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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心性思想的逻辑开展

1. 巫史文化的传统

儒家的“心性论”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支柱性内容，

由孔子发端，形成于孟子，盛大于宋明理学时期，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记载孔子关

于“性”的话语有两处，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二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

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为

什么子贡说不可得而闻呢？朱熹对此注释“夫子罕言之，

而学者有不得闻者”①。子贡说夫子罕言之，而并不是不

言，《论语》书中诸多语言多涉及到心性。《中庸》所言

“天命之谓性”，“命”即是赋予，由天所赋予于人，自

然而有的称为性，“性与天道”之间确系是存在关系的，

“孔子是传统的转化性的创造者。在孔子之前，有一个

悠久的巫史传统。”②由巫史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天命观念

在经过三代改造之后由孔子继承、发展，形成了朴素的

心性思想。这不仅是来源于孔子“吾从周”的思想定位，

也是对于上古巫史文化传统的继承。

在文化原初时，人们畏惧自然，也崇尚自然的力量。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永生的幻想以及自然界中自身无法

理解的一些现象，人们借自然界的存在物构造了一批不

受生死束缚并能掌控人间生死的自然神灵并作为部落守

护图腾。人们怀着对生死的敬畏去供奉这些神灵，以此

形成了巫的形式。在这个文化时期，天命观念没有形成，

天还是一种朦胧的、善恶交杂的多属性存在。

“巫”这种形式在复杂、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出现

了“巫君合一”的交融。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掌控着巫

的话语权，王权和神权相融合，这也使得祖先崇拜更加

具有神圣性。中国人讲究“侍死如奉生”，祖先生时为

人，作为氏族中的领袖存在；死后为神，灵魂上升天界，

陪侍“天”、“帝”，祖先死后也依然会在天界保佑着自己

的子孙。所以在夏商时的天命观念中，天是一种绝对的

主宰性存在、是祖先的化身，他主宰着人间的祸福赏罚，

也是政权受命的依据。哪怕在周伐商时，面对危局，纣

王也认为天命依旧在他。及至周朝建立，小邦周克灭大

邑商的胜利促使周人重新思考天命，从而加入了“敬”、

“德”、“保民”等元素，完成了动态的（即可以转移的）

天命理论的建构。与宗教虔诚信仰的敬不同，周人所阐

发的“敬”是主动的、自觉的心理状态，而“德”即是

君主的治政之德。治政之德与“保民”相联系，使民在

周代人事政治中开始凸显，天命观念中也相应地显现了

“民”的地位，《尚书·泰誓中》中的“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康诰》中的“明德慎罚”，都显示出了

周人的天命价值的存在，凸显了人的主体价值性，使得

道德因素得以提升。

2. 孔子对天命的继承

孔子以“吾从周”的思想定位，对三代天命观念

的内容及形式加以补充和改正，以人事代替神学，但却

又保留了天的主宰性与必然性，将天命的道德意涵落到

人的心性上面。“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正是孔子所进行的道德实践的写照。对

于过往之传统，孔子是采用一种温情的转换和继承，既

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将文化的大传统

进行价值转换。在这种转换的映照下，也凸显了孔子的

心性思想中存在多种原则。

虽然孔子保留了天的意志属性，但是依然对天的意

志性进行自我解释。孔子对天的意志主要解释为对人的

行为、道德之好坏进行惩罚以及对命的无可奈何。

二、孔子的心性原则

1. 善性原则

孔子心性中蕴含着一种上承天道的善性，这种善性

被孔子进行理性化之后，为其名之曰“仁”，这是人的自

觉的精神状态，即是成己的同时也成物的精神状态。《论

语》中处处讲“仁”，譬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

《论语》心性思想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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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的心性思想虽然没有达成一种系统的体系，但在其所阐发仁的思想中所出现的萌芽，确是儒家心性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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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述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

而》）可见，孔子对于“仁”的定义，其实并不是一种规

定性的存在，《论语》中对于“仁”的表述是不相一致

的，它因具体的情境和问题的方面所影响，但孔子讲天

之善性的“仁”，确系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求仁过程。以孝

悌为本，向外扩充便成为落到具体实处的五伦。“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在阐述

为仁之法，从精神的层面将成己与成物进行联合，便如

程子在《识仁篇》中所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既无

我与物的分别，也便没有了成己与成物的分野。孔子一

直注重“仁”的思想的人文化，不断的要求将“仁”落

到世俗社会之中，从世俗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看待

“仁”的存在，从而打通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行为的联

系，将天之善性进行延续，并作为行为准则。

2. 情感性原则

上文说孔子心性思想是对巫史文化大传统的理性化

继承，而巫的特质一方面是巫术礼仪，它如宗教活动时

的仪轨，是沟通神明的整套行为；另一方面便是信仰的

心理状态，比如祈福、消灾等，或畏惧，或崇敬，巫的

活动都带有明确的目标和利益要求，所以孔子的心性思

想也包含着情感性的内容。《郭店楚墓竹简》中所言“情

生于性”，而这个“性”应当和告子所言“食色，性也”

