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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六)：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二) 

謝鶯興  

三、心善是性善的根據 

以上是說明孟子所說的性善之性，指的不是生而即有的全部內容，僅指

的是生而即有的【內容中】 1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不是出自思辨的分

析〕 2，乃指的是人的心的作用。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所以

考其善不善者，豈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3體有貴(心)賤(耳目口

鼻)，有小(耳目口鼻)大(心)。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耳

目之欲)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

養小以失大也。」--〈告子［上］4〉 

「公都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

體(心)為大人，從其小體(耳目口鼻)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

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不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仁義等)，不思則不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

立乎其大者，則其小者不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5〉 

如前所述，耳目口鼻等等的作用，皆是與生俱來，所以〔一般人〕 6皆謂之

性；但孟子以為這些作用的自身，並沒有道德的端緒，所以斥之為「小」為

「賤」。道德的端緒僅具於人之心，乃尊之為「大」為「貴」。因此，孟子所

說的性善，實際是說〔的「天之所與我者」〕 7的「心善」。耳目之官何以非善

(註七)，而心則是善？孟子以為耳目之官不思，【則】 8心之官則思。思包含反

省與思【考】 9的兩重意思；在孟子則特別重在反省這一方面。仁義為人心所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中間」。 
2  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皆無。 
3  按，手稿此 35 字，論文、專書皆無。 
4  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5  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6  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在傳統上」。 
7  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8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9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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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一念的反省、自覺，便當下呈現出來。所以說「思則得之」。【凡】 10

在無反省時便隨耳目之欲逐去，仁義的善端，即隱而不顯，所以說「不思則

不得也」。因此，孟子特別重視「思」字。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11〉)。「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

也」(同上)。「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同上) 

〔因心善是「天之所與我者」，所以心善即是性善；而孟子便專從心的

作用來〕 12指證性善。下面這段話，實際即係性善的指陳。 

「孟子曰，人皆有不忍人之心……今人乍見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惡

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惡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惡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禮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13〉 

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的【例證，「乍見」二字，是說明在此一情況

之下，心未受到生理欲望的裹脅，而當體呈露，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而

此心自身直接之呈露，却是仁之端，或義禮智之端。「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數句，是說明由此心呈露而採取救助行動，並非有待於生理欲望之支

持，而完全決定於此一呈露之自身，無待於外。由此可見四端為人心之所固

有，隨機而發，由此而可證明「心善」。孟子便把這種「心善」稱為「性

善」。】 14下面這段話，更〔是〕 15以心善證明性善。 

「公都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不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不

善……或曰，有性善，有性不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

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若夫為不善，非才之罪也。惻隱

之心，人皆有之。羞惡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1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人」。 
1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2按，專書此 29 字，手稿、論文作「孟子所說的性善即是『心善』，所以他便專心從

心來」等 20 字。 
1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4按，論文、專書此 167 字，手稿作「引證，是說明不忍人之心，並非來自基於利害

的打算，以見其為人心所固有，隨機而發，亦即前面所說的『此天之所與我者』。

這四端既係天之所與，與生俱來，沒有這四端，即『非人也』，所以它正是人之所

以為人的徵表；因此，孟子便把這種『心之養』稱為『性善』」等 99 字。 
15按，論文此字，手稿、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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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惡之心，義也。恭敬之心，禮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禮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故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蓯而無算者，不能盡其才者也。詩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16〉 

