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到底是甚麼？孔子講：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要講道德、講學問，使自己的行為符合

道義，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就是人文精神，一句

話，學會「做人」。

	 	 	 —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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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湯一介

中國傳統中，對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特別重視。中

國古老的經典《周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彖辭》）意思是說，觀察人類文明的進展，就

能用人文精神來教化天下。可見我們的老祖宗已經非常

重視用人文精神來進行教化了。所謂人文教化就是用人

文精神教化人。那麼人文精神從何而來？照《周易》看，

它是在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中國

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寶貴人文精神對人們進行教化的

經驗，這些無疑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應當受到珍視。例

如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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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述而》）不修養德性，不講究學習，聽到符合道義

的話而不能跟著做，有了過錯而不知、不改過，這些都

是孔子所憂慮的。孔子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人

文教化」的很好的總結。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

是甚麼？我想就是孔子說的要講道德、講學問，要使自

己的行為符合道義，要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一句話：

受教育，學知識，首先要學會「做人」。

在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注意

到，科學技術雖然可以造福人類社會，但也可能嚴重地

危害人類社會。今天，我們可看到，有些科技的利用（甚

至它們的發展）並不都能造福人類，例如克隆「人」的

問題，生化用作戰爭的手段，等等。那麼，我們應如何

引導科技的發展呢？這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同時，

我們還可以看到，由於金錢和權利的誘惑，當前存在著

嚴重的不顧「道義」，用非常不道德、損人利己的手段「爭

權奪利」，致使人們失去了「理想」，喪失了「良心」，

使人類社會成為無序的、混亂不堪的社會。我想，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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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用「人文精神」來引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那

麼甚麼是「人文精神」？這可能是個「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的問題。我想，如果從我國歷史來看，也許孔子

的「仁學」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代表。他的「仁

學」當然是包含了上面所說的「修德」、「講學」、「徙

義」、「改過」等等。但我想，最根本的是要人有一種「愛

人」的精神。

那麼我們何處去了解、體會孔子的「愛人」的人文

精神呢？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讀《論語》。《論語》

不僅記載了孔子的言論（他的思想），而且可以從中看

到他的為人行事。這裡我只想說一點我對孔子「愛人」

的人文精神的體會。《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孔

子回答說：「愛人。」這種「愛人」的思想從何而來？

在《中庸》裡有孔子的一段話：「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仁愛」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愛自己的

親人是出發點，是基礎。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還

會愛別人嗎？有一個調查報告，調查對象是美國 13所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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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 1005名學生、日本 15所高中的 1303名學生和

中國內地 22所高中的 12201名學生。在回答「最受你

尊敬的人物是誰」這個問題時，美國學生把父親排在了

第一，母親排在第三；日本學生排第一的也是父親，第

二是母親；而中國內地學生卻沒有一個人將父母列入受

自己尊敬的人物的前 10名。這裡說明了兩個問題，一

是確實有些父母不值得尊敬；另一是眾多的中國學生對

自己的父母沒有一點「愛心」。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應讓

我們深思，看來要對學生進行「仁愛」的人文教育。但

「仁」的「愛人」精神不能停止於只愛自己的親人，郭

店楚簡中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甚繼之愛人，

仁也。」篤實地（實實在在地）愛自己的父親，這只是愛；

擴大到愛別人，這才叫「仁」。又說：「孝之放，愛天

下之民。」對父母的孝心要放大到愛天下的老百姓，才

叫「仁」。這就是說，孔子儒家的「仁學」，必須要由「親

親」（愛自己的親人）擴大到「仁民」（對老百姓有「仁

愛」之心）。也就是說，做甚麼都要「推己及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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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

「仁」。做到「推己及人」並不容易，必須把「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為

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愛精神」推廣到整個社會，

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其由人乎？」有的學者把「克己」

與「復禮」解釋為平行的兩個方面，我認為這不是好的

解釋。所謂「克己復禮曰仁」，是說只有在「克己」（克

制自己的私慾）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

費孝通先生對此有一解釋，我認為很有意義，他說：

「克己才能復禮，復禮是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的

必要條件。揚己和克己也許是東西文化差異的一個關

鍵。」「仁」是人自身內在具有的品德，「禮」是規範

人們的社會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它是為了調節社會

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相處，「禮之用，和

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制度，必須出乎人的自覺的「仁

愛」之心（內在的真誠的「愛人」之心），這才符合「仁」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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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其由人乎？」對「仁」

與「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愛」之心，「制

禮作樂」只是一種形式，甚至可以是為了騙人的，它是

虛偽的。所以，孔子認為，有了出自真誠的「仁愛」之

心，並把它按照一定的規範實現於日常社會生活之中，

這樣社會就會和諧安寧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如果我們把《論語》中這種「仁愛」精神，結合

