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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身：孟子的生命哲学》分&ldquo;心性内涵&rdquo;、&ldquo;进德要领&rdquo;、&ldquo;价值
评断&rdquo;、&ldquo;政治观点&rdquo;、&ldquo;处世态度&rdquo;与&ldquo;人生理想&rdquo;六章，计
五十一个项目，将孟子的生命哲学，全面展现开来。
孟子与孔子的精神前后呼应，他将孔子浑圆通透的德慧辨而示之，完成了儒家圣学的弘大规模。
他深刻体会到唯有立人道于仁义，才能安顿生命，才能使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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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锦贤，1953年生，台湾彰化人。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
国文研究所硕士、博士。
曾任中学中文教师，台北科技大学讲师、副教授，现任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张横渠思想研究》《儒家保生观与成德之教》《易道之&ldquo;惧以终始&rdquo;论述》
《庄子天人境界之道路》《众生病则菩萨病》《康德美学析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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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心性内涵性善之说与生之谓性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人皆可以为尧舜　性之与反之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第二章 修德要领养心莫善
于寡欲养气与知言居移气，养移体　求其放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知命与立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操
心危，虑患深仁在乎熟　豪杰自兴第三章 价值评断义与利王道与霸道由仁义行与行仁义执中与执一天
爵与人爵大人与小人大勇与小勇狂狷与乡原　养志与养口体所性与所乐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第四章 政
治观点仁者无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与民同乐　富民而后能教民任用贤才善士乐天与畏天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君臣对 等互动善战者服上刑劳心与劳力第五章 处世态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心系济世安
民天下溺，援之以道不见召以为臣说大人，则藐之　父子之间不责善不以天下俭其亲相友以德，不可
有挟教亦多术　品鉴以论入第六章 人生理想结论以大舜为尽伦之典范以孔子集大成之圣格为归趋征引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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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心性内涵　　性善之说与生之谓性　　所谓&ldquo;性&rdquo;，专就天地万物的个体说
，而不就其整体说。
任一个体，都有其存在的特质，因而能表现各种样貌；个体存在的特质，或是其&ldquo;存有&rdquo;
，便以&ldquo;性&rdquo;称之。
广泛地说，物类莫不有其性，生物有之，无生物也有之。
就哲学上对&ldquo;性&rdquo;的探索言，重点不放在植物以下之所谓&ldquo;无情&rdquo;者，而放在动
物以上之所谓&ldquo;有情&rdquo;者，尤其是放在&ldquo;人&rdquo;这里。
人和其他动物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
人固然有特殊的躯体结构和心智能力，而有别于其他动物；然而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也有饮食好色等
生理的欲求及趋利避害等生物的本能。
从同具动物性的欲求与本能上看，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不过人往往表现得更为精致而已。
那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人有道德意识，能从事道德实践，这是其他动物所欠缺的。
所以人存在的本质可以包括两方面：一是形气自然的存有，一是形上道德的存有。
前者为人的动物性，这是人的&ldquo;物性&rdquo;；后者为人的道德性，这是人的&ldquo;神性&rdquo;
。
唯有从道德性看人，　　才能真正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文献中，&ldquo;性&rdquo;字大抵指向自然存在的本质；自然存在的本质包括
较低层次的本能、欲求及较高层次的气质、天分。
如《尚书？
召诰》所谓&ldquo;节性，惟日其迈&rdquo;，是说要节制骄淫的欲求，才能使道德天天进步。
《诗经？
大雅？
