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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行合一 

——论儒家“仁”的伦理 
王  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  要】仁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它作为全德，是一切德目之首。孔子和孟子系统地阐释了仁的内涵和进路，

它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德性，是人固有的内在本质；另一方面是切于日用常行的具体德行，是人们的道德

原则。仁的实现，不仅需要作为人的本心的恻隐之心提供内在支撑，也需要礼和义作为外在保障。其实现

的最终结果是“反求诸己”的理想的君子人格，为每个人践行仁德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心行合一的“仁”

的儒家伦理学由此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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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字古已有之[1]，其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

中，其本义是对人友善、相亲，正如《说文解字》中对它

的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后来经过孔子和孟子

二人的发展，成为了意蕴丰富的儒家伦理学范畴。本文对

仁的儒家伦理学的分析，将从仁的内涵、内在支撑、外在

保障和理想人格四个方面进行。 

1  德性与德行 

在《论语•颜渊》一文中，孔子的弟子颜渊、仲弓、
司马牛都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分别以“克己复礼为

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其言也讱”来回答他们。

樊迟问仁于孔子，孔子分别以“爱人”“居处恭，执事敬，

与人忠”“先难而后获”等回答他。除去因材施教的教育

方法的影响外，这说明仁在孔子那里不是一条固定的德

目，而是全德，正如蔡仁厚先生所言：“仁超越一切特定

德目，又统摄一切德目，所以仁是全德之名”。[2]因此，

要分析儒家的伦理学，必须从仁这一全德入手，它作为核

心，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首先，它是内在于心的德性。在《论语•阳货》一篇

中，宰我对孔子说，父母去世后，子女为其服丧三年的时

间太长了，一年的服丧期足矣，一年之后便可以食稻衣锦，

自己这么做并不会感到不安，孔子听后斥宰我为“不仁

也”。[3]他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

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

的意思是说，小孩生下来，到三岁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

抱，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葬礼，并反问难道宰我对父

母的爱连三年都没有吗。由此，仁首先体现的是“爱其父

母”，这种爱是从我们的内心中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然的

感情，做不到“爱亲”的人内心会感到不安。在《礼记•
中庸》中，孔子进一步强调了“爱亲”是仁的最基本体现，
[4]他在回答鲁哀公时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前一个

“亲”即“亲爱”的意思，后一个“亲”即“父母”的意

思，仁就是对父母要有亲爱的感情。 

其次，它是实现于外的德行。人的情感是向外的，它

需要实现出来，仁的德性由此就化为外在的德行。因为仁

首先是对父母的亲爱之情，所以在具体的行为上就体现为

事亲，即孝。如孔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孟子继承了这一点，提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仁的

实质在于侍奉父母。“事亲”即侍奉双亲之行，仁作为德

不仅是对双亲的亲爱之情，而且是这种感情的实践。可见，

仁不仅是德性，而且是德行。 
仁不仅有爱亲的含义，还有爱人的含义。孔子针对后

者，也提出了仁在这一层次上作为德行的意涵，这主要是

围绕人己关系展开的。 
仲弓问仁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3]这就是说，自己不想要的或者不愿意做的，不

要强加给别人或者给别人去做，这是消极的规定，即不要

去做什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仁就是不强人所为，不夺

人所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从

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之相对应，孔子也给仁以积极

的规定，即应该去做什么，这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

这就是说，一个仁爱的人，在自己站起来的同时，也要帮

助其他摔倒的人站起来；在自己腾达的同时，也要博施济

众，帮助其他的人腾达。推己及人，实行仁道的方法就在

于此。[6]这里的“立”和“达”，类似于古希腊伦理学中

的幸福。因此，仁不仅是自我的丰富和实现，而是在自我

博有、腾达的基础上，力求使他人丰富和幸福，这代表了

对仁作为德行的积极的理解。 
由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就建构起了作为“爱人”层面上的“仁”的

德行架构，前者从消极的方面规定不去做什么，后者从积

极的方面倡导应去做什么。在这个架构之下，孔子提供了

很多具体的行为方式，以充实“仁”这一德行，如“举直

错诸枉，能使枉者直”[3]“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等，这些都是对仁这一德行的具体说明，用以指导人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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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行。 
所以，仁作为全德，既是内在于心的德性，又是实现

