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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孟子》的助学读物，为中

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撰的经典助学丛书

的一种。

《孟子》与《论语》《大学》《中

庸》一起构成“四书”，是中华传统文

化最重要的经典。古代不仅知识分子要

学习，其他人也要学习，是全民教育的

普及读本。今天我们读经典，能够背诵

其中的句子固然很应该、很重要，但更

应该、更重要的是掌握精神实质，用于

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和

素质。为了体现这一点，帮助读者开启

思路，本丛书采用主题体例，即确定每

部经典的主旨，以这一主旨为核心组织

专题。这种体例的突出优点是系统性和

思想性强，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学习和理

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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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主旨是什么？就仁义而言，如果说《论语》突出

的是仁，那么《孟子》突出的则是义。关于义，《孟子》最经典

的说法是“义，人路也”。义是人走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义把

人引向人路。所谓人路，就是人这个物种独有的道路，只要是人

就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是善。在孟子那里，

善相当于“道”，是仁义礼智等准则的总体。为此我们可以把人

路概括为善道，可称善道人路。走善道人路就是《孟子》的主旨，

可以说《孟子》的全部论述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的。

坚守善道人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宏观上，它为我们提供了

一条与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截然不同的途径，这条途径固守人

本，高扬道义，追求尊严。微观上，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做人方式、

生活方式、生命方式，这种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开掘和发挥心性之

善为己任，为最高价值和最大快乐。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践行善

道人路，但至少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补充，使我们的人生

更加丰富多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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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人路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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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性
的
误
区

语录

原文——

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

言夫！（《孟子·告子上》）

译文——  

误导人们祸害仁义的，定然是你

这种论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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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性恶与性善

人性是什么？对作为人的我们来说，是应该也是必须首先明

确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仍是一笔糊涂账。

发生在 2300 多年前的关于人性的一次辩论精彩纷呈，其后

的种种理论都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从中找到自己的雏影。

再现这次辩论无疑可以为我们厘清人性问题提供一个经典案例。

辩论的正方是一个名叫告子的青年学者，反方是大名鼎鼎的

孟子。按照内容，这次辩论可以分出三场。

第一场辩论。

正方的陈述是：人性好比柔软的柳条，仁义好比是曲卷柳条

的力量，人遵仁守义，就像是外力作用下柳条被曲卷成一定的形状。

孟子反诘道：你是顺着柳条的本性来曲卷它呢还是戕害本性

来做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难道只有戕害人的本性

才能使人做到遵仁守义吗？（《孟子·告子上》下文凡引《孟子》，

不再标注书名）

 双方辩论的焦点是人性善。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告子否认这

一点，认为善是后天的，是社会施加于人的，就像把柔软的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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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成一只筐子。这个说法挺现代，看

上去很合理，然而还是被孟子抓住了破

绽。他的诘问非常巧妙，凡物都有自己

的性质，人也一样，他就从这里入手，

问你：的编织是顺性而为还是逆性而动？

告子输定了，因为根本无法回答。

说顺性吧，等于承认人性本善，那还辩

论个什么劲儿；说逆性吧，等于把人性

置于善的对立面上，这话可不敢轻易出

口。作为论敌，告子应该选择后者，所

以孟子随即发出第二问，这岂不是说唯

有戕害人的本性才能使人为善吗？意思

是，闹了半天世上那些善良的人原来都

是在跟自己的本性较劲儿，是逆天性

而动。

孟子的诘难很厉害，一下子就把告

子打进异端。朱熹为《孟子》做注，把

这层话挑明了：“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

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

（《孟子集注》卷十一）认定告子的论

调与荀子的人性恶观点同属一路。就是

说，人性本恶，至于善，那是后天的加

工制作。这还了得？难怪孟夫子要发脾

气了，说了题头语录那句话，不管你的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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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动机是什么，你的这套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就是鼓惑人们背弃

良善。这帽子可够大的。

不光孟子，他的弟子公都子也遇到同样的挑战。发难的是一

个叫孟季子的人，手法仍旧是把善与人性分开。问：你说仁义是

出自本性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好，我来问你，面前有两个人，一

个是你哥哥，一个比你哥哥年长，两个人你更尊敬谁？按照儒家

爱亲是天性的观念自然是亲人优先，公都子老老实实地答：哥哥。

见对方入了套，孟季子微笑着问：好，那么斟酒的时候，谁先谁

后呢？回答是应该先给年长的人斟酒。孟季子说，既然如此，不

恰恰证明仁义是外在的吗？因为你使你的天性遵从社会惯例。公

都子傻了眼，跑回去问老师。

一番耳提面命后，公都子找到孟季子，问：你冬天是喝热汤

还是喝凉水？孟季子差点笑出声：我又不傻，当然喝热汤。又问

夏天呢？回答喝凉水。这回该轮到公都子得意了，说：冬天喝热

汤夏天喝凉水，正好跟外在的天气相反，这不恰恰证明事情是由

内在决定的吗？（《告子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斗嘴了。

以儒家人性观衡量，性恶说是第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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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2  

二元论与一元论

第二场辩论。

仍旧是打比方，上回是柳条，这回换成水。

正方的陈述是：人性就像是湍急的流水，东边有缺口就往东

边去，西边有缺口就朝西边去，没有一定走向。正如水流没有不

变的方向，人性无所谓善还是不善。告子的比喻很到位，着眼的

仍是可塑性，水比柳条更柔软，没有定势也没有定形，流到哪儿

算哪儿，流到什么里面就是什么形状，完全随机。至于观点，朱

熹的评论是：“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近于杨子善恶混之说。”（《孟

子集注》卷十一）告子做了不大不小的调整，采用杨朱的善恶混

合说。

不错，孟子答道：水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的确不一定，可是

难道从高处向低处流也不一定吗？告子愣了，这一层他还真没想

到。孟子接着说：水一定要向下流动，没有不向下流的水，这就

是它固有的本性。人性也一样，也有固有的本性，这就是善。

既然人性是善的，可为什么还有人做坏事？告子问了一个人

人都会提出的问题，潜台词是做好事证明人性善的一面，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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