按在上面這一段話中，先應把心、性、才、情幾個名詞，略加解釋。性，如

前所說，在春秋時，已由生而即有的欲望引伸〔而〕 17為人的本性；此即含

有《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謂之性」的意義。〔孟子上面所說的「我固

有之也」的「固有」，雖所指的內容不同，而實際也是此意。〕 18性善性惡，

都是推論的結果；而推論的根據，則【有意或無意的，都是心的現實】 19活

動。心字很早便出現，並且很早便流行。但在孟子以前所說的心，都指的是

感情、認識、意欲的心，亦即是所謂「情識」之心。人的道德意識，出現得

很早。但在自己心的活動中找道德的根據，恐怕到了孟子才明白有此自覺。

〔人的〕 20耳目口鼻之欲，都要通過心而表達出來。〔因為〕 21心有認知的一

面。這些欲望，都要靠心的認知之力與以支持；所以，在孟子以前，乃至在

孟子以外，都是把耳目口鼻之欲連在一起來看心的活動。孟子却把心的活

動，從以耳目口鼻的欲望為主的活動中【擺脫開，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之

例，而發現心的直接而獨立的活動，却含有四端之善。「乍見」是心在特殊

環境之下，無意地擺脫了生理欲望的裹脅。而反省性質的「思」，實際乃是

心自己發現自己，亦即是意識地，擺脫了生理欲望的裹脅。〔孟子又在〈告

子上〉的「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中提出「平旦之氣」，「夜氣」，以為此是

人的善端最易顯露的時候，也是當一個人的生理處於完全休息狀態，欲望因

尚未與物相接而未被引起的時候；此時的心，也是擺脫了欲望的裹脅而成為

心的直接獨立的活動，這才真正是心自己的活動；這在孟子便謂之「本心」

(註八)。〕 22心在擺脫了生理欲望裹脅時，自然呈露出了四端的活動。】 23並

                                                       
1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7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18按，專書此 30 字，手稿作「性不可見」等 4 字，論文皆無。「」 
19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作「是心的」等 3 字。「」 
2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孟子之所以有此自覺，是因為」等 12 字。 
21按，手稿、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 
22按，專書此 122 字，論文皆無。 
23按，論文、專書此 238 字，手稿作「超生出來，亦即說以生理為主的欲望中超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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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四種基本活動形態，雖然顯現於經驗事實之中，但並不為經驗事實所拘

限，〔而不知其所自來，〕 24於是感到這是「天之所與」；亦即是「人之所受

以生」的性(〔註九〕 25)。這是孟子〔即〕 26「心善」以言性善的實際內容。

換言之，孟子在生活體驗中發現了心獨立而自主的【道德】 27活動，【〔乃〕 28

是人的道德主體之所在，】 29這才能作為建立性善說的根據。僅從人所受以

生的性上言性善，實際只是一種推論。【到了】 30孟子由心【之】 31善以言性

善，這才是經過了自己生活中深刻地體認而提供了人性論以確實的〔精神

地〕 32根據。與後來許多從表面的事象，乃至從文字〔的字義〕 33上言性，在

立論的根據上，有本質的不同。 

孟子既從心上論定性善，而心的四種活動，即是「情」。「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的情，即指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等而言。從心向上推一步即

是性；從心向下落一步即是情；情中涵有向主外實現的衝動、能力，即是

「才」。性、心情、才，都是環繞著心的不同的〔層次。孟子所說的「惻隱

之心」、「羞惡之心」，實際亦即是惻隱之情、羞惡之情。張橫渠謂「心統性

情」(《橫渠語錄》)；此就孟子而言，應當是「心統性、情、才」〕 34。心是

善，所以性、情、才便都是善的。因此，《孟子》中的性【、心】 35、情、

才，〔雖層次不同，〕 36【但】 37在性質上完全是同一的東西。 

                                                       
來，而發現它具有超欲望(如惻隱、是非)乃至反欲望(如羞惡、辭讓)的惻隱、羞惡、

是非、辭讓四種基本活動形態；而這四種活動却是仁義禮智之端，亦即是仁義禮

智」等 81 字。 
24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25按，專書此註九，手稿、論文作「註八」。 
2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由」。 
27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28按，專書此字，論文作「即」。 
29按，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作「把它從生理中超昇出來，使心成為道德的主體」

等 19 字。 
30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31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32按，論文此 3 字，手稿、專書皆無。 
33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34按，專書此 54 字，手稿作「角度；或者是以心為生猛縱橫上下位置」等 16 字，論

文作「角度」。 
35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36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3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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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話中，特應注意的一點，是「乃若其情可以為善」的