現實存在的問題，通過閱讀文化典籍，使讀者了解中國

文化精神，而且要對孔子儒家思想「仁愛」的內在精神

產生一種感情上的共鳴，誦讀一些古典名著的名篇、名

句非常必要，最好能背誦。通過誦讀，可以起到「以情

化理」的作用，使之成為日常生活的準則，這將是一生

受用不盡的。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這

就是說我們應該對自身文化的來歷、形成的過程以及其

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和發展的趨勢等等能作出認真

的思考和反省，我認為這非常重要。而「文化自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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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最主要的就是通過閱讀或誦讀文化經典才能得到。例

如我上面舉的孔子「仁學」的例子，我們必須讀孔子的

《論語》以及其他一些儒家典籍才能得到「仁學」的真

精神。我想，閱讀我們的文化經典以提高我們的人文素

養，決不能把它和閱讀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經典分割

開來。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古代的中國。今天

的中國是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信息網絡的世界

大環境之中，世界已經連成一片，像是一個地球村。因

此，我們也不能不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而且對

我們自身文化精神的了解也離不開對其他民族和國家文

化的了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

果我們能從「他者」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文化，一方面，

可以加深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而更加珍視我們自己

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較中發現我們自身

文化的不足，使我們能夠自覺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

以滋養我們自身的文化。因此，在提倡誦讀我們自身文

化經典的同時，也應該引導青年誦讀一點其他民族文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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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我們可不可以讓青年讀一點柏拉圖的著作，例

如柏拉圖《理想國》的片斷。柏拉圖認為：「善的生活

裡表現出來的特性是：一、適度；二、均衡，美，完整；

三、理性與智慧，亦即真理；四、知識，技術，正確的

判斷；五、不伴有痛苦的純粹快樂，以及適宜的食慾滿

足感。」這樣的思想可能對我們有啟發。我們也可以讀

一點《聖經》，例如耶穌的「登山訓誡」（見《馬太福

音》第五章）。當然還可以選讀其他一些西方經典片斷，

也可以選讀一些印度經典（如《奧義書》和佛典）和伊

斯蘭教《古蘭經》的片斷等等。有些經典最好讀英譯本，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一門外語。我們應讓我們

的青年眼界開闊一點，用一句套話就是「胸懷祖國，放

眼世界」。祖國的繁榮富強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世

界的前途也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而這些都要求我們

的青年有「文化自覺」，而「文化自覺」一定要通過對

文化經典的掌握，才能有良好的人文素質。這應是我們

做老師的進行「人文教育」的不可推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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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①	 己：自己。所不欲：不喜歡，不希

望發生。

②	 勿：不要。施：施加，使⋯⋯發生。

③④	 立，達：都是指使事有所成，可以

理解為成為有德行有成就的人。

推己及人

己
所
不
欲
，
①

勿
施
於
人
。
②

︽
論
語
．
顏
淵
︾

己
欲
立
③

而
立
人
，

己
欲
達
④

而
達
人
。

︽
論
語
．
雍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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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愛人如己

這兩句話都出自《論語》，是孔子在談論「仁」的時

候提出的主張。「仁」是孔子的人生理想，其含義非常

深廣，表達的時候卻很簡約，境界非常高，又能密切聯

繫實際。

那麼，「仁」是甚麼？這裡的兩句選文回答了這個

問題。第一句話的意思是：自己不喜歡的事，不希望發

生的事，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不要讓它在別人那裡發

生。第二句話的意思是：如果自己想成為有成就有德行

的人，那就幫助別人也成為有成就有德行的人。合起來

看，「仁」就是推己及人、愛人如己。

我們如果對這兩句話的語言背景有所了解的話，那

麼就會對孔子所說的「仁」有更深的了解。第一句話當

時的語言環境是這樣的。孔子的弟子仲弓向自己的老師

請教「仁」的問題。孔子舉例子說：出門的時候要像去

會見最重要的客人一樣重視自己的言行；如果自己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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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要讓老百姓感到自己受到了最高的尊敬；自己不

喜歡的事、不希望發生的事，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不

要讓它在別人那裡發生。舉個例子來說，就是如果你不

希望自己的國家發生戰爭，那就不要把戰爭加在別的國

家身上。

第二句話當時的語言環境是這樣的。孔子的學生子

貢問，如果有人能對廣大的老百姓進行救濟和幫助，這

算是「仁」吧。孔子說：這豈止是「仁」，這是聖人才能

做到的事，就算堯舜這樣的人也未必能做到；如果自己

想成為有成就有德行的人，那就幫助別人也成為有成就

有德行的人；我們能從身邊的事情做起，這就是實踐「仁」

的方法了。同樣，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如果我想讓自己

的居住環境舒適優美些，那麼我也應該幫助別人居住在

孔子告訴顏淵，克己復禮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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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優美的環境中，從身邊的事情做起，保護環境，那

