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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曾长期被视为亚圣，其地位居于孔子之侧。
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而孔孟并尊，确实也逐渐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
局。
    作为亚圣，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
儒学奠基于孔子，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孔子之后，墨、道、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
到战国时代，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趋于高潮，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道各家的
冲击，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
这种历史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又从另一个方
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孟子使孔子开创
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
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换言之，孟子有承继儒家精
神命脉的历史功绩。
从儒学的衍化看，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孟子的时代，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孟子之后一百余年，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
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
子的回答便是：惟有归于一统，才能达到安定。
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
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难免有迂阔之处，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毕竟折射
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
的影响。
    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地以价值观念为中介。
在孔子那里，儒家的价值系统已具体而微。
然而，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思想还带有原始的浑朴性，这种浑朴性既使孔子避免了价值取向上
的某些片面性，又使其不少观念未能具体展开。
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
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
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
，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
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那末，孟子则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当然，孟子在展开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凸显了儒学的某些负面趋向。
在天人关系上，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原则固然得到高扬，并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涵，但自然的原则不免
有所忽视；在名实之辩上，理性环节获得了较多考察，但感性闻见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在力命关
系上，道德领域的主体自由诚然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经天纬地的历史创造则又被淡化；在义利关
系上，道义的内在价值一再得到强调，但功利的意识又被过分地抑制。
此外，群体原则的提升与个体原则的相对弱化，拒斥异端所蕴含的独断趋向，现实的批判意向与往古
的理想化之间的纠缠，等等，这些方面使孟子所系统化的儒学又呈现出复杂的意蕴，并相应地对中国
传统文化形成了多重影响。
    按传统的看法，儒学以内圣与外王为主题，在孔子那里，二者已开始得到双重确认。
相对而言，孟子对内圣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孟子本人并非远离经世之域，但其价值追求的逻辑归宿，则是内圣之境。
他把自然（天）的人化主要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将人的自由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凸出道义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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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强调自我意识（良知）的功能，以求其放心为学问之道，等等，都处处展示了一种内圣的定
向。
在理想人格的设定上，这一思路表现得更为明显。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目标，在儒家那里，善的追求最后总是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不妨说，
正是人格的设定，集中折射了其价值取向。
按孟子的看法，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自我的实现（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
我），首先便以仁、智等内在品格的形成为标志，成人（达到理想人格）的过程则相应地以内在的善
端为出发点，并表现为这种善端的自我展开。
较之孔子及后起的荀子，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而儒学的内圣走向，也由此获得了
其历史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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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世于鲁国，一个多世纪后，与鲁毗邻的邹国诞生了另一位文化巨人——孟子。
　　一　少年时代　　孟子，名轲，其生卒的具体年月，历来说法不一，根据《孟子》一书所载事迹
，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5年到304年之间。
孟子的祖先是鲁国的贵族。
鲁桓公的庶子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号称“三桓”，仲孙氏又名孟孙氏，而孟子即孟孙氏的后代。
战国时期，曾经称雄鲁国的三桓，其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孟子的先人不得不从鲁迁到了邹。
　　孟子虽是贵族的后代，但其少时，家道早已中落。
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又过早地去世，留下孤儿寡母，相依度日，孟子早年生活之艰辛，由此亦可想见
。
由于父亲早亡，生活与教育的双重责任，都落到了他母亲肩上。
孟子的母亲对孟子期望甚高，为培养孟子颇费精力。
根据流传下来的传记资料，孟子幼年时，他的家坐落在坟地附近，周围时有丧葬的队伍经过，并常常
可以看到落葬的仪式，小孩往往喜欢摹仿，丧葬仪式接触多了，便自然而然也去学样，孟子幼时即常
做丧葬的游戏。
孟子的母亲担心长此以往，对孟子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是，迁居到较为热闹的集市附近。
但集市是商贩活跃的地方，推销各种商品的叫卖声，几乎终日不断，时间久了，孟子也不免受其影响
，注意力往往集中到学叫卖上。
孟母见此情景，意识到商贩活动之地，也非孩子成长的合适环境，于是决定再次搬迁。
经过一番考虑、选择，最后决定安家于靠近学校的地方。
当时学校除传授知识之外，还注重礼仪的训练，身处这种环境，耳濡目染，幼年的孟子也渐渐对礼仪
产生了兴趣，平时常常在桌上放些礼仪用品，做各种祭祀的游戏，并且摹仿揖让的礼节，举止颇合规
范。
在多次选择之后，孟母终于找到了一个教育孩子的理想环境，这一段经历，史称“孟母三迁”。
　　年岁稍长，孟子的母亲便设法使他接受当时较为系统的教育。
开始，孟子并不很用功，常常把学习的功课丢在一边，到外边游玩。
一次，孟子玩后归来，正好遇到母亲在家织布。
孟母问他学习情况如何？
孟子随口答道：也就这样罢！
