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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四)： 

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上) 

謝鶯興  

說明 

東海典藏徐復觀先生〈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手稿有兩種，

一題「孔子的性與天道」(以下稱「手稿一」)，共有 12 張稿紙；另一題「孔

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以下稱「手稿二」)，共有 11 張稿紙，但第

10 張與第 11 張之間的內文無法連貫，應有缺葉。手稿二的篇名，與發表於《民

主評論》第 11 卷第 23 期(以下稱「論文」)。兩種手稿的篇名相同，只是論文

多出「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三」的標題；而收入《中國人性論史》時，命名

為「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以下稱「專書」)，顯現徐先

生撰寫時的斟酌與標題方面的修改。 

論文和專書的差異，以〔〕符號表示；本章的手稿有兩件，手稿一篇名

題「孔子的性與天道」，與論文和專書的差異，用【】符號標示其差異；手稿

二篇名「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其第一段係倩人謄錄，用{}符

號標示其差異。分別在註語中說明其間的不同。手稿之字跡未能辦識者，乃

以「■」標示。 

{【第四章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 1}2 

一、{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 3之地位}4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名丘

字仲尼，姓孔氏」。〕5根據}6《公羊》、《穀梁》的{記載}7，孔子生於魯襄公二

十一年，而卒於哀公十六年(紀前五五二--四七九)，{這】 8正是【屬於】 9}10春

                                                 
 東海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員 
1 按，手稿一作「孔子的性與天道」，論文作「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中國

人性論史初稿之三」。 
2 按，手稿二作「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 
3 按，手稿一無此字。 
4 按，手稿二初題「問題的提出」，後改為「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5 按，論文無此 28 字。 
6 按，專書此 30 字，手稿二作「從時間上說」。 
7 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作「說法」。 
8 按，論文及專書此 66 字，手稿一僅作「從時間上說，孔子」 
9 按，論文及專書無此 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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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所見世」{(註一)} 11。而《論語》中許多觀念，幾無不與春秋時代一般

賢士大夫間所流行的觀念有關。孔子自己說他〔是〕 12「述而不作」，此亦其

一證。但孔子{【自身，已由貴族下降而為平民；較之當時貴族中的賢士大夫，

可以不受身分的束縛，容易站在〔「一般人」〕 13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換言之，

由貴族系譜的墜落，可以助成他的思想的解放。也可以這樣說，周初是少數

統治者的自覺，《詩經》末期及春秋時代，則擴展為貴族階層的自覺；〔孔子

則開始代表社會知識分子的自覺。由當時孔子徒眾之多，對孔子信服之篤(註

二)，正可以證明這一點。〕 14再加以他的】 15}16「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註三)〕 17的無限地「下學而上達」〔(註四)〕 18的【努力】 19過程，