「可以」兩字。所謂可以為善，是說有為善的「可能性」。用現代語說，可能性

是對「必然性」而言的。物理可以言「必然性」；即是在某種條件之下，必然會

出現某種結果。有如 H2O 之必為水一樣。但是倫理則因為是人自身的事，人的

自身是有主動力的，有自由的，所以只能是可能性，而不能是必然性的。這是

倫理與物理最大的區分點。許多爭論，都是因為不了解這一區分而發生的。〕38 

四、惡的來源問題 

孟子既認為心是善的，然則惡又從何而來？歸納孟子的意思，可從兩點

說明：一是來自耳目之欲：一是來自不良的環境，【兩者都可以使心失掉自

身的】 39作用。孟子並不輕視生理的欲望；而只是要求由心作主，合理地滿足

這種欲望。因為欲望的本身並不是惡，只有無窮地欲望，一定會侵犯他人，這

才是惡。他說「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是因「為其養小以失大」(〈告子

〔上〕 40〉)；即是為了欲望而淹沒了【心】 41。只要不養小以失大，則「飲食

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同上)。由此可知心與耳目口鼻

等本為一體；口腹能得到心的主宰，則口腹的活動，也即是心的活動的一部

分，所以口腹此時也理性化而不僅為尺寸之膚了。但耳目的欲望雖然不是惡，

而惡畢竟是從耳目等欲望而來，孟子下面這幾句話，正說明這一點。 

「耳目之官不思，不思而蔽於物，［物交物，］42則引之而已矣。」--

(〈告子［上］43〉)  

耳目須緣外物而起活動。但耳目的機能，不能思慮反省，即是沒有判斷地自主

性，所以一與物接觸，便只知有物而為物所〔蓋覆(註十)。為物所蓋覆，則只

知有物而不知有仁義禮智，便為物所牽引以去，往而不返；〕44一切罪惡，只是

從「引之而已矣」處發生。假使心能作主，則耳目之欲，〔不被物牽引，而由心

作判斷，〕45此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46，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上)。 

                                                       
38按，手稿、論文此 174 字，專書皆無。 
39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作「以致心失掉了」。 
40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人的理性」。 
42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核《孟子》原文，應遺漏「物交物」3 字。 
4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4按，專書此 34 字，手稿、論文作「蔽，為物所蔽，則人亦成為塊然一物。以自身之

塊然一物，與外物交，則只有隨著外物無窮地轉落下去了」等 41 字。 
45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作「不隨物轉而隨心轉」等 8 字。 
4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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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孟子非常重視環境對於一般人的影響。心雖然是善的，但若無適

當的環境，則就一般人而論，心的「思」的作用發揮不出來，便失掉了心

〔的自主性〕 47。他說：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暴，非天之降才爾殊也，其所以陷溺其心

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耕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

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不同，則地有肥磽雨露之養，人事之不齊

也。」--〈告子［上］48〉 

這段話是解答人性皆善，亦即人性皆平等，但何以各人的成就竟有不同呢？

孟子以為這是因為環境不同的關係。「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這是以麰麥作性的比喻，〕 49說明秉同一的人性，而有不同的成就，完全

是環境的關係，而環境中他特別注重經濟生活的影響。認為有恆產然後有恆

心，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

子」。他認為「若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以上皆見〈梁惠王上〉)。

當時決定經濟的是政治，因此，他便要求以仁政代替當時的虐政(「民之憔悴

於虐政」) 。他以環境說明【人的】 50成就之不同，較之孔子從「習」方面

(《論語》「習相遠也」)【作】 51說明，實質相同，但更【擴大了一層而】 52增

加了社會方面的意義。 

如上所述，他認為經濟過份缺乏，足以陷溺其心；但他並不認為解決了

經濟問題，便解決了行為問題。他是認為解決經濟問題，乃是解決行為問題

的先決條件。在先決條件解決以後，還要加以教育的力量。不加上教育的力

量，則優越的經濟條件，反成為助長作惡之資。所以他很明顯的說，「飽食

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滕文公上〉)〕 53。他決不曾輕視物質對人類

行為的影響，也決不以為人類的行為是完全決定於生活的物質。因此，西方

唯心唯物的理論架子，很不好公式地套在他的身上。 

還有〔，孟子以為〕 54少數特殊地位的人，逐耳目之欲，以致喪失了他

                                                       
47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之所以為心」等 5 字。 
4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9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論文僅作「即是」。 
5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5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的」。 
52按，手稿此 6 字，論文、專書皆無。 
53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54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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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心，由此而來的罪惡，實較一般百姓〔由環境的壓迫而犯的罪惡大得

