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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孟子》中的“性善论”，诞生之后，便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先秦的“人性”讨论中，孟子

的“性善论”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本文试从“性善论”的渊源、“性善论”的主要内容、如何实现“性

善”等几个方面讲述，使我们对《孟子》中的“性善论”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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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good nature in Mencius, when this theory was born, it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In the discuss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Mencius’ theory of 
“good nature” can be said to be uniqu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origin, main content, influ-
en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goodness of nature, so as to make us have a deeper under-
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goodness of nature in Men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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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哲学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性的问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孔子在《论语·阳

货》中提到的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人性究竟是什么？这个本质上相近或者一致的“人性”究竟是怎样的

人性？对于这些问题，孔子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和答案。历史的车轮走到战国时期，关于“人性”问题

的讨论更加激烈，众说纷纭。“性善论”是战国时期孟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整个先秦时期

的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性善论”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物，他生活的这个时期是一个人际关系异常混乱、礼崩乐坏的纷争乱世。作为一个

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文主义关怀的思想家，孟子不仅批判了现实，更是提出了相应的改造方案与治

理模式。孟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孟子的思想曾经受到了

荀子的批评，但儒家学者在荀孟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还是比较推崇孟子的。就今天来看，孟子的一些

言论仍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性善论”是孟子首创的，也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滕

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返，复见孟子。孟子曰：‘世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 [2]孟子觉得自己思想体系是“性善论”贯穿着的，

“道”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孟子的思想体系。 

2. 《孟子》“性善论”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中庸》)的观点，其理论支柱是“仁”和“礼”。孔子创立

了儒家的人学，这是孔子对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和高尚人格的体现。“仁”，是什么？“仁”是一种推

己及人的、纯粹的、质朴的情感，“仁”是一种立人达人的爱心，“仁”是一种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的

爱心。“仁”的发端是什么？是人类原始、稳固、强烈、恒久的家庭亲情，是孝悌之情。郭沫若先生认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发现”(《十批判书》)，就是先儒孔子提出来了“仁”。“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3]。“仁”是内容，“礼”是形式，“礼”是“仁”的

外在规范，孔子认为，“礼”是依附“仁”而存在的，“仁”和“礼”不可分离。那个时代的理论水平

是有限的，虽然孔子就“仁”提出来了道德理想的原则，但是也没有从人性论和天道观的形上层次正确

说明道德理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根本阐述和灵魂，是儒家倡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

系的一般准则。可以这样讲，“爱人”就是孔子提出的“仁”的基本精神。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

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众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列传》) 天
下扰攘，七国竞雄。孔子之后，进入了以攻伐为贤的年代，儒家道统的存续收到了严重的威胁，异端思

想成为显学。那个时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人

性，本来就没有善、恶，后来外界的影响，强把善、恶加在了人的身上，于是便有了善与恶。但是这个

观点，根本上是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之分的。第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人性从根本上讲，

是有善与恶两个因素共同存在的，但是人性究竟是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恶的方向发展，这是由

社会的治与乱、外界的好与坏等因素决定的。第三，“有性善，有性不善”，这种观点认为，人在出生

的时候，就有了善与恶，社会的治与乱、外界的好与坏都影响不了，也改变不了人性的善与恶。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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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战国中期，周天子名存实亡，社会上战火不断，周王朝已经是很难破镜重圆了。各个仁人志士为了

从思想上一统，进而求得政治上一统天下，百家争鸣。 
上面所讲的这几种观点，孟子是不同意的。孟子认为，“性善”中的“性”，不仅是本能的、生物

学中的“性”，比如男女、饮食这一类，我们讲的“男女”“饮食”，是一种生物维持其种类或者其本

身而存在的，这些是许多的生物皆有的、本能的。孟子反对告子提出的凡是生下来就有了能力和性质就

是“性”的说法。孟子认为“性”包含了许多社会层面的意义。孟子讲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们应该注意到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如果“性”只是本能，那么，人的

“性”与牛的“性”之间就没有差别可言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孟子所谓的“性善”的“性”，是有其

道德上和内在逻辑上的深远意义的，它不仅仅停留在生物学意义上。 
孟子提出了“仁者爱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等观点，这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孟子崇尚孔子，推重儒学，弘扬儒学，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怀有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

心。孟子的这些主张，与孔子的德治是相符合的，可以说，这些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孟子在

继承早期“重民”和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孔子修身之学进一步应用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政治领域，对孔子的仁学加以改造，形成自己仁政学说的总纲。先秦人学的思想可以说是孟子“性善论”

的历史渊源了。 

3. 性善论的主要内容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

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4]“四心”

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可以表现为“四心”。

“善”的人性，就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这些都是人“皆有”的，无是心者，皆“非人也”。

“性善”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孟子的思想主张就是人性是善的[5]。 
孟子与告子之间的争论，其中之一表现在孟子对“性善”的表述。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

并且具体论证道：“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

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生下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人性”后来有了善恶之分，那是后天的结果，

这是告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按现在来讲，告子的观点有些接近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但他错误地认为：

“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告子的观点把人的生理机能与人性简单地等同起来，进而错误地认

为社会性的人与一般动物是划等号的。所以，孟子强烈地反驳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

之性舆?”从这里，我们看到，孟子要比告子在“性”方面的认识上深刻得多，孟子看到了“人性”与“犬”

“牛”之性的根本区别。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与孟子的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孟子反驳道：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把“人

性之善”与“水之就下”相比，又一次明确表示了这都是与生俱来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孟子也明确地

强调指出并反复强调的就是，“人皆有之”之“心”。孟子还认为人性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他主张“性

善”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人性的普遍性这一前提之上的。 
孟子讲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又讲道：“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子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

性也。”孟子证明了人的“心”也是“同然”的，他用人的感官有相同的感觉来证明，并由此说明感官

的感觉就是“性也”。得出结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孟子上述的这些论断，目的都在说明人性是共同的，以此证明“性善”的普遍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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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实现“性善” 

为了保有“性善”，应该怎么做呢？孟子觉得，人们要存心养气。“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孟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君子与庶人，本来是同一类的，为

什么君子能够高于庶人，因为君子能够“存心”，并善于“存心”。如果人们保留了仁义礼智之心，不

要丢掉，那他就能够成为君子。若是不能够保存好，丢掉了，就成为庶人了。孟子强调，一个人要保有

仁义之心，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君子。一个人如果丢掉了仁义之心，那么就成为了“恶人”。“……我善

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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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长也。”孟子在这里讲了具体的方法。“浩然之气”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它是一个人最高境界的精神

状态，具有宏大、刚健、正直的特点，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培养它。要坚持不懈地培养“浩然之气”，戒

急戒躁。 

5. 结语 

孟子为了防止人们由善变恶，为了提倡高尚的人生，他从根本上说“性”，阐述人的理想性、自满

性等，展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这一观点对我们反思当下中国人性的善恶和人性的沉沦有着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的“性善论”赞扬了人的本质的特殊性，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禽兽之间的区

别，但是也要注意后天教育的影响作用。为了能够克服外界对人性“善”的干扰，为了保持并发挥自己

的主动性，为了保持自我，追求“善”，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教育，尽可能把自己本性的“善”

发挥出来，让自己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十分完美的，

他的“性善”理论是过于理性化的，有些观点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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