其成就畢竟不能以春秋的時代作限制。所以《論語》中每一個與春秋時代相

同的名詞、觀念，幾無不由孔子自己一生工夫之所到，而賦與以更深化純化

的內容。中國正統的人性論，實由他奠定其基礎。【在未談到他的人性論以前，

先{根據《論語》上的材料，〔應〕20}21略述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不過，一

直到現在為止，{人與人相互之間}22，談到人自身的{現實}23問題時，有的僅是

適應現實的環境而說的；有的則是直就應然的道理而說的。在{適應}24現實環境

中所說的話，對於應然的道理而言，常常須要打許多折扣。直就應然的道理{以}25

立論，便常須突破現實環境，與現實{中既成的勢力}26相衝突，因而便常常不能

暢所欲言。在{現實}27環境中所作的改良性的主張，這是孔子的「大義」。不{考

                                                                                                                              
10按，此 5 字，手稿二作「孔子自己也屬於」。 
11按，手稿一、論文及專書此「註一」，手稿二則刪除。 
12按，手稿一、手稿二及論文，皆無此字。 
13按，論文無引號。 
14按，論文無此 42 字(含註二)。 
15按，論文的 112 字(含註二)與專書之 154 字(含註二)，手稿一皆無。 
16按，論文的 112 字(含註二)與專書之 154 字(含註二)，手稿一皆無，稿二則僅作「因」。 
17按，手稿一、手稿二及論文皆作「註二」。 
18按，專書之「註四」，手稿一、手稿二及論文皆作「註三」。 
19按，手稿一及手稿二皆無此 2 字。 
20按，手稿一及論文皆無此字。 
21按，此 9 字，手稿二未見。 
22按，論文及專書此 7 字，手稿二皆無。 
23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作「當前」。 
24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皆無。 
25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作「而」。 
26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二作「環境」。 
27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作「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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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現實}28環境，而直就道理的本身立說，這是孔子的「微言」〔(註五)〕29。同時，

{一}30樣的話，說的對象不同，表達的方式也{常因之而異}31。有的僅適於某一

特殊對象；有的則可代表一般原則。讀古人之書，尤其是讀《論語》，若不把上

面這些分際弄清楚，便會以自己的混亂，看成古人的矛盾。〔加以他的學說，在

兩千多年的專制政治影響之下，有許多解釋，多把原意加以歪曲了。尤以關于

君臣父子等人倫方面者為甚。這尤其是一種困難的問題。〕32我下面所說的，多

是從孔子的微言，或〔者是〕 33可以成為原則性的材料而稍作解釋的。 

第一、在中國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確實發現了普遍地人間，亦即是打破

了一切人與人的不合理封域，而承認只要是人，便是同類的，便是平等的理

念。此一理念，{實已妊育於周初天命與民命並稱之思想原型中；但此一思想

原型，究係發自統治者的上層份子，所以尚未能進一步使其明朗化。此種理

念}34之所以偉大，不僅在古代希臘文化中，乃至在其他許多古代文明中，除了

釋迦、耶穌，提供了普遍而平等的人間理念以外，都是以自己所屬的階級、

種族來決定人的差等；即在現代，〔乃至被許多人認為是民主自由的領導者

{在〕35}36美國，依然鬧著有色人種的問題；而由人性不平等{的觀念所形成}37的

獨裁統治，依然流毒於世界各地。由此當可了解孔子在二千〔五〕 38百多年以

前，很明確地發現了，並實踐了普遍地人間的理念，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孔子發現了普遍地人間，可分三點來加以說明。 

(一)孔子打破了社會{上}39政治上的階級限制，把傳統的階級上的君子小人之

分，轉化為品德上的君子小人之分，因而使君子小人，可由每一個人自己的努力

加以決定，使君子成為每一個努力向上者的標誌，而不復是階級上的壓制者。使

社會政治上的階級，不再成為決定人生價值的因素，這便在精神上給階級制度以

                                                 
28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二僅作「顧慮環境」。 
29按，論文作「註四」，手稿二僅作「註」。 
30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作「同」。 
31按，論文及專書此 5 字，手稿二僅作「不同」。 
32按，專書此 61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33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34按，論文及專書此 56 字，手稿二僅作「此一發現」。 
35按，論文此 18 字，專書僅作「在」。 
36按，論文此字，手稿二作「的」。 
37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二作「而來」。 
38按，手稿二及論文皆作「四」。 
39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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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打擊。同時，孔子認為政治的職位，應以人的才德為選用的標準，而不承