的“性”意义一致，都是在指人的自然之性、生理本性，

“情”便是人的生理与心理欲望，有好也有坏。孟子言

人性本善，荀子言人性本恶，孔子在人性方面确是“性

相近”，无论人之性出于何种阵营，最后都是走向善的

方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人生于世，求名得利，是每个人都想做

到的，但是不可害于“仁”而求利，如果违背道义而取

利便落入下乘，故《论语》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便是如此。所以孔子重修礼乐以辅性情，通过

礼乐的规定性，使其外在行为符合礼仪的规定，在行为

的被规定过程中，将礼乐中所蕴含的

除了名利欲望之外，还有依于善性产生的情感。“子

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孔子

对于依照善性而发起的情感也进行指导，想要达到“发

而皆中节”的程度，使其不滥发、误发。

3. 实践性原则

孔子虽然一直强调心性的内在道德意涵，但重点更

是为了“行”，求的一个知行合一。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

便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习总书记也引用《日知录》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来教导我们不要夸夸其谈。孔

子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维护周礼，希望天下重新安定，

诸侯亲民爱民，哪怕处处碰壁，夫子也认为这正是天命

予他的责任。孔子很强调道德修养的关键是要躬行实践，

做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第一，孔子

认为说的多不如做的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

语·里仁》），“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③光

是在人前夸夸其谈而不做事就会虚假浮夸，相比之下，

在那个弃仁义而背礼乐的时代，多做事而少说话或许更

好，所以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

仁矣乎 ? 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第二，孔子

对于仁的回答是有多个方面的，只通过大谈心性来达到

仁的境界是不可能的。“仁”的塑造，不在坐而论道，而

在事事处处的行为应对上。樊迟问仁，孔子对曰，“爱

人”。颜渊问仁，则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在“仁”的实践路径上，不光要符合礼法制度的外在规

定，也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的内涵。

三、《论语》心性思想的现代意义思考

孔子的心性思想虽然没有达成一种系统的体系，但

在其所阐发仁的思想中所出现的萌芽，确是儒家心性哲

学的开端，随后孟子继承善性，认为人有四端而主张人

性本善，可以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路径，

达到人与天的合一；荀子认为人的生理欲望不符合礼而

主张人性本恶，可以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使得性伪

相合。对孔子心性思想进行现代性意义的思考，有助于

我们把握先贤思想精髓，关照当下现实生命。

第一，社会责任意识的价值塑造。思想从现实中

来，又回归到社会现实中去，孔子以“仁”来加强个

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塑造人的品德境界，从而达成人与

社会的联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

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的。“士不可不

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这种“仁为己任”实际上

是一种崇高的人格追求和境界，是对自己追求目标坚定

不移、执着不后的决心和意志。孔子塑造了一种极伟大

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标尺，无论富贵与贫贱，上至天子，

下至百姓，都可以在面前通过成仁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最

终架构。

第二，心性发展的主观努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论语·颜渊》）“为仁”是个人的道德追求，道德

修养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一方面，每个人的心性都是

由天道所赋予的，都蕴含着“为仁”的种子，所以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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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性不需要外在进行压迫，而是在我自身，是内在的

自觉自愿。“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另一方

面，“为仁”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扬的过程，“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爱之

人，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具备帮助他人的能力，

并且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前提是自己有能力达到

自立。如果自己都站不稳，又怎么能帮助他人呢？我们

自身需要去拥有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不断发展

自己，才能更好地奉献，才能更好地经世济民。

第三，心之善性的实践理路。孔子仁学思想中所包

含的心之善性不是抽象化的道德概念，实际上，这是一

个由内而外、由外到内的双向超越的实践过程。所谓由

内而外，则是将天道赋予人性的那部分向外扩散的过程。

通过诚意、正心，达到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

标，这是心之善性的外显过程。人的本性于初时是非常

容易受到欲望和情绪的感染，从心而发，心不正则体不

正，所以意诚心正之后才能正确的外显。所谓由外而内，

则是在修齐治平的过程中，接收反馈，不断地自我完善、

自我塑造的过程。心性的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

的过程中，可能接受许多反馈，有善有恶，本心的自我

完善就是不断存善去恶，最后“尽心知性知天”，实现本

心的超越。这种心之善性的实践理路同样是一种人生修

养的方法和境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

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快乐

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我们要拥有

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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