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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
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
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
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
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
，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
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
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
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
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
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
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
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
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
为根据。
可以说是“质地名词”。
“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
”。
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
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
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
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
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
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
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
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
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
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
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
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
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
莽、灭裂，更何待论。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
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
透过这一关。
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
《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
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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