多。這是由環境的誘惑而來的罪惡。〕 55他說：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不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不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

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不為苟得也。死亦我所惡，所惡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不辟(避)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惡有

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萬鐘則不辨禮義而受之，萬

鐘於我何加焉。……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上］56〉 

上面這一段話的前半段，是說明因為人的性善、心善，所以才能表現而為人

格的尊嚴。後面提出「本心」兩字，最須注意。一切罪惡的行為，如前所

述，皆有心的認知計慮作用在裏面，以為其作惡的支持；在一般人看來，便

以為這也是從心所發。但孟子的意思，認為此時固然也有心的活動，但這僅

係心的知性的一面。知性是「無記」的，所以它沒有為行為作主的能力，而

只能為耳目口鼻等官能去幫閒。因此，此時作主的是耳目等〔生理〕 57機能

的要求，而不是心。不作主之心，只能算是宋代被俘後，青衣行酒的徽、欽

二帝。能作主之心，才是真正之心。並且真正之心，也一定會作主，使耳目

等官能聽命。孟子是針對著僅有知性活動而不能作主的心以言本心；本心即

是善，即是道德的心。〔道德之心呈現時，自然能為人的生活作主，而欲望

自然會受道德理性的指揮，此時的欲望自然也不是惡；這即是孟子所說的

「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告子上〉)的意思。〕 58 

五、由心之存養【擴充的工夫以盡心】 59知性知天 

孟子所說的性善即是心善，而心之善，其見端甚微(四端，幾希)，且又

易受環境的影響，〔易於放失，〕 60所以他對於心，〔在〕 61消極方面便主張求

放心；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62〉)；求放心，

即是把「以小(耳目等)害大」的大(心)，從小中解脫出來，以復其心的本位。

                                                       
55按，專書此 27 字，手稿、論文僅作「大得多」。 
5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57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58按，專書此 69 字，手稿、論文皆無。 
59按，論文、專書此節標題的 8 字，手稿僅作「以」。 
60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61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6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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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積極方面，則特別重視「養」。養心則心存，故「養」與「存」常【關】 63

連在一起的。養是把見端甚微的善，好好把它培養起來，有如一粒種子，放

在適宜的空氣日光水土中，使其能發榮滋長。下面的話，都是這種意思。 

「故苟得其養，無物不長；苟失其養，無物不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64〉 

「君子所以異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禮存心……」--

〈離婁［下］65〉 

「拱把之桐梓，人【有】66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不知所

以養之者，豈愛身不若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67〉 

「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同上)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68〉 

上面所說的〔養性即是養心。〕 69存心養心，主要是就士的階級而言。若就

一般人民而論，孟子僅主張「制產」之後，亦即解決了人民物質生活之後，

「教以人倫」(〔註十一〕 70)，即從實際〔的群體〕 71生活上與以教導。對於

士，則進一步主張存心養心；而存心養心的方法，則是「寡欲」；他說：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不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下］72〉 

多欲，則耳目的官能可以壓倒心的作用。寡欲，則心所受的牽累少而【容

易】 73將其本體呈露。但如前所說，欲並不是惡，所以〔只〕 74主張「寡」，而

不主張「絕」，這是與宗教不同的地方。 

心之善只是「端」，只是「幾希」，但這是有無限生命力的種子，只要能

「養」，能「存」，它便會作無限的伸長，或者意識地使其伸長，以使其形成

                                                       
6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是」。 
6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6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6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苟」。 
6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6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69按，專書此 6 字，手稿、論文皆無。 
70按，專書此註十一，手稿、論文作「註九」。 
71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7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73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可」。 
74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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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地人格世界。這種伸長，在孟子名之曰「擴充」。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若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不充之，不足以事父母。」--〈公孫丑

［上］75〉 

「孟子曰，人皆有所不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不為，達之

於其所不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不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穿窬之心，而義不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不為義

