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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认识和处理人生观中诸如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等根本性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义利、公私、
理欲、德才等人生价值选择问题，如何继承批判孝、忠、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道德的基本要
求，这是我们每个入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本书从哲学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中撷取精华，给出大量知识性信息和实践案例，以为当下的借鉴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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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人性论传统人性论思想的历史演变传统人性论的特点与意义传统人性论的影响人生观首先是对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人性或人的本质论简称人论，也就是要回答人是什么或
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性论或称人论成为各种文化与社会历史哲学的元问题。
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与探索，是人生智慧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西方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以隐谜害人的怪物，它长着美女的头、狮子的身子，总在底比斯城外悬崖上蹲
着，对路过的人说出谜语，凡答不出来的，就将其撕成碎片，并吞食干净。
很长的时间里，都没人能答对它的谜语，它已经吞食了无数的牺牲者。
但是，当一个叫俄狄浦斯的英雄来到它面前时，它说出了一个自认为是最难的谜语，却一下子被俄狄
浦斯猜中了。
它给俄狄浦斯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早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
俄狄浦斯回答：是人。
在生命的早晨，他是个孩子，用两条腿和两只手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变成壮年，只用两条腿走
路；到了生命的傍晚，他年老体衰，必须借助拐杖走路，所以被称为三只脚。
俄狄浦斯答对了。
斯芬克斯既气恼又羞愧，便怪叫一声，自己从悬崖上摔下跌死了。
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常被用来作为西方文化对人的思索探讨的象征。
其实，人的问题是各民族哲学和文化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上述神话表明西方文化在很早的时
代就关注入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西方哲学的起点和重心还是以自然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像泰勒斯、
毕达哥拉斯这些早期的西方哲学家，其思考的重心主要是在自然哲学问题上，直到苏格拉底，西方哲
学才比较重视人的问题的思考。
相比起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一种人文主义类型的文化，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把关注的
重点放在了对人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上。
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兴盛于周代，而周人精神文化的特征就是舍弃了“商人尚鬼”的价
值趋向，而代之以“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人文主义精神。
人是什么？
人性是善是恶？
中国先哲们很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如此，在中国，关于人性的思考直接成为道德修养与国家治
理的理论基础。
一个民族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理论假设是形成一定民族文化特质的理论基础，对民族文化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
人性论思想预设或一种民族文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成为其人生观的首要问题，是价值观与道德观的理
论前提。
因此，在我们试图了解中国传统的人生与道德智慧时，就首先要了解中国思想史上先哲们对人性的看
法和观点、性质和特点，并了解这种理论特点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一传统人性论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性论问题的探讨源于孔子，他只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
阳货》）一句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初生时本性都是相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人为的活动才
造成了诸多的差异。
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而且，说了一句子实而大而化之的话，但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在中国思想史上首
次明确提出了人性论问题。
在此之后，在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围绕人性善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人性论思想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在先秦枢心时代，人性论的争论和理论形态主要是对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可以将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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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概括为善恶人生论。
