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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 “性”和 “命”的涵义以及相互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儒家思考宇宙人生的重点。儒家力求对内在的

“性”以健康培育和德性发掘 , 使之能够在外在行为开始之前就以一种稳定牢深的姿态存在 ,这样君子就可以

在日常行为中时刻接受道德的投影 ,不断在伦理实践中秉持道德尺度 ,真正能够疏导出正确的理想人格路径。

这种人格路径是创生性的 ,其在《礼记 》中有着比较清晰明确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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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创生性的理想人格路径中 ,对于 “性”

和 “命”的涵义以及相互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儒家

思考宇宙人生的重点 。 《郭店竹简 ·性自命出 》

有这样几句:“道始于情 , 情生于性 ”, “性自命

出 ”, “命自天降”
[ 1] (179)

。这几句话可以理解为:

人道(社会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是由于人们之间

存在着情感开始而有的 ,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

人性中发生出来的;人性是由天命给予人的(人

性得之于天之所命),天命是 “天 ”所表现的必然

性和目的性 。在儒家看来 ,天地人物皆有其性 ,

《礼记·中庸 》:“唯天地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

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

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2] (790)

《礼记 》作者认为

在 “参”天地万物之 “性 ”以后 ,就能有所 “为 ”。

一

《礼记》中 “性命”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内外

问题。整个 《礼记 》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

对于 “性 ”“命 ”的态度。内在的 “性 ”是一切外在

行为的前提 ,也是一切外在行为最终针对的对象。

对内在的 “性 ”作为现实伦理实践的精神向标加

以健康培育和德性发掘 ,使之能够在外在行为开

始之前就以一种稳定牢深的姿态存在 ,这是儒家

的理想诉求 。但事实是 ,儒家必须面对的是客观

化境域中 “性 ”的修养方面的欠缺与不足 。并非

人生下来就是圣人 , “礼崩乐坏”的背景下 ,每一

个人更难保持有完善的人格。在现实的伦理实践

中 ,外在因素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如 《礼记 ·

乐记》所说:“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

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及干戚

羽旄 ,谓之乐 。”“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更曰:“人生而静 ,天

之性也;感物而动 ,性之欲也 。”
[ 2] (525)

因此 ,外在

的规约和礼仪设定就成为了必须 。但是 ,外在的

这种规范设定并不在伊始阶段就是纯粹意识形态

性质的 ,这包含了儒家的宇宙理想和圣人情怀。

如 《礼记·中庸》所言:“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

人之道也。”
[ 2] (789)

天道之诚总是对 “诚之者 ”开放

自身 ,但另一方面 ,唯有在万物的各正性命中 ,

“天道之诚 ”才得以向人显现。 “方以类聚 ,物以

群分 ,则性命不同矣。”
[ 2] (536)

应该对内在的性情

加以正确的疏导 ,以便使之能够沿着 “仁”、“义 ”、

“礼”、“智”、“信 ”这一由内及外的路径不断获得

主体自我与他者的互助完善 。 《礼记 ·中庸 》: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
[ 2] (773)

主体要性命

双修 ,要同时进行心理和生理的炼养 ,使精神生命

和生理生命共同健康 ,达到身心和谐 ,这样才可能

成为真正的道德承载与现实德行焦点。而要达到

这一现实目标必须 “体天道 ”,把 “天道 ”作为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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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向标 ,在现实的伦理实践中不断贯彻 、不断

接受其方向指引。因为 “天之所为 ”即天道 , “人

之所为 ”即人道 ,明天人之理 ,晓天道与人道之关

系 ,经由天道涵育人生 ,将天道作为人生之本 ,不

以人智逆天 ,能 “观天之道 ,执天之行 ”
[ 3] (7)

,体天

道以善人生 ,最终就会达到天人合一 ,广大自在之

境 ,这样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在儒家经典中 ,圣人或为帝 ,或为君王 ,或为

师 ,总之 ,他们均能体天道 ,超越一般人;能够生礼

法 、制仪则 ,化性去伪 ,教化百姓 。 《礼记 》所讲的

“慎终追远”的意义之外 ,明确指出圣贤主要是因

他们的功德或品格受后人尊重 ,正如 《礼记 ·祭

法 》所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 ,法施于民则祀之 ,

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 ,能御大灾则祀

之 ,能捍大患则祀之 ”
[ 2] (675)

