的回答变成了打通过去、现在、未来

的真实体验,在对时间的内在把握中体现出了人生

意义的生存机理。 忧患意识将涌动着人生意义本身

的时间与个人运命流动、交织,有意义的人生真相在

此得到朗显。 这是一种人与时、人与世的交织,是深

层内在的多缘化结构。 忧患意识是见机而作的,又
是变动不居的,作为主体的人就应该逆来顺应地处

理好已发与未发、过去与未来、永恒与变动的关系,
做到发而皆中节。 从孔子忧患意识中可以体现出孔

子“时冶的哲学———时间意识、时机意识。 生活化、
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的忧患意识将“时冶的哲学、
内在的生命意义的忧患、外在的时机境遇完美整合

为一。
(四)孔子忧患意识的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

性———天命

孔子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了儒家人格理想、人生

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执着表征,彰显出圣人的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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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性与人生之大关切及大情怀。 孔子对忧患的历

史性解答具有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的特征。 孔

子对民族大道之忧患是以人文化、政治化与传承性

来守护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大智,以感人的道德践

履展开人生实践层面的大行,实现文化理想、政治理

想与人生理想合一的大境界。
孔子“文王已没,斯文在兹,天之未丧冶的内在

高度自信向外投射出来,自然具有一种穿透历史的

撼动人心的力量。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冶的决

绝,自然会绽放出夺目的异彩。 孔子忧道之不行,遍
干诸侯而不见用,文化不传的忧患、国家治理的隐忧

都集聚于一身。 孔子晚年又遭遇接连的打击———儿

子孔鲤之死与颜渊蚤殁。 令后人奇怪的是,丧子之

痛竟比不过丧徒之恸。 颜渊之死是儒学早期发展史

上的一个关节点,在此情境之下,这对孔子及中国文

化之命运都是一次重大考验。 在孔子心目中,颜渊

作为唯一能契接己道的完美传承人竟也先去,实有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在此情况下,如何自见于后世?
孔子意识到文化传承这一大问题以后,在晚年的绝

望忧思中,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应对之策。 其中有两

个是最关键的:“第一是传授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

的曾参以孝道;第二是编辑、传解乃至创作‘六艺爷,
赋予它们‘深切著明爷的蕴义,使其成为后世儒家的

生长点。冶 [10]乘桴浮于海、居九夷之叹式的排解遣怀

将忧道与退隐进行了开显与对冲。 这让夫子在晚年

接连的打击中,能忧患而立,在风暴中游刃有余,作
出传道于曾参的正确抉择。 晚年的传道对儒家大忧

患的解答将儒家理想、政治生态、人文关切、文化自

觉与匡时救弊、救治良方完美统一了起来。
《礼记·檀弓上》记载的孔子临终歌曰:“泰山

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冶 [11] 夫子临死

之前的诗化述怀,成为忧患的绝响。 一个坚守安贫

乐道精神、心存悲天悯人情怀,有着“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冶的忧思,时刻怀着民族文化精神承载理

想的孔老夫子永远去了,他也永远存在,永远为后人

所激赏!
(五)孔子忧患意识的敬畏化、礼仪化———礼

忧患意识与礼的关系相当密切———忧患生畏,
畏则生敬。 敬是礼的基本要求。 孔子说,要“居敬

而行简冶“望之俨然冶,并讲过“畏敬一如冶意思的话。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孔子“三畏之说冶———“畏天命,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冶三畏实质上是三敬。 用敬去

解释畏是相当恰当的。 三畏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

岭。 孔子之畏有多重意蕴:畏既包含具体可见之畏,

也包括抽象不可见之畏。 畏的最本质特点是敬畏,
核心是敬慎而不是畏惧。 在孔子那里,畏得到了某

种意义的升华诠释,是对人的有限性之畏。 通过畏

展现出的有限性通过敬慎、忧患以达到无限性的

“践仁知天冶的超越性。 “未知生,焉知死冶 “敬鬼神

而远之冶“祭如在冶所开示出来的敬畏意识与礼仪观

念是我们在世的存在方式。 世界是人类存在的整个

世界,只有在与人的对立、互应中才能获得意义。 孔

子启示我们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只有用敬畏

化、礼仪化的观照视角,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意义。
儒家先贤孔子忧患意识之确立,从侧面也能看

成是对现实的不妥协,对未来的一种自信。 孔颜之

乐所体现出来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并不矛盾,所
以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忧乐圆融的文化。 忧患意

识涵具深沉的内省意识与圆融的礼乐精神,共同架

构起儒家特有的情怀,成为沟通内在与外在的枢纽,
打通知与行、人与世界的关节点,树立理想与观照现

实的结合点。 忧乐圆融、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万物

并育不害不悖、一体无碍的大同境界体现出全人类

的共同意识与期许。
四、结语

忧患意识为中华民族之源头大智慧。 此意识发

端于蒙昧、野蛮时代之先民,经过长期文明之孕育方

大显于儒家经典文本之中,由孔子将其铸造为儒家

的基本人文理性精神而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通过

对忧患意识的省察,可以发现忧患意识的涓涓细流、
渊渊小流发端于先民的思想创辟,流经孔子时进行

了扬流清波般的人文省思与历史观照,不断被扬弃、
被反思、被超越,终成洋洋大观之势———汇聚成溥博

渊泉、汤汤大流,这条思想大河与中华民族以相依为

命的方式共在着,内化在时间之流中,将幽晦隐微终

变成深切著明并发皇盛大,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

基因里。 于是宋无名氏题于邮亭梁间的“天不生仲

尼,万古长如夜冶匾额散发出照彻千古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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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spection of the Sense of Suffering: with Confucius謖
Clarification as an Example

YAO Haita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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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nse of suffering, which was firstly shap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can be displayed through reviewing many
classics of the pre鄄in period. Confucius had done a lot to make it lucid in theory. The external factors lie in the situation of " a mutual
perturbatio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internal factors are Confucius謖 own self鄄examination. Confucius advocated
cultivating one謖s sense of suffering from the inside instead of the outside, from oneself instead of the other people. He started the
thinking way of self鄄examination and practiced it in life鄄oriented, artistic, timing and contextualized forms in his teaching. He
advocated internalizing the sense of suffering in the sense of benevolence and externalizing it in behavior, and thus achiev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wareness of personal suffering and the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In this way, he naturally derived the
sense of suffering of Li(propriety) characterized by the sense of awe and etiquette and developed his thought featured by the unity of
Ren(benevolence), and Li(propriety), and the unity of Ren(benevolence) and Zhi(wisdom).
Key words:sense of suffering; Confucius; combing; reflection; humanistic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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