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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相佑（韩国新罗大学哲学系）     

气质和本然之性．朱子把这种本然之性和气质的结合形态称之为气质之性．如果没有这种气质，则本然之性不能具有

依着处，而陷于一种任何区分不存在的混沌状态．在朱子哲学中，气质之性这槪念就是朱子哲学的关键槪念，朱子经

常把气质之性表现‘道之骨子’，‘道体’的用语，朱子通过这些槪念说明具体万物中的共同之性，然后通过具体事

物的公共之性而把握其宇宙本体．朱子说：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焉．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63930;”  

朱子认为道就是宇宙万物的理一，器就是事事物物的差别，具体的事物都具有道和器，而把道器结合于具体的事物之

中，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下，朱熹反对把道看作是无形，而把器看作是有形，而认为这种区分就容易使人认识道和器相

断絶．在万物之中，道必须有器，器也必须有道，道和器互相不能分离的．朱熹说： 

    “若论本源，既有理而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 若论颦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

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邪？  

这就是说，从本源来看，理先气后，本然之性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从禀受来说，必须先有气，理在能依着气质而存

在，而构成万物之间相异的本性．因此，可以说气先理后．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比喩是朱子所说的

“气强理弱”(朱子语录&#8226;卷4)．从这里，本然之性受到气质的差别性，而表现多样的形态．他说： 

    “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牛则为牛之性，牛不做马之性．物物各有个理”  

朱熹认为分理也各自固定，不可移易．天尽天之作用，地尽地之作用,君尽君之本分，臣尽臣之本分．朱熹认为万物

虽然从流行禀受本性，而处于各自的位置，但是其具体的事物中有宇宙共同性．但是其共性也不能离开阴阳之气而存

在，因此，具体的事物也具有生气．朱子说： 

    “所以程子云，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某于太极解亦云..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

言。”   

    “天下事物有生气则五者自然完具，无生气则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说及本然之性．  

朱子认为性和气结合，而为万物，万物实质上就是太极之理和阴阳之气的结合．万物也依据太极阴阳的生成构造产生

运动变化，卽，万物也具有生气(动之气)，而发现五行．朱子实质上通过在具体事物中的太极之理和阴阳之气，而强

调万物能实现其本性的根据，朱熹说： 

    “天地之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以下之器之

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以上之道”  

朱子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就是形以下之器，但是从具体的事物中具有各自的道理，这就是形而上学．朱子在这里所说



的形而上之道就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性，但是事物实现其理一的时候，各受到气质的影响，而表现为各自的特殊功能．

朱子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

须慈．物物各具此理，物物各异其用，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然一体该摄万有，而万殊归乎一源，循其本而观

之，则固一矣。即其用而验之，则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间，斯所谓一以贯者也  

朱熹认为虽然宇宙万物都是从宇宙本源生成，而具有天地之理，但是具体的形态和特征有不同的，像君必须仁臣，臣

也必须恭敬君主，子女必须孝顺父母，父母必须慈爱子女那样，具体的事物都具有在宇宙整体中的固有功能．同时也

具有同样的理，但是在作用上有各自的不同，理一统摄宇宙万物，宇宙万物的根源也在于一源，其理一贯通于具体的

事物之间，卽，在具体的作用中显示．从宇宙本源来说，宇宙万物是从宇宙本体生成的，但是从具体作用来看，一理

就实现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朱熹说: 

    “天覆地载，万物幷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幷

育幷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   

    “小德川流是说小细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包大底．”  

  

万物生成于天地之间，而互相不害，四时日月，循环反复，春夏秋冬在变化中到达自然秩序，春夏秋冬在互相之间不

排斥，春夏秋冬各自尽自己的功能，而到达全体的和谐．朱熹把各部分變化看作是‘小德’，而把變化全體的和諧看

作是‘大德’，認爲‘小德’就是全體的部分，‘大德’就是万殊之根源．全体包含着部分，部分也包含着全体．朱

熹认为万物也虽然从流行禀受本性，处于各自的位置，而能实现共同性．朱熹说：“如一所屋，只是一 道理，有

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

三不可为理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朱子语类&#8226;卷6) 朱熹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家

里，存在居室和堂的差别，居室和堂各各具有全体中的自己功能．从草木来说，桃和李的差别，在人来说，张三和李

四具有不同的差别．各个体在宇宙全体里尽各自的职责和功能．这就是全体的部分．张三一方面尽自己的使命而实现

自己本性，这同时也是为了李四.张四也一方面尽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分殊之本．全体和谐必须以个体的差别性为前

