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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愈進

 有深切的警惕與反省作用。

 道德的實踐

 演變到今天

 的牽連，道

 方學說的傳

紀干禁，社會呈現奢靡腐敗的風氣，人心惶

 性善說如當

 本分。人人

 、自覺，從

 關懷。所謂

 孟子的性善

 善，有諸己

 之之謂神」

 善的信心(

 實之謂美)

 以化育眾民

 ，和天地合德，那就是「神」的境界。

 孟子的「性

 已矣」抓住

 為「核仁」灌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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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淵源

 1．孔子以前談及的「性」

2．孔子本身談及的「性」一一論語中兩個「性」字

 3．孔予以後至孟于前，弟于所談及的「性」

 二、自覺、道德與性善

 三、由老子和孟于的答辯看孟于對「性」的界說

 1．「生之謂性」與「性是天生的」

 2．「食、色、性也」與「分定之性」

 3．「義外」與「義內」

 4．「逆性」與「順性」

 四、性善說的主要理論一論心

 1．心與四端(仁義禮智)

 2．心的功能一一思

 3．存義

 4．擴充

氏踐形

 五、性善說以「仁」為依歸

 六、何以有不善

 七。結語

 壹、思想淵源

 一、孔子以前談及的「性」

 書經:西伯戡黎:「不虞人性，不殖率典。」

 召詰:「節性惟日其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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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和

 節制才不會出亂子。

 詩經:卷阿:「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彌，終也。性，

二、孔子本身談及的「性」一一論語中兩

 ̂一^、陽貨篇:「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公冶長

 而聞也。」

 朱注對第二

 者，天理自

 。即是「性

 來指稱。「

 是孔子所要強調

 整部論語只有這兩章

 三。孔子以後至孟子前，弟子所談及的「性」

 丹、王充論

 致之，則善

 故世子作養

 出入，皆言

 再傳弟子」

 已失傳。

 瑟子賤，漆

 □、中庸:

 性，能盡其

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中庸一書相傳為

 綜上所列，我

 是什麼，好

 於「性」也

 什麼要教育

 或教自己，

 及為善為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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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模範人格，一

 ，不能不在性字

 子自身少談及「

 談「性」﹄徐復

 秋時代人文精神

 性論的出現。」

 的。書經、詩經

 道德修養後，可

 書經、詩經及論

 尼于則主張「性

 是孟子性善說的

 所說的「性，相

 孔子、子思的思想，在原則上是說得通的。

 註一:引言出自梁啟超之「儒家哲學」一文。

 註二:錄自徐復觀人性論史先秦篇之二。三章。

 貳、自覺、道德與性善

 前面提及，梁啟

 為善為惡的責任

 題。'「意志自由

 人類自覺的開始。

 中庸說「天命之

 身之內的，所以

 工夫，才能從生命

 孔子的中心思想

 進一步以為「仁

 。「立德」先重

 美的人格。生命

 脫，將客觀的人

 一的境地。

 孔子自述其學習

 對孔子有「夫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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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色，性也」與「分定之性」

 告子既以「生

 孟子曰:「口

 安伕也，性也

 不能皆如其願

 孟子不否定耳

 應該養大體

 小者為小人，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

 孟子盡心篇又

 君子所性，仁

 而喻。」孟子

 定」是性稟自

 是根源於心的

 於「分定之性」。

 「義外」與「義內」

 告于曰:「性

。」朱注:「告子言人性木無仁義，必

 告于解釋「義

 白之，從其自於外也。」

 孟于則辯稱日

 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告子主張「義

 和「白」一樣

 ，「長馬」固

義內」的道理:「行吾敬，故謂之內也」一般

 告子因主張義

 改造人性，內

 。人逆木性

 告子:「率天

 敬皆內發，非

 到善境。因此我們談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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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注:「文章

 上達天理，則

」與「天道」的融合即是「仁」的極至一一人

 「下學」和

 制地突破，無

 光耀奪目。故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

 人透過自覺

 貫通，那麼

 說:「我欲仁

 ，亦無可厚非。

 孟子以心善言

 子的說法謀合

 德的發揚著重

 與我同類」

性善，而孟子之性善說正是繼承孔子人性論的發

疊、由告子和孟子的答辯來看孟子對「性」的界說

 告子和孟子同

 看法，和孟子

 性」沒有下直

 了解，進而明白他以「性」為「善」的理由。

 一、「生之謂性」與「性是天生的」

 告子曰:「生

 ，生也」。以

 告子所指的

 賦予的一切。犬牛和人所秉賦的同稱「性」。

 孟子談性，只

 幾希^」他談

 而人異於禽獸

 的說法。亦部「善性是天生的」。

 胡適說:「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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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逆性」與「順性」

