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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礼：儒家规范论制度论 

              在儒家，“礼”是一个极为宽泛的名目，它泛指一切社会规范，诸如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

范、法律规范、等等。这种规范构造，乃是制度设计的前提；但是，这种规范本身却奠基于正义原则。如此看来，如

果说，正义原则本身是源于生活情感的，那么，规范构造同样也是源于生活情感的。这就是说，“礼”之规范构造也

要遵循“时义”性----时宜性的原则。这也就是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 

             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义”是纯粹形式的原则，那么，“礼”作为规范，就既是形式的，也是实质

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礼”既然奠基于“义”的纯粹形式原则，那么，它的实质性从何而来？显然，“礼”的实

质性源于更先行的“仁”。而“仁”----  

              如上所说----不仅仅是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它首先是本源的生活情感。“仁”作为爱的生活情

感，既是形式的，更是实质的，其实无所谓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却是一切形式的、实质的东西的本源所在。 

              因此，儒家规范论、制度论的重建，既区别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规范、制度观念，也区别于中国轴

心时期以后的既有的传统观念。 

              2、智：知识论 

              儒家知识论的奠立，上文说过，可以追溯到荀子。对于儒学的重建来说，就知识论这一块而言，荀子

的思想是一个资源宝库。知识论奠基于“主-客”二元架构，而这个二元架构又是奠基于主体性的。这个主体性，就

是儒家所谓“性”。 

              （1）“性”的两重性： 

              一提到荀子，人们立即想到所谓“性恶论”。上文说过，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荀子在两种意义

上谈“性”：一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这就是性恶论；另一则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可以叫做“性无善恶论”。在后一意

义上，荀子给出了作为知识论之基础的“主-客”架构，其具体的给出方式，就是给出了一个认知意义的而非伦理意

义的“性”：“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

（《荀子·正名》）“在人”是说的主体，“所合”是说的对象。主体方面，这就是“性”——“知能”（智能）。

所以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这就是他给出的“主-客”架构：人性-

物理。这样一个架构，对于任何知识论建构来说，都具有普遍永恒的根本意义。 

              （2）“知”的两重性： 

              但是在孟子的“仁--义--礼--智”架构中，这个“智”具有两重性：一是对象性的“智”，这跟荀子

的观念一样，是知识论建构的前提；二是“反身”性的“知”，是一种儒家式的“反思”----  

              反思“礼”、反思“义”、乃至于反思“仁”。这就叫做“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

上》）。这样的“知”是一种直观，但并不是经验的直观，而是：仅就反身于“仁”而言，从形而下的“礼”的存在

者，返回到形而上的“仁”的存在者，这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同前），这可以说是一种“先验直观”；而更进

一步的返回，则是返回到生活情感、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之中，这可以叫做“本源直观”。这样的反身性的知，谓之

“良知”。 

              以上内容，可一言以蔽之：复归生活，重建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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