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是“力招城关”的“长人”吗？

距离孔子两百多年的荀子说，孔子

“面如蒙俱”。杨惊注：“俱，方相也。其

首蒙茸然，故曰蒙俱。”说孔子的脸像驱

鬼的神像。这是一个比喻，喻体和本体

有不止一个相似之处，关键看取的是什

么相似。一般理解为孔子的脸长得和驱

鬼的面具一样，给人以凶神恶煞的感

觉。也有人认为，是说孔子的脸有威仪

感，就像驱鬼面具一样，具有威慑力。结

合《论语》中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

恭而安”，后一种解释似乎更接近实情。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被后世

看作信史。他距离孔子已有三四百年。

当时经学兴起，带有迷信色彩的谶纬之

学中就有关于孔子容貌的内容。比如

“孔子反宇，是谓尼甫（一作尼邱）”（《礼

纬·含文嘉》）。

班固《白虎通·姓名》篇记载：“孔子首

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为丘。”所谓“首上圩

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圩顶，言

顶上窳也”，窳通洼，凹低的意思。“圩顶”

即指头顶凹陷。由于圩顶取象于尼丘山，

所以被称作“尼首”。《后汉书·高获传》记

载，高获“为人尼首方面”，唐代李贤注曰：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司马迁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

名曰丘云”，应该是受到当时民间传说的

影响。在《孔子世家》中还有孔子父母

“祷于尼丘得孔子”一句。这似乎说明，

孔子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得名于出生

后头部的生理特征，二是得名于家乡的

一座山名。如果孔子出生前，父母确实

“祷于尼丘”，那么得名于尼丘山似乎顺

理成章。反驳此说的人则考证古人“不

以山川”命名的原则。

持前一说的学者，认为孔子得名于

生理特征，征引了现代医学来解释，婴儿

期如果患有腹泻等症，会引起婴儿前囟

门凹陷，明显低于周围颅骨。学者推测

孔子出生后患病，导致前囟门凹陷。孔

子父亲叔梁纥在孔子出生时已经年过六

旬。由于父亲年龄偏大，可能影响了孔

子先天体质。学者引用晋成公名“黑臀”

（“黑臀”当为胎记）来佐证孔子之命名。

类似的还有郑庄公名“寤生”（“寤生”近

似今天“逆产”）。

如果孔子的名字得自山名，那就和

相貌无关。如果得自生理特征，则与相

貌密切相关。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

理。在没有更加过硬的证据之前，只能

两存之。

再说孔子的身高。《孔子世家》说孔

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

之”。根据战国、汉代出土实物，一尺约

合23.1厘米，这样孔子就有2.2米多高，

和前篮球健将姚明相当。这应该也和当

时的谶纬之学有关。汉代《春秋纬》：“孔

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

就之如昴。”这样看，司马迁还是比传说

中少说了一点。孔子的身高在《论语》中

同样找不到佐证。不过，孔子的父亲叔

梁纥是春秋时鲁国的一员猛将，曾扛起

落下一半的城门，放同伴出去。《春秋左

传》载叔梁纥：“身长七尺，武力绝伦。偪

阳之役，纥抉悬门以出诸侯之师。”