提．在宇宙全体里，象阴阳两者不能独立而存在，而互相感应的法则那样，各个体不能独立存在，只有通过和他者的

共生，以确保全体中的相对的功能．宇宙万物不过是在宇宙大家庭里的一个个体，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而参与宇宙全

体的活动．旣然个体都只有相对的合理性，任河存在者都不能处于絶对的权威而排斥其它存在．我的存在意义是必须

接受你的长处而完成的，我也可以拿我的长处补充你的弱点而使你自我完成．只有这样，两个人才能达到和谐，而参

与宇宙的和谐．各个体在自己的具体的条件之下发挥自己的职能，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全体和谐必须以个体的差别

性为前提，个体的差别性也以全体的和谐为根据。 

              三、朱熹文化价值理念的心性本体论 

现象世界的事事物物赋与天命的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作为宇宙万物的构成部分，人也是从天理流行而发生的个体．

但是人也具有太极，而能进行生成活动．朱子说: 

    “天高地下，人立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夫人以藐

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间，至微也，而能与天地倂立而为三者，以其有仁义之性，而与夫阴阳之气，刚柔之体，同出乎

天地之一原而无间也”  

人虽然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构成部分，但是能与天地，而参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因为人具有仁义之性．天就是由阴和

阳之气而循环反复，地也具有刚柔的对立的骨子，人也也由于仁和义进行循环反复运动，不能离开仁义之性理解人．

天道按照自身固有的阴阳规律运动变化着，是一个客观自存的系统．地道由于长时期的地质演变，而"下者变而为高,

柔者变而为刚"．(语类94)．自然世界明显是象老子所说那样“天地不仁”无心而冷静的自然规律．人和天地自然之

道有不同，朱熹说:“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人也.言人而不言仁，则不见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则仁不过是一块血



肉耳．(朱子语类&#8226;卷61)，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在于仁义之道，如果放弃仁义之道，则不能说仁”。在

作用上，虽然天地人有不同的，但是天地人都根于太极。从本源来说，太极是宇宙完物的共同性，天地人就是太极的

差别性，因此，天地人既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尽个自的本分，而达到天地之和谐。朱熹进一步说明仁义，而

说:   

    “熹尝谓天命之性，流行发用，见于日用之间，无一息之不然，无一物之不体，其大端全体卽所谓仁;而于其间

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维上下定位不易，毫厘之间不可差缪，卽所谓义，立人之道，不过二者，而二者

初未尝相离也．”  

朱熹在人性里把仁说明天地之流行发用，因此，仁就是共同性，而把义说明是事事物物的自然之分，义就是差别性．

因此，朱熹认为人性也一面具有共同性的侧面，另一面也具有差别性的侧面，仁就是从仁体要恢复流行实理，义也就

是仁的流行在实行处具有差别的．朱熹认为人性不能单就仁而言，不能单就义而说，把仁义合而称之为“人之道”．

既然仁与义乃是人之道，则二者都是内在于人心之中。 朱熹说：“仁但主爱，若其等差，乃义之事。仁义虽不相

离，然其用则各有主而不可乱”朱熹认为仁是自然的活动体，对人来说，是道德情感的活动体，体现于平等的“泛爱

万物”，要追求无差别的爱。义则是由血缘情感表现出来的差别爱。朱熹说： 

    “事他人之亲如己之亲，则是两个一样重了，如一木有两根也”  

朱子认为，如果把他人之父母和自己父母看作有一样之爱的话,这就是一个木有两 根．这种有差别性的恻隐之心幷

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人性的自然的发露．如果把爱他人的父母等同于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没有本根，相反，如果

恻隐之情就是限于亲亲，则不能扩大到宇宙万物，而陷于利己主义说．因此，恻隐之心自体具有普遍爱一面，也具有

差别爱的一面. 朱子说： 

   “归山语绿，西铭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所以为义。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便是

义。 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合当处。仁只是发出来底，乃至发出来有截然不同乱处，便是义。且如爱其爱，爱兄

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一个爱流出来，而爱之中便有许多差等   

杨时曾经把《西铭》的意味说明是理一分殊，理一属于仁，分殊属于义．朱子依据杨时理一分殊的思想说明，仁就是

天理流行出来，但是天理流行不能混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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