虽然形成了数种观点，但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为要。
第二阶段则是从汉至中唐时期，其人性论特点主要是性三品的等级人性论。
汉以后，人性论虽仍然是以善恶为中心的，但却想从理论上调和孟荀的冲突。
先秦时期的人性论所关注的是人性普遍的善恶问题，汉唐时期的人性论关注的重点由普遍性转向特殊
性，基本的理论是“性三品”说，着重从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出发规定人性的善恶。
中唐后至宋到明末清初则为第三阶段，其理论特点是人性善恶二分理论。
宋代人性理论的特色是性（天地、天命）气（气禀、气质）二分。
这种理论不再满足于一般性地判定和评价是善是恶的问题，而是要求回答人性为什么会有善恶之分，
即善恶不等的人性从何发源的问题。
这就使人性的讨论超出了纯道德观的领域，而使它与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到明末清初的批判总结时期则表现为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完整、平等、理欲统一的人性论。
这便是中国人性论思想发展的大概线索。
在先秦时期，之所以围绕人性是善是恶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思想家们对人性是什么这个概
念的理解不同，可以说以告子为代表的人性无善无恶论，以世子（硕）代表的人性有善有恶论和荀子
的性恶论都是从“生之谓性”的角度理解人性的，即人性在他们看来是人生而具有的生理资质和本能
。
而孟子的性善论则是把人与禽兽的差别当做人性。
在告子看来，人的先天生理资质和本能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既可以引其向善，也可以引其向恶
，就像水既可以向东方流也可以向西方流一样。
世子也是从人的自然资质方面解释人性的。
在他看来，人是一个阴阳二气凝结的生命体，也是善恶两种因素的集合体。
盖阳气方面体现着人的善性，阴气的方面体现着人的恶性。
从先天的角度说，人性的善恶是并存的，或者说人性是善还是恶并不是确定的。
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现实人性取决于每个个体的修养。
荀子也把人性的内容看成是与生俱生的生理欲望和自然资质。
他认为，这种自然的资质和本能从本性上说是自发的，而自发的东西本来就是与社会的礼义规范、社
会秩序矛盾和敌对的，因此从道德性上来说就是恶的。
人间的善不起于人的本性，而起于人对自己本性恶的危害性的认识，起于人对自己恶的本性的限制和
改造。
荀子以“伪”（人为）来区别人与动物，提出人因有“伪”而起礼义法度，因礼义法度而“能群”，
因“能群”而战胜外物，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境界。
不过，荀子虽承认“伪”使人成为“人”，但不以“伪”为人之本性。
孟子的一个基本思想倾向是对的，这就是认为以生释性是不能把人与动物严格区分开来的。
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等同于动物的。
伦理学讲性，不是讲一般的物性，是要讲人性，而要讲人性，就必须讲人之为人的那一部分特质。
人性善论是从德性上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道德。
人先天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个善端，由此而生出仁、义、礼、智四种道
德，人具有先天的善本能，把它引申出来就是社会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规范，把它发挥出来
就是善行善德，人能否过完善而无弊端的生活，关键在于能不能保持人先天本有的善性。
先秦时期，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自己，人与人之间全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关系，甚至父子间
也是一种计算的关系，好利恶害，这就是人性。
就其讲的人性的内容而言与荀子所说的人的自然本能是一样的，但韩非的人性论类似于西方的自然主
义人性论，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性恶理论，因为他并没有说这种自然的人性是善是恶。
性三品说的最早倡导者是西汉的董仲舒。
他将人性从总体上区分为仁（善）贪（恶）两方面，这是由于“人副天数”而由天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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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天赋的仁贪之性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由于配合和比例的不同而形成了三品（三等），即先天性
善、不教而成的上品圣人之性，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斗筲之性”和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
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
显然，圣人之性源于孟子的性善，斗筲之性源于荀子的性恶，中民之性则既可看做是对先秦性有善有
恶论的继承，也可认为是对性善性恶二论的综合。
通过中民之性的过渡，董仲舒就将孟子的先天性善和荀子的后天性善沟通了起来。
先天性善是为了维护纲常人伦的绝对性，后天性善则是为了说明君主统治和教化的必要性，二者缺一
不可。
王充的人性论基本上是董仲舒性三品说的继续。
他的特点，是以元气的禀赋论证人的善恶差异，所谓“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有恶也”（《论
衡?率性》）。
唐代的韩愈是性三品说的又一主要代表。
他的特点是在区分性、情范畴的基础上将性三品发展为性、情。
性是先天的，情则是后天的，判断性善与否的标准是人是否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德，因其皆备、不完备
、不具备而有上、中、下三品。
情有七，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与外物相接触时的心理反映，上品之情发动恰到好处
，中品之情则有过不及，下品之情则恣其所以，毫无约束。
性情三品的人格体现，是构成社会的三个基本等级，即君主（圣人）、臣和民众。
李翱不同意韩愈在性情一致基础上的性情三品说，而将孟子的性善与佛教的情恶结合了起来，构成性
善情恶说。
性本善而为情所惑，恶是情之动的结果。
性本为静，而“复性”便是由动而惑的恶的人情复归到静而觉的善的本性。