,圣人善体天道 , 其

“道”是施予奉献而不与人争夺名利 。但现实境

域中的儒家必须完成对于君子的德性拓展 ,使人

们经由君子中继连线圣人境界 。孟子 “养浩然之

气 ”,其实就是一种扩充善端的工夫 ,如说:“其为

气也 ,至大至刚 ,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

间 。”
[ 4] (62)

孟子理想的精神境界是经由自心而体

天道:“尽其心者 , 则知性也。知其性则知天

矣 。”
[ 4] (301)

他所说的 “天 ”当然是一种经由圣人过

滤的 “道德之天 ” ,而非我们时下理解的 “自然之

天 ”。 《礼记 ·月令 》中 ,虽然以五行的盛衰来解

释四时自然的变化 ,作者主要推重的还是一种认

识活动 ,希冀通过这种认识活动 ,观天志 ,体天道 ,

立人道 。

二

“音之所由生也 ,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

也 ”
[ 2] (525)

,通过体天道而 “与天地并生 ”,通过弘

天地之道 ,化育万物之德 ,立天地之大文 ,经由物

色感召心灵 、主体依物启思 。 《礼记 》作者注意

到 ,体天道不是一时之功 ,因为 “道不可须臾离 ”,

尧 、舜 、周 、孔所以能够成为圣人 ,就是因为他们善

体天道 ,其心能与天之心合一 ,将先天气禀 ,和后

天环境习染并重 。君子必须在日常行为中时刻

接受道德的投影 ,不断在伦理实践中秉持道德尺

度 ,才可能真正能够疏导出正确的理想人格路径。

从 《礼记 》所反映的内容看 ,除冠礼 、婚礼 、丧礼 、

祭礼等内容外 ,还有为人君之礼 ,为人臣之礼 ,为

人子之礼 ,男女之礼 ,少长之礼 。这些都明确了日

常的道德修养的重要。 《礼记 ·中庸 》上说:“道

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

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 2] (773)

这说的正是 “修道 ”

的经验 。 “道不可须臾离 ”, 因为 “道 ”就是 “率

性 ”而行 ,性即是情之未发之 “中 ”,是内在于心中

的中庸之德 ,所以不可须臾离 ,必须时刻反省自

己 ,做 “慎独”的功夫。在独处无人注意时 ,自己

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 , 时刻对自己行为负责。

“道不可须臾离”的基本条件是 “道不远人 ”,因为

“可离非道也 ”,在注重自我修养的同时也应该时

刻考虑践行道对于他者的影响 , 因为 “明明德 ”

“亲民 ”才可以 “止于至善 ”
[ 2] (895)

,才可能使 《中

庸 》所强调的 “天人合一”,不仅是人物相融 ,而且

做到人人内在 “性 ”层面上的相通。

孔子在《礼记 ·礼器 》中指出:“礼有以多为

贵者”
[ 2] (312)

, “礼有以少为贵者 ”
[ 2] (313)

。之所以

“以多为贵 ”,就在于是人心之外的规范 ,裹载着

道德诉求而施之于万物 ,礼仪宏大 ,万物广博 ,君

子通过将礼发扬 ,进而人物融通 。礼所以以少为

贵 ,在于它来自人们的心灵深处 ,人们的道德观念

至精至微 ,天下万物都无法与之并驾齐驱 ,所以君

子独处时十分谨慎。礼既以多为贵 ,又以少为贵 ,

既来自外力 ,又发自内心 ,这其中的奥秘全在于礼

必须以德为核心 ,以德为转移 ,君子乐于将礼发扬

是把内心的道德自觉推广到外在的行为规范;君

子通过把外在的行为规范诉之内心道德规范 ,这

样 ,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感化和规范化 、内在控

制与外在控制就会获得巧妙的结合。 “道不可须

臾离”的真正现实目的就在于通过成就一种做人

之品格 ,使君子能如 《庄子 ·知北游 》所说的 “澡

雪而精神”
[ 5] (433)

, 《礼记 ·儒行 》所说的 “澡身而

浴德”
[ 2] (891)

。

《礼记·曲礼上 》指出:“勿不敬 ,俨若思 ,安

定辞。”
[ 2] (1)
君子日常行事不能不敬 ,仪容要端庄

稳重 ,若有所思 ,措辞要安详确定。这里强调的就

是个人的修养 ,随时随地祛除杂念的重要性。人

心以其能自用而可为 “万虑之主 ”,然而同时也正

因此而可能是 “危而不安的”。在危而不安的人

心思虑之中 , 在睨道而行的中庸经验中 ,在 “伐

柯 ”与 “执柯 ”
[ 2] (778)

