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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的大生命观 

董甲河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孟子的大生命观认为天命是生命的本源，身心是生命的结构，心比身更重要。孟子把生命的问题由天道转化为心
性问题，提出养心、养气等心性方法，回归生命的本源，最终可以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生命境界。孟子规定了儒者生命之道

的模式，为儒者安身立命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之路。然而，从现实效用来看，孟子的大生命观模式只适合于上智之人，不能

在现实中完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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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关于孟子生命观的研究，多从孟子的心
性论、修养论等角度阐发，已经涌现出许多学术

成果，然而这些角度研究孟子的生命观还不够深

入，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孟子的生命观并非一

般仅仅限于个体生命有形的生命观，而是立足于

从生命本源来探讨的大生命观。这样的大生命观

具有深刻的生命内涵和生命信仰，让千百年来无

数儒者为之终生追求。鉴于此，笔者从生命的本

源角度论述，分别从天命与身心、养心与养气两

个方面对孟子的大生命观加以探索，以期推动对

孟子大生命观的阐释。

　　一　天命与身心

人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个生命问题一直困

惑着芸芸众生。世间虽有种种追求，但最终在死亡

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孟子作为有形的个体生命，同

样面对这一生命问题。他立足于儒家生命信仰，主

要从生命本源与生命结构两个方面回答了生命

问题。

第一，天命是生命的本源。从“尽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１］３４９看来，孟子认为生命

的本源就是天或天命，换言之，“莫之为而为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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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１］３０８这里，孟子虽然没有

像《易传》那样描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

妇……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２］，但认为是天命

创造了人，人必然最终回归于天命。“如果要作一

个区分，那么天是从‘存在’上说，命则是从功能、作

用上说。其实，天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命而实现

的，命的作用则是以天的‘存在’为前提的”。［３］１００实

质上这没有多大区别，我们生命的本源只有一个，

就是天，落实到个体上，就是命，这样天道与人道就

很好地贯通起来了。因此，“天是全能的，即自然界

是全能的，自然界创造了生命，也创造了人类，人类

的一切，包括价值，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自然界这一

生命母体。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这就

回答了‘人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３］９９第

二，个体的生命结构可以分为心、身两部分。一方

面，从心来说，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发

现了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仁

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

体也。”［１］２３８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心之萌芽，

从这些萌芽可以显见仁义礼智之端，也就是人的本

性。孟子认为从这些心之端可以证明人有不忍人

之心，也就是个体生命的本心，实际上是生命本源

的显现。孟子的深刻之处在于抓住了孺子入井这

个“机”。试想之，孺子入井，人人皆显露不忍人之

心，若是孺子不入井，人人的不忍人之心不显露就

不存在了吗？“事实上它是先天的情感意识而见之

于经验的东西。当它未与经验事实接触的时候，只

是某种隐而不现的内部的存在状态，或一种潜在能

力；当它与经验事实接触时，就表现为现实的情感

活动。”这是“与对象构成一种‘我’与‘你’的整体

性的生命联系。”［３］１４４不忍人之心虽然待机而显，但

在孟子看来，他确认本心的存在，并且在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之中更容易扑捉到此心的轨迹。

进一步说，“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

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

之心一端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

矣。”［４］孟子的四端之说是指点语，实际上人心并不

仅仅只有四端，孟子意图从这四端提示人有本心。

此心的显现，不过是个体生命与生命本源联结的灵

光一现。只要抓住这个灵光一现，回光返照自己，

就可以体证到自己的生命本源。一旦与生命本源

相通，个体生命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力量，促进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从孺子入井发现了“君子