認固定的階級繼承權利，此即所謂《春秋》譏世卿。這便加速了中國歷史中貴族

階級的崩潰，{漸漸開闢了}40平民參政之路，有如漢代{出現}41的鄉舉里選。儘管

此一參政的形式，還很不完全。{但對我們民族的生存發展而言，却關係甚大。

這一點，}42我曾在〈中國自由社會的創發〉一文中〔(註六)〕43加以闡述。 

(二)孔子打破了{〔以為〕 44推翻不合理地統治者即是叛逆}45的政治神話，

而把統治者從特權地位拉下來，使其應與一般平民受同樣的良心理性的審

判。〔他在答復當時的人君及卿大夫的問政時，總是責備人君及卿大夫自己。

他在《論語》中所說的德治，即是要當時的統治者首先以身作則的政治。他

從未把當時所發生的政治問題，歸咎到人民身上(註七)。〕 46同時，{他}主張

政治權力，應掌握在有德者的手中；〔平民有德〕 47平民即應掌握政治權力；

因之，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中間的障壁打開了，{拉平了，}48使政治不應當再

是壓迫人民的工具，而只能成為幫助一般人民得到教養的福利機構。{所以他

的政治最高理想，還是}49無為而治〔(註八)〕 50。{所謂無為而治，即是政治權

力自身的消解。}51他公開說他的學生仲弓可以{南面〔(註九)〕 52}53；在他的心

{目}54中，有天下應歸於一家一姓的觀念嗎？公山弗擾以費畔(叛)，佛肸以中

牟畔，召他的時侯，他都想去(「子欲往」)；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如何可以解

除人民痛苦的觀念，還有什麼是政治叛逆不叛逆的觀念呢？他說得很清楚，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註十)〕55。他對政治

                                                 
40按，論文及專書此 5 字，手稿二作「開」。 
41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皆無。 
42按，論文及專書此 21 字，手稿二僅作「此一意義」。 
43按，論文作「註五」，手稿二作「註？」。 
44按，論文無此 2 字。 
45按，論文及專書此 16 字，手稿二作「統治者不應加以推翻，推翻統治即是叛逆」。 
46按，專書此 80 字(含註七)，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47按，專書無此 4 字。 
48按，僅手稿二有此 3 字。 
49按，論文及專書此 12 字，手稿二作「同樣主張」。 
50按，論文作「註六」，手稿二作「《論語•衛靈公》無為而治者，其爵也與」。 
51按，論文及專書此 12 字，手稿二作「即是主張政治自身的消解，政治權力的消解」。 
52按，論文作「註七」。 
53按，論文及專書此 4 字(含註)，手稿二作「做皇帝(『雍也可使南面』)」。 
54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無。 
55按，論文作「註八」手稿二則作「以上皆見《論語•陽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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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最基本的態度，常常為他適應環境，逐步改良的態度所掩沒；自當時

子路，已不能真正了他的真意。後儒沈沒於專制毒燄之中，更河漢其言，{並}56

群起而謂《論語》此種記載，與《左史》不合，{不可置信}57，有如崔灝(《四

書考異》)，趙冀(《陔餘叢考》卷四)，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二)之流。而不

知《左史》係以國政為中心之紀錄，{其勢不能盡其詳密。加以}58紀錄者與所

紀錄之事，{不僅}59無直接關連，且係由展轉傳錄而成。{《論語》仍以孔子為

中心之紀錄，}60其事乃門弟子所親見親聞。{二者精粗之別，實切顯著。即}61以

治史而論，應以《論語》訂正《左史》{疏漏}62，豈可反據《左史》以疑《論

語》？且此二事當時子路已不以為然，若非確出於孔門之故實，弟子中誰肯

造作緣飾，以誣衊其師？〔《墨子•非儒篇》述齊晏嬰對景公之問，謂孔子是

「勸下亂上，教臣弒君......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又引「孔悝亂乎衛，陽貨

亂乎齊(《閒詁》謂「當從《孔叢子》作魯)，佛肸以中牟叛」等 以 證成其 說 。

雖其所述者，不免過甚其辭，意存誣衊；但不能謂其毫無根據。此亦可反證

《論語》所載之不誣，及孔門對政權轉移之真正態度。司馬遷在《史記•自

序》中引董仲舒述孔子作《春秋》之旨，以為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正可與此互證。〕63《禮記•禮運篇》，{貶禹湯文武周公的家