孟母看到他对学习如此漫不经心，十分生气，一下把织布机上的布割为两段。
孟子见此情景，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要断布？
孟母缓缓地说：让你念书，获得知识，是为了使你成才，现在你荒废学业，不思上进，就像我割断布
机上的布一样，只能成为废物。
如果再这样虚度光阴，将来就惟有成为劳力者了。
母亲这番语气沉重的话，对孟子触动很大。
以后他便埋头于诗书之中，一心走知书达礼的正道。
这段故事，历史上称为“断杼教子”。
　　孟母三迁与断杼教子的具体细节是否真实，现在已不可考。
不过，孟子自幼受到较为严格的家庭教育，并主要在母亲的引导下走上诗书诵读之路，这恐怕还是事
实。
对照孟子后来的思想，其早年的这些轶事似乎不完全是虚构。
《孟子》一书的第一篇便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一段对话，孟子的基本观点是：“王何必日
利？
亦有仁义而已。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早年经历的某些影响：孟子对功利的鄙视，其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孟母有意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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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的商贾牟利活动，如果孟子始终定居于商贩云集之地，并在商贩的叫卖声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其后来的观点与思路也许会另有一番面目；又假定孟子未能从游乐中猛省，则其尔后的圣人气象或许
也不易形成。
　　二　在百家争鸣中重振儒学　　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孟子自幼便形成了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从
孟子儿时摹仿“揖让进退”之礼中，就不难看到这一点。
稍长之后，孟子便入子思一系的儒学之门，开始接受更系统的儒家教育。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从师承关系上看，孟子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显然一脉相承。
按《史记》的记载，孟子曾师从子思的门人，为子思之再传弟子。
从思想倾向看，孟子与子思确实有较多的相近之处，也许正是有见于此，后世常常思孟合称。
　　不过，孟子虽然受学于子思之门，但其志向并不仅仅是弘扬子思之学，而是进一步上承孔子。
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孟子》一书中赞美孔子的话几乎随处可见。
在他看来，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未有一人可以与孔子相比，而他自己的愿望则是效法孔子。
尽管由于时代的前后悬隔，孟子未能直接亲炙孔子，但却始终以孔子的“私淑”后学自居。
平实而论，孟子也确乎可以视为孔子的思想传人。
　　作为一代大儒，孟子不仅致力于儒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备，而且为光大儒学作了独特的努力。
儒家学派虽然在春秋末年已号称显学，但随着诸子的蜂起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儒家逐渐受到了各种冲
击，其显学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
在孟子的时代，“处士横议”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其中墨子与杨朱学派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天下
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墨家学派在春秋末年已与儒家并称显学，它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本主张，将原始的人道原
则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结合起来，从而既满足了人们对仁爱的渴求，又合乎人们求利的需要，在理论上
颇具吸引力，其声势似乎已渐渐压倒了儒家。
杨朱学派以利己为原则，突出了个体的权利意识，这在自我往往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战乱之秋，也自
有其打动人的地方。
此外，法家学派此时也已崛起，他们鼓吹耕战，崇尚暴力，这种学说较之儒家的仁道原则，似乎更迎
合了大小诸侯的口味。
　　如果说，杨、墨等主张在理论上向儒家提出了挑战，那末，张仪之流的纵横家，则以其政治权谋
，在实践上否定了儒家成圣的人格理想。
他们或者主张“合纵”，即联合各弱国以抗衡某一强国，或者主张“连横”，即依附一强国以攻众弱
国，其手段则不外乎玩弄谋略术数。
正是凭借谋术，纵横家们获得了权倾天下的地位。
纵横家与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圣人与君子具有完美的德性，并注重以
德性的力量去感化当政者，纵横家则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置人格廉耻于不
顾。
然而，在现实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并不是儒家的彬彬君子，而恰恰是以谋术见长的纵横家，从《
孟子》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与孟子同时代的景春曾当着孟子的面赞颂纵横家：公孙衍（主张
合纵者）、张仪（主张连横者）真是大丈夫，他们一发脾气，诸侯也都害怕，平静时，则天下安然无
事。
纵横家的得势从一个侧面表明：儒家已受到了历史的冷落。
　　百家争鸣对儒家的冲击，以及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化趋向，在某种意义上使儒学走向了历史
的低谷。
如何重振儒学？
这便是孟子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而孟学在儒学衍化中的地位，也与这一问题相联系。
孟子本人对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孟子好辩，孟子的弟子公都子曾问孟子何以喜欢与人论战（好辩），对此孟子作了
一番解释。
他说：我之好辩，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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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天下再没有出现圣王。
诸侯无所忌惮，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横生议论，杨朱、墨翟的主张充塞天下，孔子之道反而难以发扬。
从而造成邪说欺骗百姓、仁义的原则无法实行的局面。
我对此深为忧虑，于是起而捍卫先王之道，抨击杨墨的学说，驳斥各种荒谬的观点，以端正人心，上
承周公、孔子之道。
孟子的一生，确实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孟子对儒学的振兴，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通过发挥与深化儒家的基本观点，使儒学逐渐趋于完备和定型。
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已大致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框架，但它在理论上还有待于展开。
孟子由师从孔子门人子思，私淑孔子等等方式而接受了儒家的基本原则，由此出发，又进一步从天与
人、群与己、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等关系上，对儒家学说作了系统的阐发，并使之得到了多方面的展
开。
可以说，正是在孟子那里，儒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内容，并进一步展示了其深沉的理论力量，后者不仅
使儒学的传统得到了承继，而且使之在百家争鸣中保持了某种理论上的优势。
　　与正面的理论建树相辅相成的，是所谓“息邪说”、“放淫辞”，即通过论战，以拒斥儒家之外
的各种学说与观点。
前文已提及，孟子在战国时期有好辩之名，这里的辩，即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争论。
纵观孟子一生，他几乎与当时各派都展开过不同形式的论战。
在滕国，他曾与农家的陈相就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行争论，肯定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合
理性；当告子在人性问题上对性善说提出异议时，孟子反复诘难，以论证人性本善；听到景春盛赞纵
横家，孟子立即予以回驳，以为公孙衍、张仪一味取悦诸侯，只是“妾妇之道”，根本不能算大丈夫
；至于墨子、杨朱之说，孟子更是拒之不遗余力。
总之，好辩的形式所内含的历史意义，乃是对儒学的回护和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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