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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即难说，难以用语言表述，那么没办法说仁了吗？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把握它，一个是从历史的发展积累中，

一个是从横向的广度中，抽取其要义。发展是动态的，横向是静态的，动与静结合，才能把仁的主要的大义提炼出

来。 

    仁学的基本要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仁的第一义--生。 

    生是宇宙两间万物的起点，世界万物，无论是山河大地，还是飞潜萌动，都有不断生长的过程，这是自然法则，

是天赋予万物的特质。生生不已是万物永恒的定律，也是天之理，在人即为仁。这种观点在《易经》中得到充分的展

现。如《乾卦》四德，元为初始，即春，即仁。元、亨、利、贞描述了天地运行，万物生长的规律，但一切无不以元

为之始。体现于人身上则出现了仁义礼智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这句话成为后来学者的口头禅。到理

学，生意为仁，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程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

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

得它物自成性须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又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

也。"（《遗书》卷第十一）朱熹说："春为仁，有个生意。"（《语类》卷六《性理》三）又说“生底意思是仁。”

（同上），"待得此生意为生，然后有礼智信。"（同上）并进一步发挥说："仁属春，属木。且看春间天地发生，蔼

然和气，如草木萌芽，初间仅一针许，少间渐渐生长，以至枝叶花实，变化万状，但可见它生生之意，非仁爱，何以

如此。"（《语类》卷十七《大学》四）当弟子问："仁有生意如何？"朱熹回答："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

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乌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

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之长，秋之遂，亦是生之遂，冬之成，亦是生之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

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

生。"（《语类》卷第二十《论语》）朱熹弟子陈淳也说："生之性便为仁。"此后以生言仁者不乏其人。如王阳明也

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王阳明全集

·语录一》）。至清代戴震对理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但仍认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又认为"民之质"，即

具有"生生之德"的仁，但此仁字，不能排除"日用饮食"，因为它是保证人具生生之德的物质条件，一旦人遂其生，并

能推之天下人，则是仁。戴震还从本体上批判宋明理学对人性先验性的虚构，其深刻度古无有之，但还肯定仁，并把

仁赋予生生不已的内容。正是仁能生生不已，才能展现其热爱生命，反对戕残生命的品格，表现了如木春风，如坐母

怀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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