的矛盾选择面前 , 《礼记 》作

者提出了明确的相感共生的修养功夫。

三

《礼记 》的相生相感的修养功夫体现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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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诚意” 、“慎独 ”三个方面 。 “正心 ”是儒家

提倡的一种内心道德修养 ,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

德观念 ,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干扰 ,有排除杂

念 、专心致志的含义 。 “正心 ”的基本要求是 “诚

意 ”。 “正心”、“诚意 ”体现了儒家明确的 “反求

诸己”的内省意识 ,而 “慎独 ”则是这种内省意识

在修养方法上的功夫要求 。

1.“正心 ”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心灵 ,消除邪恶

之心。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正心 ,进而将恻隐之心 、

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 、坦诚之心纳入现

实的人生实践。如 《礼记 ·问丧 》说父亲死后 ,孝

子要毁衣跣足 、痛哭不已 ,规定 “水浆不入口 ,三

日不举火 ”
[ 2] (849)

, “哭泣无数 ”以至 “身病体

羸 ”
[ 2] (854)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了一种精神

和肉体的自我摧残 ,但儒家希望由此 “正心 ”的目

的是非常明显的:“所谓`修身在正其心 '者 ,身有

所忿懥 ,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有所

好乐 ,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食而不知其味。此谓

`修身在正其心 ' 。”
[ 2] (900)

自身有所忿怒 ,心就不

能端正;有所恐惧 ,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偏好 ,心就

不能端正;有所顾虑 ,心就不能端正。被忿怒 、恐

惧 、偏好 、忧虑所困扰 ,导致神不守舍 ,心不在焉 ,

感官被外物迷惑 。对此 , 《礼记 ·乡饮酒义 》进一

步阐释说:“礼以体长幼 ,曰德 。德也者 , 得于身

也 。故曰:古之学道者 ,将以得身也 。”
[ 2] (922)

《论

语集注 》:“德者 ,得也 。”用礼来体现长幼之序 ,

就叫做德。所谓德 ,就是得于自身。所以说 ,古代

研习学术道义的人 ,就是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所

收获。这说明儒家道德首先是 “为己之学”,用来

自律的 , “正心 ”是德之根本 ,是关键 。儒家强调

要通过正心 ,使人的道德之心升华 ,达到仁的高

度 ,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进而规范人的精神生活 ,使

个人心理状态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 “礼减以进 ,

以进为文”
[ 2] (559)

,最终建立以 “仁爱 ”为现实伦理

焦点 、“以中国为一人 ,以天下为一家 ”
[ 2] (298)

的

和谐有序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 ,儒家的 “正心 ”

要求之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由此建立的形上心性原

则向世俗的伦理规范境遇映射推衍 ,将内心德性

建构和伦理关系建构相关联 。亦即孟子所说的:

“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 4] (309)

“爱人不亲 ,

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 , 皆反求诸己;其身正 , 而天下归

之 。”
[ 4] (167)

2.作为 “正心 ”的基本要求 , “诚意”体现了儒

家确立的内心意向结构 。 《礼记 ·大学 》指出:

“所谓诚其意者 , 毋自欺也。如恶恶臭 , 如好好

色 ,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

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后而厌然 ,掩其不善而

着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 ,则何益矣。此

谓诚于中 ,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

`十目所视 ,十指所指 ,其严乎!'富润屋 ,德润身 ,

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
[ 2] (896-897)

诚意就

是要像厌恶恶臭 、喜欢美色那样诚实自己的心意 ,

而非自欺其人 ,要做到诚实不自欺 。财富能够润

饰房屋 ,道德能够润饰人身 ,心胸宽广从而身体舒

适 ,充满于心中的东西 ,总要彰显于外。君子必须

诫慎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一定要诚实自己的

意念。在对于 “诚”的理解上 , 《礼记 ·中庸 》说:

“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
[ 2] (789)

《礼

记 ·大学》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 、“知至

而后意诚。” “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 。”
[ 2] (895)

“意”只是 “心 ”的一个内在方面。 “意 ”之为

“欲”,有善有恶。 “人欲 ”为恶意 , “我欲仁”为善

意 , 即诚意。孟子对此论述为:“可欲之谓

善 。”
[ 4] (324)