孔子也有类似父亲的功绩，《吕氏春

秋·慎大》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关，

指门闩，国门之关，指用一根巨大横木做

成的门闩。孔子力气虽然不及他父亲，只

身托举起城门，但举国门之关的力气，也

非常人可比。《淮南子·主术训》篇记载孔

子有多项本领：“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

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力招

城关”，即“举国门之关”，可见孔子并不是

一身书生气的夫子，而是英杰。

在民间，相传孔子相貌有“七露”之

说，即“耳露轮，眼露白，鼻露孔，口露

齿”，这种说法最早见于金代孔元措所撰

《孔氏祖庭广记》。民间流行的许多孔子

像都具备上述特征。

孔子是文人画家喜欢描绘的人物

塑造孔子形象，是历代艺术家的一

项重要任务。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传说历史上最早的孔子塑像是孔子

弟子子贡在孔子去世后雕刻的孔子夫妇

楷木像。

西汉时，蜀郡太守文翁修学宫，作石

室，刻孔子坐像供奉。东汉时，桓帝建

庙，在壁上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汉代海昏侯墓漆器屏风，绘有孔子

生平文字及孔子画像，被认为是目前发

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东汉灵帝建鸿都

门学，命画工刘旦、杨鲁画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这两位画工是已知最早的创作

孔子形象的职业画家。山东嘉祥武氏祠

“孔子见老子”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

孔子石刻形象。山东东平县“孔子见老

子”汉墓彩色壁画，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

孔子彩色壁画。

魏晋以后，孔子成为文人画家喜欢

表现的人物。西晋太康时期，益州刺史

张收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东晋顾恺之、

王廙、戴逵等，南朝陆探微、刘滇、张僧繇

等都画过孔子。

唐代时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各地

建孔庙，为孔子塑像。孔子画像和塑像

大量出现。阎立本、吴道子、周昉等都画

过孔子。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有

“双绝”之誉，盖孔子为“文圣”，吴道子为

“画圣”，一图见两圣，是为双绝。这幅孔

子像是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孔子

“标准像”。

为孔子画像代不乏人。明代出现了

按编年顺序反映孔子一生言行事迹的连

环画册。这些画册被称作“圣迹图”。今

天我们见到的各种“圣迹图”，应以明正

统九年（1444年）张楷序刊的“圣迹图”

木刻本为最早。清代改琦手绘的《孔子

圣迹图卷》现存10幅，属名家真迹。

两幅明代佚名画家的《孔子燕居像》

是流传较广的孔子像。

近代以来孔子画像更是数不胜数。

任伯年、徐悲鸿、黄羲、戴敦邦、刘国辉、

毕建勋、马振声、黄发榜、冯远、于受万、

孔维克等名家都创作过相关画像。

今天我们如何呈现孔子的样貌？

如何呈现孔子的样貌，是摆在历代

画家面前的一个难题。头顶凹陷在画像

中不好呈现，呈现出来也不好看，不能体

现孔子的威仪。所以这一特点几乎在历

代孔子画像中都难以看到。

此外，孔子孙子子思曾有“先君生无

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孔丛

子》）这样的话。如果属实，那么孔子连

眉毛和胡子都几乎没有。但是我们看到

的孔子像，几乎都有浓密的须眉。如果

在画像中呈现没有胡子的孔子，实在是

有违古人心目中孔子高大的形象。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身高很出众，但

是这一点也几乎没有体现在画像中，如

果真把孔子画得有两米高，他周围的人

都比他矮半截，在构图上实在难看，显得

很不协调。

总之，绘画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

研究追求的是“真”，绘画追求的是“美”

和“善”。归根结底，真善美是一体的。

但还是各有侧重。通过学术研究来探

求孔子的真实相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认识孔子，也有助于画家更好地呈现孔

子。而画孔子像和雕塑孔子像，一方面

是艺术创作，要追求“美”的效果，另一

方面也是价值观的宣扬，要追求“善”的

效果。

笔者认为，历史人物画创作，不是以

物质材料来描绘人物，而是画家用心灵

穿越时空的帷幕，与我们辉煌文明史中

的不朽灵魂对话，以现代人的心智和情

怀诠释历史和历史人物。那些我们在史

籍上读过并想象过千百次，但始终朦胧

模糊的形象，被绘画者充满情感的画笔

塑造出来，辉耀于读者眼前，这是画家神

思妙想的结晶。这是我研究孔子画像三

十多年的心得。

当代画家创作历史人物画，已有很多

成功先例。如蒋兆和创作的张仲景、孙思

邈、张衡、祖冲之、曹操、杜甫、李时珍；刘

旦宅创作的秦始皇，李斛创作的关汉卿，

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教科书上以他们

创作的形象为这些历史人物的画像。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杰出

人物，是我们当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宝

藏。我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艺术家可

以创作，也应该创作出新的形神兼备的

孔子形象。新的孔子形象应该既能体现

历史上孔子的神韵，同时也能被现代广

大读者所接受和认可。新的孔子形象既

是赓续传统的，又是符合时代审美的。

文图均据光明日报

孔子到底长什么样？
□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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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人们在纪念孔子之时，恐怕也会好奇，孔子到底长什么样？作为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既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古圣贤，也是
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气质，还深刻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等儒家文化圈。

孔子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楣上，孔子与古埃及的摩西、古希腊的梭伦的塑像并排站立。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宣言》，写
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这样一位现代人最熟悉的古人，我们对他的相貌如何却知之甚少。翻开《论语》，我们可以看见孔子的笑——“莞尔而笑”，孔子的哭——
“颜渊死，子哭之恸”，孔子的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的骂——“朽木不可雕也”，甚至孔子如何穿衣、吃饭、如何睡觉的细节都
有，但是对孔子的相貌却少有论述。

孔子像。

东平汉墓彩色壁画孔子见老子（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