天下}64，為小康之治；而別於其上設「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此真傳孔子之

微言，而為後世小儒瞠目結舌所不敢道的。 

〔此處，應順便澄清一種誤解。許多人因為孔子說過「吾其為東周乎」(〈陽

貨〉)，及「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的話，便以為孔

子在政治上的目的，是在恢復周初的封建秩序。其實，就歷史的觀點說，如

本書第二章所述，中國文化，至文王周公而有一大進展；此種進展之意義，

不是一般人用「封建主義」四字所能加以概括或抹煞的。其次，由夏殷之質，

而進入於周代之文，其文獻的保存，必較宋杞為可徵(註十一)。合上二端，所

                                                 
56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作「更」。 
57按，論文及專書此 4 字，手稿二作「當不可信」。 
58按，論文及專書此 10 字，手稿二皆無。 
59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無。 
60按，論文及專書此 13 字，手稿二皆無。 
61按，手稿二此 12 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62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無。 
63按，專書此 163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64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作「斥禹湯文武周公，以天下為家」。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1 期 

90 

以孔子從歷史的觀點，他會說「吾從周」，說「為東周」，甚至還「夢見周公」。

但孔子的政治理想，則係以堯舜為其最高響往，因堯舜是天下為公的理想化(註

十二)。故《論語》、《孟子》、《荀子》三書之結構，皆以堯舜之事為末章，或

係孔門相承之義。而孔子答顏淵問為邦，則主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是固斟酌四代，何嘗僅以周為限？言非一

端，這種地方，學者正應用心精細去了解。〕 65 

(三)孔子不僅打破當時由列國所代表的地方性，{並且也}66打破了種族之見，

對當時的所謂蠻夷，都給與以平等的看待。「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在孔子的意思，陋是出於小人鄙狹之心，

與九夷並無關涉。他嘆息「夷狄之有君，不如(似)諸夏之亡也」(〈八佾〉)；他

不以當時諸夏表面上的文明生活，可以代表人的真正價值。尤其重要的，他在陳

蔡之間，困頓流連甚久，其志必不在陳蔡而蓋在楚；楚稱王已久，當時固視為南

蠻{鳩}67舌之邦；但在孔子看來，並無異於魯衛。所以春秋華夷之辨，乃決於文

化而非決於種族。韓愈〈原道〉中綜述這種意思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說得相當恰當。儒家政治，以天下

為對象而言「平天下」，實係以普遍性的人間為其內容的。{中國歷史中所表現的

對異族融和和同化之力特強，〔這〕68和孔子的這種思想，有密切的關係。}69 

但現實上，人是有許多類別的，如智愚之分，種族之別，文野之不同等等；

不過在孔子看來，這只是教育問題，而不是人自身的問題。所以他便說出了「有

教無類」(〈衛靈公〉)的這句最偉大的話。他對當時潔身自好的隱士所作的答

復是「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子〉)。〔由此可以

了解孔子心目中之所謂「人」，乃含融了一切人類，故僅與鳥獸相區別。〕 70 

第二、由孔子〔開闢了內在地人格〕71世界，以開啟人類無限〔融合及〕72向

上之機。在孔子以前，已經有了很多道德觀念；一方面是以此作對{於行為}73的

                                                 
65按，專書此 318 字(含註十一、註十二)，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66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二作「而周遊天下，冀求一出處，以行其道」。 
67按，論文與專書此字，手稿二作「鴃」。 
68按，論文無此字。 
69按，論文與專書此 36 字，手稿二皆無。 
70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作「這正說明他對整個人類所抱的悲憫之情與拯

濟的宏願」。 
71按，專書此 8 字，手稿二作「創發了人格的」，論文則作「創發了人格地」。 
72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73按，論文及專書此 3 字，手稿二僅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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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時也以此作評定{某一階層內的}74人的標準。{但所謂智愚賢不肖，都