静或动既是善恶行为的前提也是评价善恶的标准。
从道德论上说，超越动静的实质在祛除欲望，这样，将儒家的寡欲与佛教的禁欲结合了起来。
北宋的张载从气本论出发来说明人性问题，认为人性是“湛一无形”的太虚之气和有象可感的阴阳之
气相合而成的产物，故将原本浑混为一的人性一分为二：反映太虚本质的称为天地之性；反映阴阳气
化并构成人的形体的则称为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因其来源于本然之气，故纯善无恶；气质之性由于禀受阴阳之气的清浊不等而有善恶之分，
禀其清者为圣贤，禀其浊者为愚顽。
天地之性是一次性完成而不可变化的，气质之性则始终在变化中。
作为君子，应当以“变化气质”为己任，不应固守其气质之性为性。
变化气质虽是内在的修养工夫，但“变化”所依据的仍是社会公认的外在的礼法，不论是成性还是全
善，终归是由社会价值系统来衡量和评价的。
变化气质的完成意味着内在的价值体验和外在礼法的完美的合一。
二程（程颢、程颐两兄弟）的人性论亦是采取性、气二分的理路，肯定人有同一之性又有差别之性，
差别之性亦来源于气禀之清浊．但二程以理为本，主张性即理，故与张载认为人的同一本性来源于太
虚之气不同，认为人性来源于理，是理和气结合的产物。
但本性不论是气还是理，在道德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纲常人伦的原则，而气质之性的概念则是
为了解释饮食男女之欲，前者纯善而后者有善有恶。
朱熹从理本论出发对张载和二程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总结，将性与气对分的人性概念规范化为天命之性
与气质之性的对立，并将《中庸》“天命之谓性”和二程“性即理”的思想结合了起来，认为在天通
过阴阳五行之气产生出万物形体的同时，理亦被命于其中，人们能够生存，实有赖于天赋之理构成其
性。
不过，天命之性虽是理本体的代表，但它并不能独立自存，它与气质之性是同存与共的；而气质之性
也不只反映气的特性，它是理与气相杂的产物，故又不能完全归结为恶。
朱熹总结说，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范畴的提出，是中国人性理论的一大发展。
按此格局，孟子的性善实际上偏于天命之性一方，讲了本原而忽略了现实；荀子的性恶、扬雄的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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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混又只注意了气质之性，蒙蔽了先天的至善本原；而从董仲舒到韩愈的性三品，实际上也都是从气
质之性立论的。
所以，朱熹高度评价了张载和二程区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见解，因为它第一次为善恶的起源奠定
了生成论和本体论的基础。
性之二分既维护了儒家性善的道德原则，又容易解释善恶不等的现实人生。
朱熹因之感慨说，张、程之说如果早出世的话，孟子以后关于性之善恶的一切争论就都不会产生了。
明末清初，王夫之从气本论出发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范畴的改造主要体现在其“性者生理也，日生
则日成也”（《尚书引义》卷三>的理论。
他认为天命之性非一次完成，先天的“胎孕”之命与后天的“长养”之命都属于天命。
人自幼迄老，天日命予人，而人日命于天，故性日生日成。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性在理学家那里的不变本体的地位，天命不再是纯客观的必然，而是附加了主体
的自由，充分肯定了人为对于人的本性生成和发展的意义。
与此相应，他还强调丁后天人为“习”的重要意义，认为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并非客观普遍的先天必
然，而是由人之习来体现和完成的。
比王夫之稍晚的颜元则从本体论的“理气一致”推论人性论的“性形不二”，认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
性的区分实际上没有必要。
它们双方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
王、颜对宋儒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理论的总结，是古代哲学对人性的差异和善恶评价问题的思考的最
后成果。
它是以人性的统一和人性的平等、善恶评价的平等为特点的。
它与这一时期要求天理和人欲的统一、道义和利益的统一等道德观上的其他主张是一致的。
二传统人性论的特点与意义传统人性论的特点，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即社会性、道
德性与乐观性。
以下试分别展开分析。
第一，社会关系性的人性本质理论。
《中庸》转述孔子的观点认为：“仁者人也”。
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人的基本规定与设计。
“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
义。
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
也就是说“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其本质的，人的本质就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人的本
质就存在于这种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独立的个体或个性中，独立的人是有身无心的，人的精神
性、本质性规定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中。
荀子也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
曰：分。
分何以能行？
曰：义。
”（《荀子。
王制》）荀子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人区别于万物牛马之处不仅在于人有理性、有道德，最根本的区别就
是“人能群”即人的社会性，正是因为人能有社会分工与合作，以一种社会性的力量而“牛马为用”
，才高于牛马，成为万物之灵，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在于其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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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社会更和谐，而且会提升我们的人格品位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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