也。」--〈盡心［下］76〉 

【擴充，不僅是精神的境界，而且是〔要見之於〕 77生活上的實踐。】 78「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79〉)，以及政治

上的所謂「推恩」(同上)，都是【生活上】 80具體地擴充方式。心是屬於個人

的具體地存在；上面由存養而作不斷地擴充，【擴充到底，】81孟子稱之為「盡

心」。能夠盡心，便知道人之所受以生的性；因為性即在人心之中。【但不盡

心，則人之所受以生的性，潛伏而不顯。〔若不曾作過盡心的工夫，而只就

一般人情、世故、利害的生活經驗，以論斷人性；殊不知此時人之所以為人

的本性，或為物欲遮蔽，或因未進入到人的自覺範圍之內而潛伏著；由此以

言性是如何如何，這或者是指鹿為馬，或者是認賊作父，這便是一般人所最

容易犯的錯誤。〕 82心之善端擴充一分，即潛伏之性顯現一分，所以盡心才

可以知性。性〔在其「莫之致而至」的這一點上，感到它是〕 83由超越的天

所命的；所以知道了所受以生之性，即知道性之所自來的天。】 84落實下來

說，心的作用是無限的，所以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盡心〔上〕 85〉)。

                                                       
7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7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77按，專書此 4 字，論文皆無。 
78按，論文此 19 字，專書此 23 字，手稿皆無。 
79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80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8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82按，專書此 108 字，論文皆無。 
83按，專書此 16 字，論文皆無。 
84按，專書此 198 字，論文此 74 字，手稿作「性是由超越的天所命的，所以知道了所

受以生之性，即知道性之所自來的天。歸結的說，孟子是通過人的性以知天，通過

人的心而知性；所以」等 56 字。 
8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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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的擴充也是無限的。「盡心」，不是心有時而盡，只是表示心德向超

時空的無限中的擴充、伸展。而所謂性，所謂天，即心展現在此無限的精神

境界之中〔所擬議出的名稱〕 86。我們應這樣來了解孟子下面的話。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妖］87壽不貳，修身以俟之，所以立命也。」--〈盡心［上］88〉 

實則心之外無性，性之外無天，因此才能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若心之外有性，心與性之外有天，則盡心並不一定能知性；而存心養

性，亦不能直接稱之為事天。一般所說的事天，總要通過宗教的儀式而見，正

因為天乃在人心之外，在人心之上。實際，在人心以外的天，在當時說，或竟

不能為人所知的，所以凡是從外面去證明神的存在的努力，多歸於白費。孟子

以為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這便〕 89將古來宗教之所祈嚮，完全轉換消納，〔使

其成〕 90為一身一心的德性的擴充。在自身德性以外，更無處可以安設宗教的

假像。他下面的一段話，也正是說明由心德之擴充所層層展開的人格世界。 

「……可欲之謂善，有諸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不可知謂神……」--〈盡心［下］91〉 

在上面一段話中，有兩句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是「可欲之謂善」；這是說凡

道德性地善，它的自身便是在人之內部要為人作主的；所以它的本身即具有

實現的要求；「可欲」，指的是這種自我實現的要求而言。其次，是「聖而不

可知之謂神」；在這以前，說到神，都【指的】 92是某種神秘實體的存在；至

此而完全轉化為心德擴充後的形容詞。此一名詞的轉化，即表現從宗教向人

文【的】 93轉化的完成。經此一轉化，凡是任何原始宗教的神話、迷信，皆

不能在中國人的理智光輝之下成立。這代表了人類自我向上的最高峰。〔從

這最高峰向下看，許多現代地僧侶所嘵嘵不休的，正和四、五千年前的僧

侶，同樣的可憐可笑。〕 94所以孟子性善之說，是人對於自身驚天動地的偉

                                                       
86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8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殀」。 
8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89按，專書此 130 字，手稿、論文僅作「修身以外無命，因此才說『殀壽不貳』『順受

其正』(同上)。至此而」等 23 字。 
90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作「而」，論文皆無。 
9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9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當作」。 
93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94按，手稿、論文此 38 字，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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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現。有了此一偉大發現後，每一個人的自身，即是一個宇宙，即是一個