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１］３５５这是说人性内在于

心。“孟子说性善，是就此道德心说吾人之性，那就

是说，是以每人皆有的那能自发仁义之理的道德本

心为吾人之本性。”［５］１５２这就是孟子“仁义内在，性

由心显”的心性义理结构。因为人性无形无相，只

有通过人心自觉，方可见证人的本性。

一般常说孟子主张性善论，然而，孟子所说的

性善不是后天的善恶之善，而是《大学》“止于至

善”的“至善”，也就是本体意义的“至善”，这是让

很多人费解的地方。“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

亦是说个大概如此。”［６］１１５意思是说，孟子的性善就

是我们生命本源的显现。孟子即心善言性善，其实

性与心是一个东西，“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

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

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教，遇君便谓之忠，自

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６］１５这样看来，

个体生命与生命本源相通，一直处于天道性命相贯

通的模式之中，这其中的枢纽就是人的心性。从心

性出发，就可以回归天道，亦可以在现实中学会与

人接触，按照儒家伦理做事。

另一方面，从身来说，人人皆有眼耳鼻口四肢，

但孟子更看重的是，人异于禽兽的“几希”，就是我

们的本心，这是人与其他有情的不同之处。因此，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

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

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谓命也。”［１］３６９此处孟子特别强调人与禽

兽之区别，以及圣人与凡人之区别。人与禽兽都有

口耳眼鼻，口尝味，耳闻声，这是人的本能，也是禽

兽的本能。因此在孟子看来，这并不是人的本性。

相比较而言，人与禽兽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仁义

礼智圣，这才是人真正的本性，也是圣人与凡人的

区别之处。口耳眼鼻这些生命器官并不是不重要，

但在孟子看来，人有小体，也有大体，先立乎其大，

从其大体，自然就可以驾驭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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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把眼耳鼻口四肢称为自然生命，把仁义礼

智圣称为道德生命。孟子的生命结构包括这两部

分，只不过他更看重道德生命，认为心比身更重要。

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

也。此为大人而已矣。”［１］３３５孟子从人的生命结构

中看到了心的功能在于思，只要从人心入手，那么

我们生命个体可与生命本源沟通，从而将生命境界

提升为大人。

　　二　养心与养气

儒家认为，本来“生命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

求，故能超拔凡俗，壁立千仞，出离世法，不着浮尘，

以达超越洒脱之心境也。”［７］４然而，因为世俗的知

见分解，造成个体生命失去了与生命本源的联结，

因此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１］３３３仁义是我们内在

的生命精神，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要行仁义，迷失

了本性。常人如果手指屈而不伸，都急切地去寻找

使之伸直的方法，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心陷溺；尤其

是在现实中，很多人不肯承认有仁义，自暴自弃。

为此，孟子提出了养心、养气等方法以重新回归生

命的本源。

第一，养心。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

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

有存焉者，寡矣。”［１］３７４孟子看到了要想修养生命形

态，治心比治身更重要。个体生命生来就是好静

的，只是一旦与外境接触，就会有欲产生。个体生

命最难克治的就是欲望，因为欲望一多，就会让生

命个体过多地沉浸于欲的诱惑之中，这样很容易失

去本心，因此孟子主张寡欲养心。这开启了宋明儒

“存天理，灭人欲”的先河。的确，人类迷失本心，失

去与生命本源的联结，很大程度上都与人的欲望有

关。欲望少了，人类就会观照自己，好好地修正自

己的那颗心，使四端之心扩充出去，近可以事父母，

远可以保四海。

第二，养气。当弟子问孟子如何做到不动心的

时候，他提出了“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

志至焉，气次焉”的生命修养方法。［１］２３０生命结构可

分为心、身两部分，这里的志是心，气是身。虽然人

心比人的肉身重要，但孟子也看到气会反动其心。

因此，孟子认为要善养浩然之气。具体来说，气是

人身上的生命能量，这种生命能量“至大至刚，以直

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

也。”［１］２３１－２３２孟子养气的特殊之处在于配义与道，

这就要求合乎儒家所讲的天理，时时刻刻在道中。

这种方法落实于生活中，孟子主张有事勿正，勿忘，

勿助长，十分难以把握。在事上忘记了合乎道义，

就容易造成物欲横流；在事上助长，就容易造成固

执此心，因此讲究在事上不偏不倚，合乎中道，万法

妙用在乎一心。

通过这些方法，孟子认为可以回归生命的本

源。可孟子为什么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呢？个体

生命本来就与生命的本源是相通的，整个世界万物

也是一体的。只因为人类的分别心，自我固执于一

定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个体生命迷失，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回本来的心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１］３５０这样看来，孟子大生命观

的思维模式与《中庸》一致。《中庸》说：“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１］１７这已经把回归生