是表現在外面的知識、行為，〔都是在客觀世界的相互關係中所比定出來的，〕

75還不能算意識地開闢了一種內在地人格世界。所謂〔內在地〕76人格世界，〔即

是人在生命中所開闢出來的世界。在人生命中的內在世界，〕 77不能以客觀世

界中的標準去加以衡量，加以限制；因為客觀世界，是「量」的世界，是平

面的世界；而人格〔內在地〕 78世界，却是質的世界，是層層向上的立體的世

界。〔此一人格內在世界，可以用一個「仁」字作代表。春秋時代代表人文世

界的是禮，而孔子則將禮安放於內心的仁；所以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八

佾〉)？此即將客觀地人文世界向內在地人格世界轉化的大標誌。仁是不能在

客觀世界中加以量化的；〕79譬如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和其他弟子的「日

月至焉」(〈雍也〉)，這呈現在客觀上，即是表現在外表上，能有什麼分別？

又如顏淵的聞一以知十，子貢的聞一以知二，這〔種「知」，〕 80是可以用數

字計算得出來的，因而也是可以在客觀世界中呈現的；但違仁不違仁的自身，

並不能用數字加以表達。因此，違仁不違仁，乃屬於人自身內部之事，屬於

人的精神世界、人格世界之事。人只有發現自身有此一人格世界，然後才能

夠自己塑造自己，把自己從一般動物中，不斷地向上提高，因而使自己的生

命力作無限的擴張與延展，〔而成為一切行為價值的無限源泉。〕 81並把客觀

世界中平列的分離的東西，融和在一起。〔知能上的成就，可以給客觀世界以

秩序的建立。但若僅止於此，則生命除了向外的知性活動以外，依然只是一

團血肉，一團幽暗地欲望。以這樣的生命主體正對著知能在客觀世界中的成

就，常常會感到自己並把握不住，甚至相矛盾衝突。由孔子所開闢的內在地

人格世界，是從血肉、欲望中沉浸下去，發現生命的根源，本是無限深，無

限廣的一片道德理性，這在孔子，即是仁；由此而將客觀世界乃至在客觀世

界中的各種成就，涵融於此一仁的內在世界之中，而賦予以意味、價值；此

時人不要求對客觀世界的主宰性、自由性，而自有其主宰性與自由性。這種

                                                 
74按，論文及專書此 6 字，手稿二皆無。 
75按，論文無此 19 字。 
76按，論文無此 3 字。 
77按，專書此 25 字，論文作「是人對自身內部所開闢出的世界，在人自身內部的世界中」。 
78按，論文無此 3 字。 
79按，論文無此 96 字。 
80按，論文無此 2 字。 
81按，論文無此 1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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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與客觀的融和，同時即是客觀世界的融和。這才是人類所追求的大目的。〕

82柏拉圖的理型世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只不過是思辯、概念的產物。宗教

家的天堂，乃是信仰的構造。都與〔這裡所說的內在地〕 83人格世界無關。此

一世界的開啟，〔重〕84高度的反省、自覺；而此種反省、自覺，並不能像〔禪

家的〕 85電光石火樣，僅憑一時的照射；而是要繼之以切實地的實踐，外的實

踐的工夫，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不僅是在自己的觀念中)開發出來；並且在現

實生活中，是可以經驗得到的。這正是孔子對我國文化，也即是對世界文化，

最大的貢獻。孔子所說的仁，正指的是此一〔內在地〕 86人格世界。這一點，

在後面還要較詳細地說到。〔他並提出了他自己開闢此一世界的「下學而上達」

的歷程；而且他具體指出自己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到「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的每一歷程中的到達點。從心所欲，乃把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

生命，亦即生理地生命與生活的環境，完全融合於圓滿的人格世界中所得到

的精神的自主自由的境界〕 87當然，這裏須要注意的，孔子並沒有忽略向客觀

世界的開發；〔因為如後所述，內在地人格世界之自身，即要求向客觀世界的

開發。所以，他便〕 88非常重視知識。但他是把二者關連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而前進；把對客觀世界的知識，作為開闢〔內在地〕89人格世界的手段；同時，