普遍，即是一個永恆。【可以】 95透過一個人的性，一個人的心，以看出人類

的命運，掌握人類的運命，解決人類的運命。每一個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

覺中，得到無待於外的、圓滿自足的安頓，更用不上夸〔父〕 96追日似的在

物質生活中，在精神陶醉中去求安頓。〔這兩者終竟是不能安頓人的生命

的。〕 97孟子下面的話，正是這種圓滿自足的情形。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樂不存焉。中天下而立，定四海之

民，君子樂之，所性不存焉。君子所性，雖大行不加焉，雖窮居不損

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禮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見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不言而喻。」--〈盡心［上］98〉 

但是，我們更應進一步了解，孟子由心的仁義禮智【之端】99以言性善，

由四端的擴充以言盡心、知性、知天，但作為能擴充的〔力量〕 100的，還是

「仁」。孟子雖仁義並稱，或仁義禮智並列，但仁仍是居於統攝的地位；沒

有仁作基底；沒有仁居於統攝的地位，實際便很難推擴出去。〔而當仁體呈

露時，它自然會居於統攝的地位。由仁體再向下落實，才是仁義禮智。〕 101

知識只是從外面積累【、推演】 102，而不能自內向外擴充；擴充的〔力量〕 103

即是仁。所以孟子凡是說到「推」的意味時，無不以仁為基點。只有在仁德

的體現上，才〔能〕 104說「萬物皆備於我矣」(〈盡心〔上〕 105〉)。萬物皆備

於我，即是《論語》上的「天下歸仁」；克己而突破了自己；以與天下為一

體，此時天下皆歸到自己仁德之中〔，亦即是自己與人類同其憂樂〕 106。天

下皆歸到自己仁德之中，才〔可以〕 107說「萬物皆備於我矣」。才能說「上下

                                                       
9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96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交」，應是手民誤植。 
97按，專書此 15 字，論文皆無。 
9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9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底力」。 
101按，專書此 3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0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3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底力」。 
104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10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06按，專書此 1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07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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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地同流」(〈盡心上〉)。〔用另外的詞句表現，即是「與萬物為一體」。

既與萬物為一體，則一個人的精神活動，不是以一個生理之我為中心，而是

與萬物共其呼吸，這即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當時所說的「天地」，落實下來

說，即是「萬物」。〕 108馮友蘭不〔曾〕 109了解這一根本之點，便只好說這兩

句話「有神秘主義的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簡略，不能詳也」(〔註十

二〕 110)。推己及人謂之恕，這是〔仁〕 111擴充的初步而切實的工夫；【也即是

行仁的初步而切實的工夫。】 112所以孟子說了「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之後，便接著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說明由恕以求仁，

由求仁而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矣之實。】 113性是人之所受以生，即人之所以為

人之理；孟子說「仁也者，人也」(〈盡心〔下〕 114〉)，這等於說「仁也者，

性也」。他以心言性，而說「仁，人心也」(〈告子〔上〕 115〉)，這也等於說

「仁，人性也」。因此，他可以說「……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

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告子〔下〕 116〉)。他對古代聖

人，幾無不從仁方面加以稱述。而仁的【基本】 117表現，還是憂患意識；所

以他在許行一章(〈滕文公〔上〕 118〉)，歷敘堯舜禹后稷契救民之實(仁)，一

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三則曰「聖人之憂民如此」。對

修己而言，則曰「〔是故〕119君子有終身之憂」(〈離婁〔下〕 120〉)。沒有憂，

沒有仁，〔不真正了解仁的精神，即是一種無限地涵融性，即是一種無限地

擴充性，而僅從思辨的演繹上，以言由盡心而〕 121知性知天，便是沒有內容

的一場大話。 

 

                                                       
108按，專書此 79 字，手稿作「才能說『萬物皆備於我矣』」等 10 字，論文皆無。 
109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0按，專書此註十二，手稿作「馮著《中國哲學史一六四頁》」，論文作「註十」。 
11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2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皆無。 
113按，論文、專書此 23 字，手稿皆無。 
11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原始」。 
11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19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20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21按，專書此 44 字，手稿、論文僅作「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