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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人的伦理定位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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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的人的探

寻和发掘，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工作。从三个层面来探寻和发掘：纯粹伦理性———人与道德；
生存伦理性———人与利益；理想伦理性———人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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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对

儒家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的人的探寻和发掘，
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工作。从台湾一些学者站在

“生死学”角度考察人来看，或许可以获得一定的

启发。面对今天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功

利主义，从伦理意义上来探寻和发掘人也许是一

件具有诗意般的事情，更是一件很务实而又值得

重视的工作。

　　一、纯粹伦理性：人与道德

翻开儒家思想典籍，不难发现，在儒家思想中

人的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所强调的

人，是社会人群中的一员，个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缘

人伦关系的网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存在

于这种“礼”所规定的血缘人伦关系之中，一旦超

越了人伦 关 系 这 个 界 限，就 会 被 认 为 是“忤 逆”。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

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

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
莫大于礼。”［１］，就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 言，非 礼 勿 动。”［２］“思 不 出 其 位”［２］，
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能不能为其人，关键

在于道德。可以说，道德是人在伦理关系中的纯

粹性和人存在的合理性。
说到人的纯粹道德性，有必 要 提 及 孔 子。从

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是关于人的

学说或者说是关于人的哲学。孔子的学说是关于

人的哲学，是因为他的学说是围绕人的问题展开

的，他关心的是人道、人格、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

质、人的价值、人生道路和人生理想等人生的大问

题。无论孔子在《论语》中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

“道德”与“伦理”，正是他开启了后世儒学的道德

生命历程。何为人？孔子曰：“人者，仁也，亲亲为

大。”［３］这个“仁”，就是一个道德 体。他 还 说，“我

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 之；恶 不

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 有 之 矣，
我未之见也。”［２］在孔子看来，仁者，是指充满慈爱

之心、满怀爱意的人。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
思想，体现了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就今天而言，
他的这种愿望不正是和谐社会所需求的吗？在中

华民族的 发 展 进 程 中 它 衍 生 出 了 民 族 精 神、“四

有”公民准则、“八荣八耻”精神等等，为伟大的中

华民族 的 崛 起 矗 立 了 坚 实 的 精 神 支 柱。仁 者 爱

人，应该成为我们现代生活中每个人应有的道德

品质。

　　二、生存伦理性：人与利益

走进儒家思想，如果细细品味，不难体味儒家

关于人的伦理定位首先是从生存开始的。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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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而言，活下来，才能谈得上是否认同某种伦理

原则，因为生命存在是伦理作用的前提条件。但

是对于社会个人来说，人要想真正立足，在社会上

站稳，则 非“礼”不 可，即 得 要 有 好 的 德 性。孔 子

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

言，无以知人也。”荀子也说，“礼者，人也 所 履 也，
失所履，必颠厥陷溺。”［１］所以，礼是人们行为的尺

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礼而行，就无以在

社会上立身成名。在儒家先贤们看来，“礼”是一

种帮助人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和机制，或者说这就

是一种德性制导机制。
可以说，儒家对义与利的对举，确立了做人的

伦理化思路。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都必须要有

物质（利益）。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物质资

源是有限的，这必然会产生矛盾，引起冲突。生存

于现实社会，谁也不能免俗。如何缓解或解决这

些矛盾和冲突呢？儒家先贤们建立了一种生存伦

理观———义利观，通过这一生存伦 理 观 来 调 节 人

们之间 的 矛 盾 和 冲 突。“义 与 利 者，人 之 所 两 有

也”（《荀子·大略》），“天 之 生 人 也 ，使 人 生 义 与

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 不 能 乐，
体不得利不能安”［４］。“仁者以财发身，不 仁 者 以

身发财。”［３］就孔子的义利观而言，有 两 个 著 名 的

命题：一个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另一个

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孔子的这以思想在今

天仍然十分必要，很有价值。
说到义利观，还应提及孟子，他的义利观是典

型的重义轻利观，甚至将义利对立起来。孟子的

义利观主要两个层面：一是怀义去利。在义和利

关系上，必须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孟子 说，“仁，
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 弗 居，舍

正路而不由，衷哉！”［５］孟子认为，“尊德乐义，则可

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
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 之 人，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 则 独 善

其身，达则兼善天下。”［５］二 是 舍 生 取 义。孟 子 把

“义”看做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义”比生命重要。
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 者 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５］需要 指 出 来 的 是 孟

子的义利观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

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 大 丈 夫 气 概 和 品 德 尤 其 难 能 可 贵。
就其消极的一面而言，孟子的利益观似乎是一种

“先知 先 觉”英 雄 史 观 的 思 维 模 式，他 简 单 地 把

“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

重标准。因此，从人的生存伦理角度来看，对待孟

子的义利观，要继承和弘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利益观。

三、理想伦理性：人与境界

亲近儒家文化，总能感受到它的博大精神，总
能感受到儒者的人格魅力。儒家思想关于人格，
还有境界一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境界”一词，由
来已久。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