卷阿》所谓&ldquo;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rdquo;，是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让你能满足欲求，称心如
意。
但这并不表示古人没有道德意识，只是不从这里说&ldquo;性&rdquo;而已。
　　《论语》中提到&ldquo;性&rdquo;字的只有两个地方。
其中之一见于《阳货》2章孔子所说的&ldquo;性相近也，习相远也&rdquo;。
历来对&ldquo;性相近&rdquo;一语有不同的理解。
程伊川说：&ldquo;孔子言&lsquo;性相近&rsquo;，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
只论其所禀也。
&rdquo;（《二程遗书》第十八）他以为若从本原之义理上说性，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不可
说&ldquo;相近&rdquo;。
因为说&ldquo;相近&rdquo;，内涵有所不同；这有所不同的&ldquo;性&rdquo;，只能从气禀上说，不能
从义理上说。
王阳明说：&ldquo;夫子说&lsquo;性相近&rsquo;，即孟子说&lsquo;陛善&rsquo;，不可专在气质上说。
　　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
&rdquo;（《传习录？
下》）他以为若从气质上说性，则每一个人的性或刚或柔、或清或浊，差别很大，不能说彼此&ldquo;
相近&rdquo;。
所以孔子这里所说的&ldquo;性&rdquo;，只能从义理上说，跟孟子所说&ldquo;性善&rdquo;的性同一指
涉。
从义理上说的性，每一个人都相同；阳明在这里，是把&ldquo;相近&rdquo;解释为&ldquo;相同&rdquo;
。
孟子说一个放失其良心的人，&ldquo;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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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上》8章）。
在这里，&ldquo;相近&rdquo;是&ldquo;相同&rdquo;的意思，所以阳明对&ldquo;性相近&rdquo;的理解
，并非无据。
《论语》中&ldquo;性&rdquo;字另见于子贡所说的&ldquo;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不可得而闻也&rdquo;。
（《论语？
公冶长》13章）在这里，&ldquo;性&rdquo;与&ldquo;天道&rdquo;并称，&ldquo;天道&rdquo;是形而上
的，则&ldquo;性&rdquo;或许也是指形而上的义理之性，但不必然如此。
不管孔子有言或无言，&ldquo;天道&rdquo;与从义理上说的&ldquo;性&rdquo;总是深奥难解，所以子贡
说在这两方面&ldquo;不可得而闻&rdquo;于孔子。
然而从气禀上说的&ldquo;性&rdquo;相当复杂，要通盘把握，也很不容易，则子贡&ldquo;不可得而
闻&rdquo;之&ldquo;性&rdquo;，未尝不可从这方面说。
因为相关的章句太少，难以确定孔子言性的内涵。
放宽来看，可以说孔子言性是义理、气禀两头通的。
　　孔子所说的仁、义、礼等道德法则，都是从人内在真诚的道德心发出来的，可见道德心也是人的
特质。
孟子于是进一步说这能自发仁、义、礼等道德法则的道德心就是人的&ldquo;性&rdquo;。
道德心是纯善无恶的，所以说&ldquo;性善&rdquo;。
孟子&ldquo;道性善&rdquo;，并不在否定人自然存在的本质，而是在通透人生价值的根源，使道德实
践有一形上的根据。
孟子对于人有感官方面的生理欲求当然很清楚，但要人正视此一天生具备的道德本质，并将它体现出
来，以表现人格的尊严。
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谓命也。
（《尽心下》24章）　　人的耳目对于美好声色的喜爱，鼻口对于爽口香味的满足，手足对于安乐舒
适的需要，这些都是属于其生理上的欲求，所以孟子首先承认这是性中所有之事。
然而我们虽然有这些感官方面的需求，却不一定能获得相对的满足，而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
，也就是说在这里有命存焉；命是人生的限制原则。
因此讲究修德的君子并不一味追求它，强调在这当中&ldquo;有命焉&rdquo;，而不说它是性。
反之，仁在父子之间相互亲爱，义在君臣之间的各尽其道，礼在宾主之间的往来恭敬，智对于贤者的
深人了解，以及圣人对于天道的印证体会，这其中或有不能尽分处，或有不能透彻处，总难做得十全
十美，也是有所限制的，所以孟子首先承认在这当中有命存焉。
然而有德的君子体认到实践这些德行是人的天职，唯有努力奉行天职，才能使心灵获得快意满足。
也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的实践有其生命中内在的根源，所以说在这里&ldquo;有性焉&rdquo;，而不
说它是命。
　　与孟子同时的告子对性持传统所谓自然存在之本质的看法，无法体会孟子&ldquo;道性善&rdquo;
的真正用心及此一慧解在道德实践上的价值，乃有与孟子对于人性观点的论辩。
在《孟子-告子上》前几章孟子与告子的论辩中，虽然从纯粹推理上看，孟子未必占上风，而告子也未
必居下风；但是孟子对人性的洞见却是告子觉察不到的。
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经由告子论性之言看出其对人性的观点。
告子说：　　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椿也。
