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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分析了古典中国哲学中出现的两种人类本性的观念。
除此之外，本书重点在于考察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历了漫长发展历程的思想的萌芽。
这一思想，即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发展中。
　　先前的古典中国哲学的评论者在这一点上误入歧途：儒家主张，等级制的社会的合理性是由自然
本身的等级制特点证明的，人类具有不平等的德性。
将这一主张同中国思想中的主流学派联系起来是正确的；然而，“平等”与“不平等”的概念的复杂
性恰恰迷惑了许多学者，掩盖了早期中国“人”的观念的本质特征。
“平等”，当其运用于人类的时候，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广泛的意义。
其一，它暗示了一切人，具有类似的价值（“价值”的意义各不相同），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
他们应该接受平等的政治或经济权益，以及在法律面前受到公正对待等等。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主流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立场是，相信人（作为成人）具有不平等的德性，因此不
平等的对待是合理的。
其二，这一意义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指的是所有人出生时共有的普遍性质。
本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平等与中国早期“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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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等级制度历史的文明，对于人的观念会包含“平等”的成分吗？
    作者聚焦于先秦时代中国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
作者区分出成年人和孩童两个阶段。
作为成年人，在评价意义上人与人由于德性有高低，所以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对待；但在人之初，所有
人都具有人类普遍的特质，从描述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同样成为圣贤的潜质。
不论道家和儒家都分享这一共同前提。
    由于这一观念，直接产生了中国主流思想对于教育和楷模的高度重视。
因为人天生是平等的，所以通过教育和树立楷模，所有人都有可能成就理想人格。
这一观念在先秦之后成为中国人建构社会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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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世袭特权的否定有两个根源：西周（公元前1111－前771）的宗教观念以及春秋和战国时期变动
的社会情况。
这种宗教观念是，上天无偏私的容纳各种行为，对于任何人或部族都没有偏爱，行为具有德行的任何
人都会被上天所知觉，并被提升到统治地位。
周王室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观念，以此来使他们征服商朝的要求合法化，但是这一权宜之计的运用并没
有损害这一思想在早期中国的持久力量。
由于天被看做是公正无私的，由于美德是占据最高位置的标准，由此可以引申说一切职位都应当如此
。
　　对于世袭制特权的普遍否认背后的社会背景错综复杂。
大体上涉及两个因素：曾经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紧密的氏族制度的日趋衰落，以及出现了向低等级
的人们开放的新的职位。
很明显，在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内在联系，但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
　　商代（公元前1751－前1111）实行着相当严格的族外婚姻制度。
据信，违反了“同姓不婚”⑥这条禁忌的人就会遭受疾病的侵袭。
“同姓”这一表达方式可能包括“同一血统”⑦的意思。
在商代，王室一般实行族外婚，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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