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

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

思。在儒家先贤们看来，做人就应该做一个有一

定境界的人，大致说来儒者的境界有三重。
第一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一名儒士。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 欲，勿 施 于 人。在 邦 无 怨，在 家 无 怨。”［２］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２］所 谓“己 所 不

欲，勿施于人”，通俗地讲就是指自己不想要的东

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

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
就像《增广贤文》中所讲，“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

己之心恕人”，这是儒者首先要做的。人的一生如

大海中的一艘远轮，在人生旅途长河中，肯定会遇

到顺心的、不顺心的人和事，每个人在工作中或是

生活中都应该有这种胸襟，不计较他人，不放纵自

己。这是一种情怀，一种豁达，一种境界。
第二重：“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做

一名贤达。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能近取 譬，可 谓 仁 之 方 也 已。”［２］意

思是说，仁德之人应该是自己想建树的也帮助别

人建树，自己想要做到的也帮助别人做到，能由自

己推 及 到 别 人 身 上，这 可 以 说 是 实 行 仁 的 方 法。
孔子的“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折射

出一抹光辉。就今天而言，尤其难能可贵，现代社

会竞争激烈，更需要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形成一

种多赢的局面。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应该与团队

同成长、同发展之人。
第三重：“无终食之间违仁”，做一名圣人（仁

者）。成为圣人，这是儒家思想所说的做人的最高

境界。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 其 道

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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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违仁，造 次 必 于 是，颠 沛 必 于 是。”［２］意 思 是

说，财富和地位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凭正

当的方式取得的，君子是不会享有的。贫贱和卑

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是由于本不应该贫贱

而贫贱了，君子是不会摆脱这种境况的。如果扔

掉了仁，又怎么称得上君子呢？即使是一顿饭功

夫的时间也不会违反仁，匆促之时也不忘掉仁，在
生活困段、东奔西走之时也一定在实行仁。这是

一种最理想的状态，需要经过艰苦的磨练与长期

的考验，当传统的规范与自己的意识逐合在一起，
不必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仁和与中正，这
是最高的生命状态。事实上，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要想完全做到，几乎不可能，只是当人们在颠沛流

离时，在艰难困苦时应该像孔子所说的仍然要保

持一份气节、一份坚强、一份勇敢、一份积极，那就

足够了。

参考文献：

［１］荀况，孙安邦，马 银 华 译 注．荀 子［Ｍ］．太 原：山 西 古 籍

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２，６８．
［２］孔丘，梁海明 译 注．论 语［Ｍ］．呼 和 浩 特：远 方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６２，１０９，１２１，１５４，３２－３３，２１１．
［３］曾参、子思，梁 海 明 译 注．大 学·中 庸［Ｍ］．呼 和 浩 特：

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１，６３．
［４］（汉）董仲舒．春 秋 繁 露·身 之 养 重 于 义［Ｍ］．北 京：中

华书局，１９７５．９：５９．
［５］孟轲，梁海明 译 注．孟 子［Ｍ］．呼 和 浩 特：远 方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７７，１６８．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ＱＩ　Ｗｅｎ－ｙｉｎｇ
（Ｈｕｎａｎ　Ｅｎ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ａ　４１０１５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ｅｔｈｉｃｓ　ａｓ　ｉ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ｊｏｂ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Ｐｕｒ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ｄｅ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ｅｔ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ｓｙ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ｓｔｅｍ

（上接第２８页）
［６］Ｓａｎ．２００９年 影 视 剧 盘 点：国 产 影 视 剧 有 量 更 要 有 质［ＥＢ／

ＯＬ］．夸 克 电 影 网－电 影 手 册，２０１０－０１－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ｕａ－

ｃｏｒ．ｃｏｍ／ｓｈｏｗ．ｐｈ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４９２９６．
［７］刘　庆．关 于 新 世 纪 中 国 文 学 生 态———夏 康 达 教 授 访 谈 录

［Ｊ］．文学教育，２００７（７）：４－６．

［８］武翩翩．五位文艺出版社老总眼中的２０１０期待更好文学作品

［ＥＢ／ＯＬ］．中 国 新 闻 出 版 网，２０１０－０１－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ｘｗｃｂ．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１／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８４８１．ｈｔｍ．
［９］曾　颖．我国 网 瘾 青 少 年 逾１３００万 谁 养 大 了‘治 网 瘾’产 业

［Ｎ］．新京报，２００９－０８－２５（Ａ０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ｃｏｃｒｉｓｉｓ
Ｚｈａｏ　Ｒｏｎｇ－ｘｉａ１，ＪＩＡＯ　Ｙａ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　６ｔ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ｃｏｃｒｉｓｉ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ｓｏ　ｔｈａ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ｃｏｃｒｉ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ｙｔｈｍ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３　第３期　　　　　　　　　柒文英：儒家思想中人的伦理定位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