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椿。
（《告子上》1章）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告子上》2章）　　生之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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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上》3章）　　食、色，性也。
（《告子上》4章）　　性无善无不善也。
（《告子上》6章）　　在以上诸义中，&ldquo;生之谓性&rdquo;可以说是告子立说的总纲领，其他的
论点，只是这一说法的辗转引申。
牟宗三先生说：&ldquo;&lsquo;性&rsquo;即是出生之生，是指一个体之有其存在而言。
&hellip;&hellip;&lsquo;生之谓性&rsquo;意即：一个体存在时所本具之种种特性即被名日性。
&rdquo;　　（《圆善论》，页5～6）这里所说的&ldquo;个体存在&rdquo;，乃是从生物学上看的自然
生命之个体存在。
告子所谓&ldquo;生&rdquo;，是就个体生命的存在说；？
而其存在所本具的种种特质就是其性，所以说&ldquo;生之谓性&rdquo;。
董仲舒说：&ldquo;性之名非生与？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
&rdquo;（《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这是告子&ldquo;生之谓性&rdquo;一语之详说。
所谓&ldquo;如其生之自然之资&rdquo;是说相应于那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这自然资质就是个体存在
的种种特质。
从这个地方说性，不但异类之间不同，就是同类的不同个体之间也有所差别。
然而自然生命有共同的生理需求，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食欲和色欲，所以告子言&ldquo;食、色，性
也&rdquo;。
食、色等欲求固然无善可言，也唯有在过甚其求而对己或对人造成伤害时才可说恶，所以纯粹就食欲
和色欲等生理需求本身来看，是道德地中性的，所以告子说&ldquo;性无善无不善&rdquo;。
既然只是以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看人性，则其中并无道德的成分，所以会把仁义等道德律则看成只是
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可以被人认知。
人们不能顺其自然的资质，必须扭曲之，以符应外在的道德律则，才能表现道德的行为；犹如不能顺
着杞柳的枝条，必须加以人为的斫削，才能造成盛物的屈木容器。
再者，人性固然可经由人为的造作表现善，当然也可以经由人为的造作表现恶；就好像潆洄的流水一
般，其向东流或向西流，初无定然，全看被引导向东方或被引导向西方而已。
因此，若只从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看人性，则人性是中性的，而告子所说也是对的。
　　孟子经由亲切的体证，确信仁义等道德法则是直接由人的真诚侧怛之心发出来的，这真诚恻怛之
心是人先天本来具备的特质；他就着这种特质以言性，所以说性善。
孟子认为告子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偏颇，想要扭转之，于是对告子说： 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
？
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椿也？
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椿，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乎！
（《告子上》1章）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
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上》2章）　　孟子认为依照告子以杞柳之造成杯椿以喻人性之造成仁义之说，将使天下人
误认为仁义不直接出乎人性而不看重它，甚至排斥它，这会造成对仁义莫大的伤害。
再者，以湍水本来不一定要流向东或流向西，以喻人性本来不一定要表现善或表现恶，这样作类比是
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顺着水性而不加干预，水是向下流去的；同样，如果顺着人性而不去搅乱，人是向善而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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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本低处地面的水如果拍击它让它溅起，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对于原本低处山下的水，如果逼着
它让它逆流，也可以高居山上。
这是情势使然，不是水性原本如此。
同样的，顺着人的天性，人的行为原本可以表现善；如果去搅乱他的天性，就会表现不善。
告子与孟子都借水性以喻人性，两人所说的好像都有道理，这是因为对人性采取不同的观点。
然而孟子心目中所认定之人性的道德性，却是告子看不透的。
　　由此可知，在一个人生命的存在中，&ldquo;自然之资&rdquo;固然是其所本有，&ldquo;仁义之