把〔內在地〕 90人格世界的價值，作為處理、改進客觀世界的動力及原理。所

以他是仁與知雙修，學與行並重，而不是孤頭特出的。因此，〔他許多的話，〕

91都是把二者融合或照顧在一起來說的。}92 

                                                 
82按，專書此 253 字，論文作「同時，在客觀世界的機械法則中，也由此而取得人的主

宰性，自由性。譬如孔子並不是宗教家，他不反對物質的合理享受；這在〈鄉黨篇〉

中便可以看出。但他却有『貧而樂』的境界；他並不是以貧為樂，而是他從人格世

界中解說了客觀世界中的貧富所加給也的精神的束縛。我們文化的缺點是對客觀世

界的擴展不夠，這是大家所共同承認的。但西方文化的最大問題，便在於不曾打開

此種人格世界之門，並且近幾十年來，更走向否定此一世界的方向，因而人不能掌

握自己在客觀世界中的成就，隨時都面臨著自己毀滅自己的危機」。 
83按，專書此 8 字，論文作「我所說的」。 
84按，專書此字，論文作「須要」。 
85按，論文無此 3 字。 
86按，論文無此 3 字。 
87按，專書無此 119 字。 
88按，專書此 31 字，論文僅作「因此，他」。 
89按，論文無此 3 字。 
90按，論文無此 3 字。 
91按，專書此 5 字，論文作「他上面的話，乃至其他許多話」。 
92按，論文及專書此 1245 字，手稿二則作「因而把人民從才智與品德上分成若干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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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孔子而開始有學的方法的自覺，因而奠定了〔中國〕 93學術發展

的基礎。人類很早便有學的事實。{〔西周金文中，已出現有不少的學字；〕

94春秋時代，}95已經有很明確地學的{自覺}96，如《左》昭十八年閔子馬說「夫

                                                                                                                              
但大體上說，即都是從外而所加上去的規定，是當知道所謂智愚賢不肖，就是表現

在外面的知識、行為；其分別實等於一個人是穿上一件衣服或少穿上一件衣服；這

些只是向客觀人文世界的呈現，還不能算是呈現了一種人格世界。所謂人格世界，

是在人對自身內部所開闢出的世界；在人自身的世界中，不能以客觀世界的標準去

加以衡量，加以限制；譬如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與其他弟子的『日月至焉』(〈雍

也〉)，呈現在客觀上，即是表現在外表上，能有什麼分別？又如顏淵的聞一以知十，

子貢的聞一以知二，這是可以用數字計算得出來的，因而也是可以在客觀世界中呈

現的；但違仁不違仁的自身，並不能用數字加以表達。因此，違仁不違仁，乃屬於

人自身內部的事，屬於人的精神世界，人格世界之事。人只有發現自身有此一人格

世界，然後才能夠自己塑造自己，把自己從一般動物中，不斷地向上提高，因而使

自己的生命力作無限的擴張與延展。人自身的價值，只有在此一世界中才能加以肯

定。人格世界之所以不同於客觀世界，因為客觀世界是量的世界，是平面的世界；

而人格世界卻是質的世界，是無限向上的立體世界。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世界中，

始能把客觀世界平列的，分離的相融和在一起。並在客觀世界的機械的法則中，取

得人的主宰性，自由性。譬如孔子並不是宗教家，他不反對物質的合理享受，這在

〈鄉黨篇〉中便可以看出。但他卻有『貧而樂』的境界，他並不是以貧樂，而是他

從人格世界中解脫了客觀世界中的貧富所加給他的精神束縛。我們文化的缺點是對

客觀世界的擴展不夠，這是大家所共同承認的。西方文化的最大問題，便是不曾打

開此一人格世界之門，並且近幾十年來，更走向否定此一世界的方向。柏拉圖的理

型世界，宗教家的天堂，及至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只不過是思辯，概念的產物，

與我所指出的人格及信仰構造世界根本無關。此一世界的開啟，須要高度的反省自

覺；而此種反省、自覺，並不能像電光石火樣，僅憑一時的照射，而是要繼之以切

實地內的實踐，外的實踐的工夫，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不僅是在自己的理想中)，並

