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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修身观中的“群”“己”作用路径 
刘琳 

（孔子研究院 学术交流部  山东  曲阜  273100） 

摘要：儒家重视修身，以修身为根本，作为儒家修身之道的宝典，《大学》八条目中展示了儒家修身的双向思路，从中可以看到
群己关系的双重面向。在向内境界上，儒家修身追求“仁”，而基于“群”构想的理想境界则是“大道”，欲实现修身之最高境界，
达致“仁”，“大同”，实现天人合一，“群”与“己”的融通是必行之路，而破除私德与公德之间的界限，能够为群己融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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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

作为根本，表明儒家对修身的重视。《礼记.中庸》又言：“知所以修

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经由

“修身”可达“治人”可达“治天下国家”，勾勒出修身从个人到

身外、到国家天下的由己到群的路径。 

一、修身中的群己双重面向 
《大学》是儒家修身之道的宝典，之于修身，开宗明义提出“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确定了修身的三纲领：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修身的双重境界亦可看到群己关系的

区别与联系，这里所讲的双重境界是主体在向内与向外两个层面上

追求的修身境界。 

从儒家修身的双向思路可以看到群己关系的双重面向，如果将

“己”看作修身个体，将“群”看作围绕修身个体构成的外部公共

关系总和，则所有为着人的发展的、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

度设施都依赖于修身，由此方可达致家庭稳固、社群规整、邦国安

定乃至天下太平，•“群”与“己”在修身上面实现了融通统一。 

二、推己及人：由己建立的差序 
推己及人是人的公共性的展开与实现，修身观念从己出发不断

向外推，按照一定的次序依次实现，一个人首先应当修身，然后才

能以德性的力量去影响家庭、朋友、社会，乃至国家、天下。修身

首先是从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和不断实践做起，为仁由己、存心养

性、反省内求、慎思慎独都可以看作自身升华的表现‚ 

钱穆作解释认为，“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

为之恕。人心有相同，己心所欲所恶，与他人之心之所欲所恶，无

大悬殊。故尽己之心以待人，不以己之所恶者施于人。”ƒ就是说人

心与人心并无悬殊，只需将对待自己的行为心性对待别人，就能够

实现“忠恕”之道，这也是修身由己及群的路径要求。 

推己及人只表明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里的人还是一般

意义上的人，并没有附着社会身份，因此推己及人要求个人以待己

之道施于人，这里的道统统可归为对己的方式。经由向内修身、及

人修身、人伦修身，个人已具备了社会生活之基本道德素养，在重

视道德的传统社会中，也就具备了立足社会之根本。 

三、御民以礼：由群建构的等级 
儒家修身观中的“群-己”路径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外在对个人

修身的作用，这里的外在包括天下、国家、族群、家、友等，修身

的目的是使自身行为与社会期望行为一致，因此会将外在的期望内

化在自身的行动中，这是“群己”路径行得通的基础。当然，社会

之运转，必须倚赖个人之上的组织和社会结构，而将个人纳入结构

之一环，也会有意识地将结构影响作用于个人，个人在修身过程中

就不得不面对外在结构的影响，对此儒家的主张是融通，达到和谐

一致，相互调适，为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建构出的自外圈向内或者

自上而下的具体方法包括礼制、人群等级划分、社会教化等。 

“礼”是儒家修身“群-己”路径之柄杖，依据儒家的思想，“礼”

的设计基于人性，而修身也是要回归人性，因此“礼”之兴用教化

与修身的“内圣外王”是一致的。 

礼作为内在的道德规范和合理秩序的社会制度，通过确定各种

政治等级及其隶属关系，强调人的等级地位，使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以至于庶人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

的社会角色履行社会职责，实现社会政治的有序化。④从这个意义

上认识修身，修身是指将自身的言行置于适合自身社会身份的位置

上，并按照社会身份的规定发出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己-群”

到“群-己”的转化。 

四、遗留的问题 
上文分析，儒家修身存有两条路径，由己到群的路径可知个人

从修身内开始，进而推己及人，在人伦中具体化修身内涵，进而达

到“爱人”之“仁”，以及成圣成贤的“王道”。根据每个人修身的

高度预见其融通的层次，修身可能在“天下”的层次上实现融通，

在这个层次上，个人既实现了抱负，也使修身之道广布于天下，影

响至公义。修身亦可能在基层社会的层次上融通，在这个层次上，

民众其乐融融，政策得以贯通，社会秩序亦井井有条。不太理想的

情况是，“群-己”路径与“己-群”路径没有实现融通，彼此没有

联系，甚至背道而驰，此时的社会就会付出较大的治理成本，甚至

天下大乱，礼乐崩坏。 

要实现两条路径的融通，绕不过传统生活的“公德”与“私德”

之辩。公德可以理解为“群-己”路径下的道德要求，私德则可被

理解为“己-群”路径下的道德构成，人群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

为国，赖此得焉以成立者也。”因此，传统社会是不缺乏如何参与

公共生活、如何处理公共议题的“公德”的，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国人理解的“公”与“私”有着本土涵义，由此，人们往往在家庭、

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首先维护家庭、个人的伦理

价值，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公共的伦理价值。如是，修身的群己路径

就会遇到张力，这也是“群-己”与“己-群”双向路径难以实现融

通的困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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