心&rdquo;也是其所本有，二者都是人天生而有的本质。
告子说性，只是看到前者，未能肯定后者，因而有所偏颇；孟子说性，不但承认前者，更能肯定后者
，所以完备周到。
孟子已经看出人性的这两个层面，不过尚未明显地用不同的名称标示出来而已。
首先用不同的名称将这两种性明白标示出来的是张横渠，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middot;诚明篇》）　　以上所说，显然本于孟子。
&ldquo;气质之性&rdquo;是就人的自然之资说，&ldquo;天地之性&rdquo;则就人的仁义之心说。
&ldquo;气质之性&rdquo;是随着人的形躯而有的，&ldquo;天地之性&rdquo;则是先天本有的。
&ldquo;气质之性&rdquo;是说气质本身这种性，或是从气质方面所说的性。
&ldquo;天地之性&rdquo;不是说天地本身之性，而是说与天地之精神同一之性，或是说从天地生化的
源头那儿来的性，这就是后来程子所说的&ldquo;义理之性&rdquo;。
如是，以气言的性与以理言的性便可作一显明之对较。
要让天地之性存而不放，必须&ldquo;善反&rdquo;，也就是善于自我省察，以化去气质的偏蔽。
气质的偏蔽既然是吾人所要对治的，所以&ldquo;君子有弗性&rdquo;。
&ldquo;弗性&rdquo;就是孟子所说的&ldquo;不谓之性&rdquo;，不把它看做性；也就是说君子必
以&ldquo;天地之性&rdquo;为人的真性。
　　君子对气质之性&ldquo;弗性&rdquo;，只把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看做性；义理之性乃是就吾人纯
粹的道德心而说的，所以说&ldquo;性善&rdquo;。
孟子所谓&ldquo;性善&rdquo;，是从价值判断的源头处言其善，这样所说的善不与恶相对，乃是绝对
的善，所以胡五峰说：&ldquo;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
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
&rdquo;又引其父胡安国的话说：&ldquo;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也。
&rdquo;（《宋元学案？
五峰学案》）性是成就天地鬼神的奥体，也是兴发吾人德行的根源，最是纯粹美好。
这样的纯粹美好，固然不可说是恶，但也不是相对的善，所以说性善的善是&ldquo;叹美之辞&rdquo;
。
牟宗三先生说：&ldquo;孟子说性善，是就此道德心说吾人之性，那就是说，是以每人皆有的那能自发
仁义之理的道德本心为吾人之本性，此本性亦可以说就是人所本有的&lsquo;内在的道德性&rsquo;。
&rdquo;（《圆善论》，页217）&ldquo;道德心&rdquo;是人的&ldquo;本心&rdquo;，本心&ldquo;能自发
仁义之理&rdquo;，这就是人的&ldquo;本性&rdquo;。
所以孟子所说&ldquo;性善&rdquo;的&ldquo;性&rdquo;，就是人之&ldquo;内在的道德性&rdquo;。
牟宗三先生又说：&ldquo;孔子论仁，孟子论性，都是讲道德的创造性。
&hellip;&hellip;德行之所以能纯亦不已，是因为有一个超越的根据；这个超越的根据便是孟子所
谓&lsquo;陛善&rsquo;的&lsquo;性&rsquo;。
&rdquo;（《中国哲学十九讲》，页431）&ldquo;性善&rdquo;之&ldquo;性&rdquo;是使德行纯亦不已
之&ldquo;超越的根据&rdquo;，所以说它是&ldquo;道德的创造性&rdquo;。
&ldquo;道德的创造性&rdquo;不属于&ldquo;自然因果性&rdquo;，而是属于康德所说的&ldquo;特种因
果性&rdquo;，也就是&ldquo;意志的因果性&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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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谓&ldquo;我欲仁，斯仁至矣&rdquo;（《论语？
述而》29章），就是从&ldquo;意志的因果性&rdquo;说的。
　　由此可知，孟子&ldquo;性善&rdquo;之说，本于孔子言仁，是就人的道德心以言性的；而告
子&ldquo;生之谓性&rdquo;之说，只是顺着古来&ldquo;性&rdquo;字的用法，纯就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
而说性。
二人言性所涉及的层面及其在人的道德实践中之功能，迥然不同。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孟子以后的学者言性也有很多人采取告子的路线。
荀子说：&ldquo;性者，本始材朴也。
&rdquo;（《礼论》）性是个体原初的朴实材质，也就是个体的&ldquo;自然之资&rdquo;，它有好利、
疾恶与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等特质，人往往不加节制而流于恶，所以说&ldquo;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rdquo;（《性恶》）；善是人为的造作，这与告子以扭曲人性来造成仁义的见解略同。
董仲舒说：&ldquo;性者，天质之朴也。
&rdquo;（《春秋繁露？
实性》）性是人天生朴实的资质，也就是人的&ldquo;自然之资&rdquo;。
他又说：&ldquo;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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