命本源的过程说的很详细了。在儒家看来，生命的

本源就是天命。个体生命本自具足灵性，只要找到

灵性，按照这个生生不息的灵性去做，时时刻刻修

正我们自己的行为。

当然，孟子也看到了众生的差别，因为知见障

碍，那么必然在工夫上剥落这些障碍就会不同。孟

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竨寿不贰，修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１］３４９按照王阳明的理解，“尽心、

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

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

事。”［６］５从理论上人人皆可成圣成贤，可现实中，成

圣成贤毕竟是少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

众生的根器不同，知天就是圣人，一闻天道就悟到

了自己的心性；事天就是贤人，要靠不断修养心性

才能回归生命的本源；立命是凡人，夭寿不管，只管

安身立命，这是初学立心的开始，是心性修养的下

手处。在王阳明看来，凡人可以从修身俟命，一步

步提升，经历贤人最终成为圣人。

不管个体生命的根器怎样，孟子大生命观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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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之处还是回归天命，因为“天命于穆不已，证实天

道为一创造之真几……并最低限度可以获得一个

管窥天道的通孔，通过这个孔道至少可与天道取得

一个默契。”［８］然而，与天道默契是不断修养心性的

过程。孟子早已看到生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

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

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

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

矣。”［１］３３６仁义忠信是我们的天爵，公卿大夫是我们

的人爵。前者是内在的本性，后者是世俗的功名。

古人修天爵为主，人爵自然会得到，今人恰恰相反，

重人爵，遗忘天爵。这样的结果就是人心不古，整

个社会秩序无法安顿。因此对于一位儒者来说，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知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１］３４８儒者一旦接受了天

命的生命信仰，就要在社会中明德亲民，剥落知见，

取得与天道的贯通，不断升华生命境界，“充实而有

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

神。”［１］３７０儒家生命境界是次第提升的，并非一蹴而

就。自古以来。儒家的生命之“道，生命之真理也；

人显圣证，生命真理由圣贤人格见证，不关语言事

也。儒家所谓道，古圣先贤真体实悟宇宙人生穷极

之理，古德所谓冥符真极、悟入实地是也。”［７］５生命

之道是要亲自体证，并非言语可以揣测，也并不是

仅仅通过逻辑理性分析就可以与天道贯通。个体

生命要想找回迷失已久的生命本源，必然通过圣人

的指点，通过不断的心性修养，才能取得与生命本

源的联结。

总之，孟子的大生命观，指出了天命是生命本

源，认为生命结构可分为心与身两部分，并提出了

通过养心、养气等方法，不断地修养心性，提升生命

境界，最终回归生命的本源。孟子把生命的问题由

天道转化为心性问题，修养心性就是回归生命本源

的过程。“孟子之??大才确定了内圣之学之弘

规”。［５］１５２内圣之学即是圣学，儒者修养心性的过程

就是学圣的过程。然而，孟子这种生命修养模式在

现实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遵循孟子生命之道的模

式，首先要求立志，志于生命之道，对于现实众生来

说，这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个体生命自觉。在孟

子身处的时代，很多人汲汲于私欲的膨胀，陷溺于

私欲之中，不知自身具有内在本性。对于这样的现

实，孟子尽管深恶痛绝，但也无可奈何。而在他的

理想中人人皆可以扩充四端之心，亲其亲，长其长，

都扩张不忍之心，可以天下太平，实现仁政人和。

孟子采取觉君行道的路线开展大生命观，意图格君

心之非，启发君主的不忍之心，使其推行仁政，也就

是上行路线。然而，孟子当时并没有成功实现觉君

行道，即使在以后的儒学发展中，也只有少数儒家

知识分子真正实践大生命观。由此看来，孟子的大

生命观看似恢弘，通过心性修养，以便契于生命的

本源，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障碍，很少有人真正把

大生命观落实于生活。因此可以说，孟子的大生命

观具有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色，无法顾及现实中

众生根器之间巨大的差别。这样看来，孟子的大生

命观只适合于少数人，不能在整个社会完全开展，

也就是说，只能适合上智之人，不适合下愚之人，这

无疑就限制了孟子大生命观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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