且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經驗得到開發出來的。這正是孔子對我國文化，也即是對世

界文化，最大的貢獻。孔子所說的仁，正指是此一人格世界。他說『我欲仁，斯仁

至矣』(缺註)以見仁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精神，的內部。朱元晦說『仁通於上下』，這

一解釋非常深切；所以從《論語》上為一行之善，一念之自覺，都可以稱之為仁；

而他除顏淵三月不違仁外，對其他的弟子，以及當時別的賢士大夫，乃至他自己，

都不許之以仁；即是仁乃係一無限向上的人格世界。他並提出了他自己開闢此一世

界的『下學而上達』的歷程；並且他具體指出他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到『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每一階段中的到達點。從心所欲，乃把自己的客觀世界中的

生命，亦即生理的生命與生活的情境，完全融合於圓滿的人格世界中所得的精神自

由的境界。(依於仁，後面另▓作解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這類的話，都可作如此了解。從二者起基的地方說，即是『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人為了求生存，原始人已經開始向客觀世界開發。今▓人類▓權，

却是要靠人向自己人格世界的開發，使能主宰自己所開發的客觀▓界。」等 1132 字。 
93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94按，論文無此 14 字。 
95按，專書此 18 字，手稿二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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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殖也，不學將落」，即是。但似乎還沒有明確地方法的自覺。{由學所得}97

的結論，和{對}98學所使用的方法，有不可分的關係。有學，必有{其}99學的方

法；但方法須由反省、自覺而〔始〕100趨於精密，學乃有其〔前進的途轍與基

礎〕 101。中國似乎到孔子才有此一自覺。《論語》上所說的學，有廣狹兩義。

廣義的學，兼知識德行〔二者〕102而言。狹義的學，則〔是對〕103指追求知識；

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在孔子，以求知識為立德的一過程，或

一手段。但《論語》上的所謂的知，都含有很嚴肅的意義。並且一個人當實

際活動時，精神必有所專注，而可將立德與求知，分為學的兩種內容。因為

學的內容不同，方法亦因之而異。故下面〕 104分三點加以說明。 

(一){為學的總地精神}105，我想以「主忠信」(〈學而〉)作代表。{而其極

致，則歸於「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106《論語》：「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 (〈述而〉)} 107。文指的是《詩》《書》《禮》《樂 》；

〔所以求知識〕108。行指的是孝弟忠恕；〔所以立德行。〕109而此處所說的忠信，

乃綰帶著文行兩方面，為兩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共同精神。朱元晦謂「盡己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此一解釋，似乎頗中肯綮。德行方面之不離於忠信，隨

處可見，固不待論。在求知方面，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是忠信。

一切方法、工夫，皆〔應〕 110由忠信精神所貫注。否則便只是空話。〔忠信之

至，便達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一面是到達的境界，一面也是為學

時的精神狀態。〕 111 

                                                                                                                              
96按，論文及專書此 2 字，手稿二皆無。 
97按，論文及專書此 4 字，手稿二僅作「學」。 
98按，論文及專書此字，手稿二無。 
99按，手稿二此字，論文及專書皆無。 
100按，專書此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101按，專書此 8 字，手稿二及論文作「一定前進的途程」。 
102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103按，專書此 2 字，論文則作「常是對德行而專」，手稿二則作「學是對德行而專」。 
104按，專書此 88 字，手稿二及論文則作「為方便起見，以下」。 
105按，論文及專書此 7 字，手稿二僅作「學的精神」。 
106按，論文及專書此 20 字，手稿二皆無。 
107按，論文及專書此篇名，手稿二甶空格。 
108按，專書此 5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109按，專書此 5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110按，專書此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111按，專書此 38 字，手稿二及論文皆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