麼這也是在實踐「仁」了。

從上面可以看出，孔子所說的「仁」包含兩層意思，

一層是不要傷害別人，至少不要故意傷害別人。第二層

意思是如果可能，要盡量幫助別人。如果做不了大事，

那麼從身邊的小事做起也是可以的。如果能做到這些，

就算是「仁」了。

孔子（左一）正在宣揚自己的主張。



註解

①	 恆：經常，始終。

互敬互愛

孟
子
曰
： 

﹁
愛
人
者
， 

人
恆
①

愛
之
； 

敬
人
者
， 

人
恆
敬
之
。﹂

︽
孟
子
．
離
婁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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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

愛是相互的

這句話反映了孟子的「仁愛」觀點。意思是說，關

心愛護別人的人也會得到別人的關心愛護；尊敬別人的

人也會受到別人的尊敬。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愛」

與「敬」都是相互的。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一直以「禮儀之邦」聞名世界，

因此互愛互敬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民間流傳著一

句俗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這可以說是人

際交往的黃金法則。歷史上的很多名人在這方面為我們

做出了榜樣，比如「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孟嘗君。

孟嘗君是戰國時期齊國的王室公子，也是齊國重要

的大臣。他喜好結交人才，招攬了很多有特殊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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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他的門客。所謂門客，指的就是古代有身份和地位的

人所收養的有學問和技能的人才。孟嘗君的門客最多的

時候有三千人。有一天，來了一個名叫馮諼的人，他窮

困得沒辦法維持生活了，想投靠孟嘗君。孟嘗君就問：

「客人有甚麼愛好？」馮諼回答說：「沒有甚麼愛好。」

孟嘗君又問：「客人有甚麼本領？」馮諼回答說：「沒

有甚麼本領。」孟嘗君笑著說：「好吧，留下來吧。」

孟嘗君手下的人認為馮諼沒有甚麼本事，就只給馮

諼吃粗劣的食物。不久後的一天，馮諼靠著柱子，敲著

他的劍，唱起歌來：「長劍呀長劍，咱們回去吧，吃飯

沒有魚呀！」手下的人報告了孟嘗君，孟嘗君說：「你

們要像對待其他門客一樣對待他，要給他魚吃。」又過了

一陣，馮諼又敲著他的劍，唱起來：「長劍呀長劍，咱

孟嘗君門下養了很多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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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回去吧，出門沒有車呀！」手下的人都笑了，把這件

事報告了孟嘗君。孟嘗君說：「給他備車吧，像對待重

要的客人一樣對待他。」沒過多久，馮諼又敲打著他的

劍，唱道：「長劍啊長劍，咱們回去吧，沒有錢養家呀。」

人們開始討厭馮諼了，認為他貪心，不知足。孟嘗君聽

說了，忙問：「馮公家裡還有親人嗎？」手下的人回答：

「他家裡還有個老母親。」孟嘗君趕快派人給馮諼的母

親送吃的和用的，讓她安享晚年。從此以後，馮諼就不

再敲劍和唱不滿的歌了。

在馮諼最困難的時候，孟嘗君沒有看不起他，也不

在乎他沒有特長，同樣尊重他，給他豐厚的待遇，關心

他的家人。他這樣真心誠意地敬重和善待馮諼，讓馮諼

深受感動，決定一心一意跟從孟嘗君，把他當成自己真

正的朋友。

後來，馮諼一直跟隨孟嘗君，辦了一些深得民心的

好事，為孟嘗君贏得了人民真心的擁戴。當孟嘗君受到

齊王的猜忌，被革職而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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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許多門客都紛紛離去，只有馮諼毫不猶豫地留在孟

嘗君身邊，全心全意幫他出主意，為他四處奔走遊說，

使孟嘗君最終渡過了難關。

孟嘗君和馮諼的故事很好地說明了「愛人者，人恆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的道理。愛是相互的，你付

出了「愛」和「敬」，收穫到的也會是「愛」和「敬」。



註解

①	 老：贍養、敬愛。

②	 老：長輩，老人。

③	 幼：撫育、愛護。

④	 幼：子女。

老
①

吾
老
② 

以
及
人
之
老
， 

幼
③

吾
幼
④ 

以
及
人
之
幼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仁慈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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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之心

這句名言大意是：贍養敬愛自己的長輩，推廣到贍

養敬愛別人的長輩；撫育愛護自己的子女，推廣到撫育

愛護別人的子女。

這種仁慈博愛的思想在中國由來已早，儒家經典《禮

記》中描繪的理想社會就是如此：「人們不僅僅奉養自

己的父母，不僅僅撫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夠終享

天年，中年人能為社會效力，幼童能順利地成長，使老

而無妻的人、老而無夫的人、幼年喪父的孩子、老而無

子的人、殘疾人都得到供養。」

開創「文景之治」的漢文帝就是一位有著仁慈博愛

之心的人，他不僅敬愛自己的母親，而且善待普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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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在社會上樹立起了仁慈博愛的風尚。

