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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物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
民族。”这要归功于孔子。《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君子欲讷于言，而敏
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等名言，均体现出孔
子重实践、重行动、重现实人生的精神。

在积极入世思想培育下，大多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历史
责任感。例如，在甲午战败后的亡国灭种之时的康有为及其
孔门弟子们。他们创办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
《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
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

一
孔教派的核心就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请尊孔

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孔教会序》、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论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康有为改
造儒学为宗教，欲以孔教为国教的思想理念。
《孔子改制考》是康为维新变法寻找“托古改制”的理论

依据而重塑孔子形象、重释儒学宗旨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康
继承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传统，详尽考证阐发了儒教
的创立、发展及孔子、儒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
用等问题，并对儒教(孔教)的内容、形式、仪式 等都作了明确
规定。此书奠定了康有为儒教即孔教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
概括而言有以下三方面：“（1）儒教的性质———儒教就是宗教。

（2）儒教的特征———儒教孔教具有作为宗教体系的所有特
征。（3）儒教的功能———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
本数，系末度，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康有为在向
光绪帝进呈《孔子改制考》等书的奏折中具体陈述了儒教在
治国教民、世道人心中的功用：他不仅参考西方近现代学说
把儒学改造为儒教，而且还为儒教设计了教会组织、宗教仪
规、宣道职司以及治教分途的立教原则。尤其是在孔教的社会
功能方面，他极力宣扬设立孔教和定孔教为国教的重要性。

二
所谓“孔教派”，是指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

为核心，以孔教会(孔教总会) 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
《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
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
想派别。其主要人物除康有为外，还有沈曾植、麦孟华、陈焕
章、梁鼎芬、孙德谦、张尔田、顾震福、马其昶、李文治、劳乃
宣、廖道传等。孔教派的活跃期大体在民国成立至二十年代
前后。尽管孔教派人物具体的思想学术不尽相同，但在孔教
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承继发展了康有为
的孔教思想。

概括而言，孔教派的孔教观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孔教性质问题上，强调孔教是宗教，孔子是宗教

家即教主。
1912 年 7 月，康有为弟子孔教派中坚陈焕章应美国传教

士李佳白之邀于上海尚贤堂演说孔教，后来其演稿结为《孔
教论》出版。其中《论孔教是一宗教》系统论说了作为宗教的
孔教，较为详备。一，“教”字界说。孔教经典《中庸》有“修道之
谓教”的“教”字界说，此“教”即是致力于天人相与之际的“宗

教”，据此亦可明孔教为宗教。二，孔子是一教主(宗教家)。根
据有五：孔子以教主自待、孔子弟子及其后学以孔子为教主；
孔子当时的人以孔子为教主；后世以孔子为教主；外国人以
孔子为教主。三，孔教是一宗教。表现为：孔教有名号曰“儒”
(儒教)；孔教有特别之宗教衣冠“儒服”；孔教有与天有密切关
系之经典(六经)；孔教有孔子为其教徒所立戒规信条《儒行》；
孔教有《礼经》、《礼记》所定宗教礼仪；孔教有上帝、祖宗等鬼
神信仰；孔教有所谓灵魂之学、天堂之说；孔教言报应；孔教
有宗教一样的宣教师(传教士)传布、孔教有教统体系、孔教有
文庙、圣庙、学宫之类的教堂及礼拜仪式(如春秋释奠、朔望释
菜)；孔教有如同耶教之耶路撒冷、回教之麦加性质的圣地孔
林。总之，他认为孔教之为宗教，证据确凿。陈氏所论孔教，与
其师康有为一脉相承。与陈焕章论孔教角度相似的还有狄
郁。他在《孔教平议》一文认为孔子之教育中，本具有宗教精神。

与陈狄两论不同，孙德谦、顾震福分别从孔子受天命立
经教和孔子天降神圣、灵异配天的角度论证孔教的宗教性质
和孔子为宗教家、大教主的身份地位。

第二，在孔教地位问题上，强调孔教为固有之国教，宪法
宜明定孔教为国教。“吾中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孔教
者，我中国固有之国教也。”其依据是，“魏文侯受经于子夏，
此孔教立为国教之始也。”

第三，在孔教功能问题上，更强调其适合当代社会的现
实意义，以为保存国教之理由。陈焕章从孔教适用于“今日之
个人”、“今日之家庭”、“今日之国家”、“今日之社会”、“今日
之世界”五个方面论述了孔教的现实功用，从孔教可以“混合
全球”、“变化种色”、“大振女权”、“同为天民”、“公营生业”、
“博爱众生”、“同止至善”等角度说明了孔教的将来意义，并
根据孔教在当代的境遇论说了十五条孔教所以必当昌明的
缘由。而且，他把民国建立以来国内出现的种种弊端如所谓道
德沦丧、人心大坏、政治腐败、国势动荡等归因于废弃孔教，
从废弃孔教与政局关系的角度申明昌孔教、定国教的必要。

三
康有为等的孔教活动最终是失败的。
世界主要宗教在其创始之时都传布于民间，待取得一定

声势后方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而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寄希
望于政府，而清政府和民国都是不会接受的。康的士大夫教
养使他不可能像世界其他宗教的先驱者们那样去献身、去苦
行、去与社会下层为伍，不过即使他向社会下层直接布道，也
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而
孔教是人道教，是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不具备超自然的力
量，不能解决民众的现实难题，所以难以吸引人们倾心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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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

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关键词] 孔教派 康有为 陈焕章 救济社会

哲学研究 ZHEXUEYANJIU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