于外的德行，心行合一的儒家伦理学由此展开。 

2  本心与礼义 

在厘清了仁德的内涵之后，儒家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通

达仁德的途径，一条是本心，它为仁德的实现提供内在支

撑；一条是礼与义，它为仁德的实现提供外在保障。这两

条道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让我们从仁德的内在支撑入手。 [3]孔子说：“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就是说，实现仁的根本在于人

自身，只有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出发，主动做出符合道德的

行为，才能真正地实现仁，外力强迫下达到的仁不是真正

的仁。但是孔子对人自身如何对仁德的实现提供内在支撑

没有做具体的阐明，孟子接续了这一点，提出作为本心的

恻隐之心是仁的内在支撑，并给出了系统的说明。 
孟子是在和告子争辩人性善恶时提出这一点的。告子

认为人性就像没有固定的东西流向的水一样，是无所谓善

恶的。孟子予以反驳，认为虽然水没有固定的东西流向，

但却有固定的上下流向，即水都是向低处流的，人性就像

向低处流的水一样，都是善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他指

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非由

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5]“恻隐之心”即

同情心，它是人人固有的、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本有之心，

只不过没有被思考过而已，是仁的德性的发端和表现。在

《公孙丑章句》中，他进一步强调了这种人本有的恻隐之

心，并提出了我们熟知的“四端说”：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之心，人有这四端就好像人有四肢一

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孟子把它们认定为先验的道德本

心，它们不是得自习惯与经验的，而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

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这其中，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

固有的同情心是仁的根源。 
那么，恻隐之心作为本心是否真的可以为仁的实现提

供内在支撑？孟子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提供了证明。他讲

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

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

其声而然也。”有人见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他会

下意识地施救。在危急的时刻，他完全来不及考量功利性

的后果，施救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同情心的本能，而不是想

要和这个孩子的父母交好，想要在乡党朋友之间获取好的

声誉，或者厌恶这个孩子的哭声。由此，孟子完成了对道

德本心作为仁的实现的内在支撑的论证。 
他没有仅仅停留于本心的层面，指出“凡有四端于我

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要将本心向外

扩充，与外物应接，在事上显用。如果本心得不到扩充，

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但人在应接于物时，受到了外界的

诱惑与干扰，丢掉了本心而且不知道将其找回，做出了一

些违背本心的不仁之事，这就需要外在的规范对仁的实现

提供保障。 
由此，我们便得到了实现仁德的第二条途径，即外在

保障。在孔子那里，这一外在保障是礼；在孟子那里，这

一外在保障是义。 
让我们再次回到孔子和他的弟子颜渊的对话。颜渊第

一次问仁于孔子时，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答之，礼的

重要性凸显出来。礼相传最早由周公制定，它是一套包含

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孔子十

分推崇周礼，在其基础上对礼加以新的阐释，使其成为个

体克己以修心的道德规范和协调人己关系的仪节形式。 
在孔子那里，礼是保证行为为善的重要环节。他曾经

说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

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3]这就是说，对德而

言，仅有知、仁、敬还是不够的，知是对德的理解，仁是

对德的操守，敬是对德的态度，而将德落实到具体行为上

时，还需要以礼作为规范，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善。 
总之，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礼作为人的

行为规范，为仁的实现提供了外在保障。 
在孟子那里，礼由外在的规范逐渐转变为了内在的德

性，他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

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5]在这里，礼就和仁一样

成为了内在的德性，是君子得以异于常人的美好品质，有

礼者能尊敬他人，同时也能得到他人的尊敬。由此，礼成

为了德性的范畴，其作为规范的意义在这里被削弱了，孟

子用义来代替它，使义成为实现仁的外在保障。 
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仁是人的道德本心，而义则是

实现这种本心的必由之路，是行动的原则。类似的讲法还

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这就是说，仁是人的精神家园，

而义是人的行为路径，为仁的实现提供客观的活动准则。 
和孔子对礼的阐释一样，孟子也不是仅仅从外在的角

度对义进行论述。他说：“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

义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都

有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能达到不去做的程度，就实现了

义。如果人们内心之中充满不去做穿墙偷盗之事的念头，

那么义就用之不竭。这里的“有所不为”和“无穿窬之心”