不 “可欲 ”即恶意;“可欲 ”即 “我欲

仁 ”,故 “善” ,即是善意 ,而 “有诸己”,即是发自内

心的诚心 ,所谓 “诚心诚意”。所以 , “诚意 ”既是

致知的映像 ,也是事理结构的关系映射 ,而归根到

底是心灵伦理结构的映射 。

3.《礼记 ·中庸》以 “诚 ”为人 、物 、天地之本。

《礼记 ·大学 》则进一步指出:“诚于中 ,形于外 ,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 2] (897)

把 “慎独 ”作为内省意

识在修养方法上功夫要求明确提出 。在排除外界

事物的干扰 、澄心静虑 、“诚意正心 ”的心理状态

下 ,儒家要求围绕着客观化伦理境域中的道德主

体逐级展开道德目的:往身内推要格物 、致知 、诚

意 、正心以明明德 ,往身外推则要齐家 、治国 、平天

下 。在这一目的要求下 , 《礼记 ·曲礼上 》明确指

出:“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 、决嫌疑 、别同异 、明是

非也。礼不妄说人 ,不辞费 ,礼不逾节 ,不侵侮 ,不

好狎。修身践言 ,谓之善行。”
[ 2] (2)

君子主体要能

确定亲疏 ,判断嫌疑 ,分别同异 ,辨明是非。不能

胡乱取悦于人 ,不说做不到的话 。不能侵犯侮慢 ,

不能轻佻戏弄。要能修养身心 ,实践诺言 ,进而完

善美好的品格 。在儒家看来 ,个人德性的建构与

运作应以社会化伦理格局的建构为起点和枢轴 ,

而非单纯地以一己为核心 。在正心 、诚意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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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按照一般的主 、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去理解

和把握外在伦理诸关系 ,而应在正 、诚 、致 、格的链

条中始终保持主客间的同一性互动。在一个很大

的程度上 , “慎独 ”功夫的选择使儒家时刻保持内

缘性 “亲亲”向外缘性 “尊尊 ”的不断扩展过程中

的合理的张力平衡。在这种内外关系的展开过程

中 , “正心”始终作为一个潜在的要求而发挥着规

范作用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儒家 “家 —国 ”同

构 , “君 —臣 ”一体的思想体系 ,才有生成的可能 。

在儒家所设定的伦理格局中 , 除 “圣人 ”以

外 ,一般人 ,包括 “君子”在内 , “心 ”也未必全善 ,

自然本能也需约束。所谓:“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存焉。死亡贫苦 ,人之大恶存焉 。故欲恶者 ,心之

大端也 。人藏其心 ,不可测度也 。美恶皆在其心 ,

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 ,舍礼何以哉 ?”
[ 2] (299)

饮食 、男女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欲望;死亡 、贫苦是

人们心中最大的憎恶。所以说 ,欲望和憎恶是人

们心中两股特大的头绪。人们把自己的欲望和憎

恶要是藏在心底 ,别人是无法揣度的 。因此 ,不同

主体之间的相生相感的修养功夫甚为重要 ,而这

对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夫夫 、妻妻 ,各等角

色一概适用 。于是 , 《礼记 》中格 、致 、诚 、正 、修 、

齐 、治 、平之著名的 “八条目” ,必以 “修身 ”为始 ,

从内部而论重 “正心” ,从外部而言重 “礼仪 ”。通

过 “正心”和 “礼仪”这一内外具体而可操作主体

规范保证儒家不断推衍展开的整体伦理秩序: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

乱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未

之有也 。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至也。”
[ 2] (896)

从天

子下至平民百姓 ,一律要以修身为根本 。这个根

本坏了 、乱了 ,而派生的枝干末梢却能够治好 ,那

是不可能的 。对自己关系亲厚的人情意淡薄 ,而

对自己关系淡薄的人却情意浓厚 ,没有这样的道

理 。这就是知本 ,这就是认知的极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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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OriginalandIdealRouteofPersonalityinLiji
XUBao-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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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fuciansarealwayscontemplatingontheconnotationandinterrelationshipof̀ Xing' and

`Ming' .Theaimofthemistodeveloptheinner̀Xing' healthilybeforeitbringsintoplayingontheethical

behaviorofanobleman.Thusthenoblemanwillbealwaysaffectedbyaninnermoralvalueandleada

healthylife.TheConfucianrouteofpersonalityisoriginalandwelldisplayedinL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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