 前面提及告

 逆性。孟子

 水無有不下

 為木。」

 朱注:「故者，其已然之跡

 告于則說:

 無善惡，而

 。而孟子以

 無事也」:

 「順性」則姜，「逆性」則不善。

 由以上四點

 是天生的」

 蓀，好是懿

 ，但若過於

 能做到「富

 就在我心之

 舜明於庶物

 應是極易實現的。

 註三:引言出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肆、性善說的主要理論一一論心

 孟子部心見

 用來證性善。

 一、心與四端(仁義禮智)

 孟子曰:「

 之心，非所

 。……側『

 之心，智之端也。

 「不忍人之

 起的情感，

 ，既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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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心亦為人所同具。

 朱注:「側隱

 性情者也。」

 之發，而性之

 稱為「四端」

 說最有利的憑證。

 此外，孟子盡

 良知也。孩提

 。敬長，義也

 識與能力。

 義忠信樂善不

 人本有之善性。

心的功能一一思

 孟子曰:「耳

 ，思則得之，

 。」(孟子告

 性」與「分定

 目之官只專注

 故蔽於物。

 道德。故曰

 身不若桐梓哉

 是「誠」，是

 篇:「誠身有

 之道也」。

 孟予告子篇又

 之善端，受環

 害大」「以賤

 是道德主體之

 求放心，復木心。

 心除了放失外

 是陷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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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須進一步積極地「養心」，養心則心存。

 孟子離婁篇:

 。」孟子告子

 存，舍則亡，出

 ，皆知所以賽之

 」(孟子告子

 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      o

 心之善只是「

 ，只要能存，能養．

 孟子盡心篇:

 人也多欲，雖有

 心所受的牽累少而容易將木體里露。

 養心以外，尚須盡心。

 孟子盡心篇:「

 所以事天也。

 知天。此「天」

 知木善之性，進

 四、擴充

 孟子公孫丑篇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孟子的性善說

 將之推至父母及

 「人皆有所不忍

 人能充無欲害人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孟子梁惠王篇:

 詩云:『刑於寡

 保四海，不推

。」

 「達」、「充」

 皆是此微小之善端擴充的結果。

 五、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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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盡心篇:「形色，天性也;惟聖

 孟子既以為人人

 一般人是否無

 ，效法聖人，由

 天，俯不作於人

性，則陷溺枯亡，終且淪於禽獸。形

 「聖人」的行為

 又說:「人皆可

 ，有為者亦若是

 努力，有所作為，亦可如堯舜一般。

 徐復觀以為「踐

 世界中實現。如

 對自己的每一官

 在一起，使心德

 孟子的人性論

 )合一。而「形

 官能，但若只深

 。「踐」即是「

 而人從與禽獸

民，仁民而愛物」的大同世果，這

 註四:見徐復觀人性論史。

 伍、性善說以「仁」為依歸

 孟子以「仁義禮

 ，「智」以御物

 智三德其實是統攝於仁德的。

 孟子告子篇:「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孟子離婁篇:「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孟子梁惠壬篇:「未有仁而後其

 孟子離簍篇: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孟于盡心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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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諸條，談

 ;「仁」的重要。

 孟子滕文公

 言之，道也」。

 「仁」既是道，因此以仁「約己」。

 盡心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公孫丑篇:「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以仁「應物」。

 盡心篇:「仁人無敵於天下」

 公孫丑篇:「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離寞篇:「聖

 日仁不可為

 ，是猶執熱而

 ．今天下之若，

 「性善說」

 ，雖別立「

 義禮智四德

 。(羞惡、辭讓

 陸、何以有不善

 孟子口:「乃若

 仁義禮智，非

葆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孟子

 孟子性善說強

 的原因是「弗

 而心何以放失

 而已。」耳目

 勿言、非禮勿

 大。故「思

 ，不是由別人勉強操縱的。

 性善說亦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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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說:「富歲

 。」(告子篇)陷

 希的善端，是很

個階段後，差距愈來愈大「或相

 孟子並不排斥

 "此他的學說都只

 」為論說的主體

 我們心申充滿溫

 以立竿見影地改

 己，於人，都創

 信，充實之謂美

此篇來說明「性善說」由開始到完成的歷

 染、結語

 恭為教育工作崗

 性善說如暮鼓晨

 的勇氣，亦是潮

 相信你是口好口

 生溝通的橋樑很自然地就

 歷來研究孟子性

 生歧異的思想見

 惡，只希望老老

 懂，人人祇要願

 托孟學之主旨，

 拿性惡來混淆視

 是好，卸先教他

 也是如此，太多

 和價值，以致在

 孟子性善說指引

 多人不了解，因此找不到入門的

 七七、三、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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