漢文帝是著名的「二十四孝子」之一，他侍奉母親

薄太后非常精心周到。有一次薄太后生病了，一病就是

三年，文帝盡心在床前照顧，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湯藥煎好了，在給母親喝之前，文帝都要自己先嚐一嚐，

體味藥的火候是不是適中，會不會太燙，覺得合適了才

送給母親服用。薄太后心裡很感動，也很心疼自己的兒

子，就說：「宮裡這麼多人，都可以照顧我，你不要這

麼辛苦操勞了。我的病又不是三兩天就能好的，以後叫

宮女們服侍我就可以了。」漢文帝跪下來對母親說：「如

果孩兒不能在您有生之年，親自替您做點事，那要甚麼

時候才有機會報答您的養育之恩呢？」

更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也把天下的老人當成自己

的父母一樣來供養。他說：「年老的人，沒有布帛就穿不

暖，沒有肉就吃不飽。如果不按時派人慰問年老的長者，

又不送布帛酒肉給他們的話，怎麼能幫助天下的兒孫贍

養他們的老人呢？」緊接著，他下達了一條法令：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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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以上的，由政府每月送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年紀九十歲以上的，每人另加送帛二匹，絮三斤。所送

的物品由縣令親自查看、發送。送給九十歲以上老人的

物品，要由縣裡最高的幾位長官親自奉送；不滿九十歲

的老人的禮物，要由鄉裡的長官或縣政府裡的官員奉送。

漢文帝的仁愛精神感化了所有的官員、百姓，社會上傳

揚著仁慈博愛、敬老愛幼的風氣。



註解

①	 子路：孔子的一位弟子。

②	 子：古代對男子尊敬的稱呼，在這裡

是對孔子的敬稱，可以理解為「您」。

③	 老者：老年人。安之：使他們生活平

靜安逸。

④	 信之：使他們互相信任。

⑤	 懷之：使他們受到關懷。

子
路
①

曰
： 

﹁
願
聞
子
②

之
志
。﹂ 

子
曰
： 

﹁
老
者
安
之
，
③ 

朋
友
信
之
④

， 

少
者
懷
之
⑤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孔子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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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宅故井

愛滿天下

這是孔子和他的學生在討論孔子的志向。子路說：

「老師能談談您的志向嗎？」孔子說：「使老年人能安

享晚年，使朋友之間彼此信任，使青少年得到關懷。」

企盼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贍養，安樂地

度過晚年；青少年都能夠得到很好的關照，健康幸福地成

長；其他人都能夠相互諒解，相互信任，消除欺詐和怨仇。

很顯然，孔子的志向，是要把仁愛的精神推廣到全天下，

使所有的人都各得其所，從而形成一個祥和、安定的理

想社會。

孔子的仁愛精神還表現在對人的重視。孔子一直把

對人的愛看得非常重要，他有個著名的「問人不問馬」

吳道子畫孔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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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一天，孔子家的馬廄裡失火了。他退朝後，家

人來報告說馬廄失火，孔子趕緊問：「傷著人沒有？」

這個細節流露出來的，正是孔子的仁愛情懷：無論是家

人，還是馬夫，「人」都是他最關心的。

關愛他人並不是很難的事。當你在公共交通工具

上把座位讓給有需要的人的時候，當你為災區捐款的時

候⋯⋯你便為他人送去了一縷愛的溫暖。只有人人都獻

出一份愛，這個世界才會充滿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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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和儒家

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家雖由孔子創立於春秋末葉，但

「儒」卻起源甚早，《漢書．藝文志》、劉向《七略》、

司馬遷《儒林列傳》都記載說：「儒」最初實際上是與

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動有關。

中國人歷來重視喪葬禮儀，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促

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儒」。在中國古代社會，最

晚到殷商時代就有了專門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人員。這

些人就是早期的儒，也稱為術士。他們精通當地的喪葬

禮儀習慣，時間一長，便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職業。

這種職業地位低微，仰人鼻息，性格柔弱，因此「儒」

本來的意思是指柔弱的術士。

從孔子開始，儒便與巫、史、祝、卜分化開來，成

為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人，他們非常注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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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養。「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應該是在《論語．

雍也》。孔子在這裡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君

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作為「諸子百家」之一，和

其他各派互相批評、互相爭鳴。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被漢武帝採納，於是

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大一統思想。

儒家思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到玄學、佛學的挑戰，

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但是儒

學有非常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可以及時適應時代和社會

的變化，因此至今仍然有很強的活力。儒家思想至今仍

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