都是人内心生发的，由此义从内在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德

性。用陈来先生的话讲，这里的义就是界限，在界限之内

的事情是他能做的，在界限之外的事情是他耻于做或者羞

于做的，义就是不耻。而羞耻心就是孟子所讲的四端之一，

它是人的本心。因此，人们在按照义行事时，对义的尊奉

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人内在本有的道德之心。[6] 
由此，作为本心的恻隐之心为仁的实现提供了内在支

撑，礼和义为仁的实现提供了外在保障。这两条路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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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分离的，本心需要外在的显现，礼和义以内在的本心

为根源，这同样体现了儒家伦理学心行合一的特点。 

3  理想的人格 

孔孟为我们提供了实现仁的具体路径，我们不禁要进

一步追问，仁最终实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在儒家看来，

这种理想人格便是君子，它是仁完满实现的最终体现。 
君子一词广泛见于先秦典籍之中，如《尚书》中曾说：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7]由此可见，

在先秦早期，君子主要指享有尊贵社会地位与治理权力的

统治阶级男性。[8]孔子把君子和德联系起来，在《论语》

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 107 次，其中绝大多数指向有德
者”，君子成为了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他是个人及社会

的模范，也是人生品行的标准。从仁的角度来看，他还是

仁的理想最终实现的人格典范。 
孔子曾经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

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是君子人格的本

质，离了仁这一德性，君子就不再是君子。君子在任何时

候都不会违背仁德，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会遵

守仁的准则，在颠沛流离之时也会和仁同在。孟子接续了

孔子关于君子和仁的看法，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5]他和孔子一

样，认为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乃在于他把仁德始终记于

心间。 
而君子之所以比普通人更能实现仁，乃在于他能够自

我反省，而不是苛求他人，即拥有“反求诸己”的能力。
[3]孔子曾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就是说，君

子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求和反省的是自己，而小人在遇

到问题时，总是把过错归到别人身上。 
孟子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把君子的反省能力和仁德联

系了起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

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

哉？’”这就是说，假设有个人对我蛮横而不顺从，那么

君子必定会自我反省：“肯定是我的仁爱不够、礼数不周，

否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种自我反省中，君子

会不断地扩充自己对他人的仁爱之情，仁德得以越来越充

分的实现。他在《公孙丑》一篇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仁

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

诸己而已矣。”[5]仁者就像射箭的人，后者在射箭时先摆

正自己的位置，然后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他不会埋怨比

自己射的好的人，而是寻找自身的原因，君子就是在这“反

求诸己”的过程中，使仁德不断地长养。 
“反求诸己”的对象，从孟子的讲法来看，既包括德

性，也包括德行。孟子曾言：“爱人不亲，反其仁。”[5]
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那就应该反省自己的仁爱是

否足够，在这里“反”的对象就是以爱为基础的作为德性

的仁。他又提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

天下归之。”行就是行为，包括各种德行。当自己的行为

没有实现预期效果时，就应该从这种行为本身找原因，自

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仁作为德行的一

种，自然也属于“反”的对象。在这里“反”的对象就是

实现于外的作为德行的仁。 
曾子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3]君子把实现

“仁”的理想看作自己的使命，这一责任十分重大，路途

十分遥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普通人无法做到“仁”？

孔子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仁远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在日用常

行中切切实实地按照仁的要求行事，那么仁德就会慢慢实

现。所以，君子作为“仁”的人格典范，为每个人提供了

努力的方向。 
总的来说，经过孔孟二人的努力，“仁”成为了儒

家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它既是根源于人的内在本心的先

天德性，又是需要礼和义提供外在支撑的具体德行。它

不仅是理想的君子人格致力于完成的道德使命，更是每

个普通人努力要达到的道德境界。这种心行合一、理想

与现实合一的仁的儒家伦理学，为解决当代价值失范、

德性与德行割裂、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对立等问题提供

了借鉴之方，对我们当前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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