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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
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
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
鲁国。
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
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
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
于孔子的"亚圣"。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
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
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
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
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
线索。
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
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
式。
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
，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
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
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
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
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
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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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
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
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
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
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
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
"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
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
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
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
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
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
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
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
己的手段。
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
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
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
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
体。
他说："诚者，天之道也。
"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
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
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
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
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
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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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性论　　当时的人性论有三种：无善无恶；有善有恶；善。
第一种是告子的主张；第二种是公都子的看法；第三种是孟子的观点。
后来才出现了苟子的性恶论和董仲舒的三品论等等。
从孟子的观点来看，告子与公都子的人性论都是错误的，是应该批评的；告子把人性沦为动物性，公
都子陷入外因论。
孟子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指出他们“失误”的症结所在。
　　先看孟子与公都子的争论。
　　公都子是这样立论的：周文王、周武王在位，人们都向上好善；周幽王、周厉王在上，人们趋下
行恶。
所以说，人性无所谓善恶。
尧是圣君，手下却有行恶的百姓；瞽叟是坏父亲，却有舜这样的好儿子；纣王是暴君，却有微子启、
比干这样肝丹昭明的忠臣。
所以说，人性有善有恶。
　　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他的看法却接近告子。
他讲的“无善无恶”论径直从告子而来，“有善有恶”是他自己的观点。
他引申告子的看法讲的事例，是外因论：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之善恶，取决于君王。
这里的矛盾在于：如果有人性，那么这人性是从君王那里灌输来的。
从君王灌输来的便不能叫做人性，严格地说，那是君性，不是人性。
这是就他的“无善无恶”说来讲的。
就他的“有善有恶”说来看，人性没有普遍性，有的善，有的恶，两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性质，却用
一个善的概念笼统称呼，于是陷于矛盾。
　　公都子讲的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因此这种看法有一定市场。
如果承认了这个观点，便动摇了孟子的“人性善”理论。
孟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
对第一种看法的批评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
就是说，人性并非从外灌输而来，而是人生来就有的东西，尽管是萌芽、端倪，也是自在的。
可见，外因论是站不住脚的。
对第二种观点的批评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
若夫不善，非才之罪也”。
（《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人的资质可以为善，这就是我所说的善。
至于不善，并非是人的资质有问题，而是人没能发挥他的资质。
资质生长，沿着同一规律，不会有两个方向，因此不能说人性生成有善有恶：这个方向是善，这个规
则也是善。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德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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