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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天地之性”？依愚见，“天地之性”也就是伯阳父所说的“天地之气”，只不过子产把“天地之气”即阴

阳二气当作“天地之性”而已。此“性”当然不是情欲，而应该解为本性。 

  其四，以“气”释“性”带来的另一个现象是，以“气”论思维来进一步探索“天”赋予“性”于人的过程。如

《左传》成公十三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

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天地之中”，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失其序”的“天地之气”或“天地之性”。前一个

“命”字为动词，谓民被“赋予”“性”。后一个“命”字为名词，谓所“命”者，亦即“性”，这个作“性”解的

“命”当指本性。这段话是说，民在承受天地和谐之气或天地之性以生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性” 。所以需要有各

种道德规范来稳定“性”。能者培养“性”可以得福，不能者会败坏“性”足以取祸。这仍然反映了“节性”和“厚

性”的思路。 

  三，纳“德”于内――早期孔子的人性论 

  到了春秋末期，“德”时来运转，不但具有先前“礼”的神圣性，而且拥有“礼”所缺少的内在性。所有这些，

都来自老子和早期孔子的贡献。 

  形成于殷周之际的中国哲学至春秋末期趋向于成熟，其标志就是老子和早期孔子各自建立了一套分别以“道”和

“天”为最高概念的形上学。他们都以“德”为人的本质和本性，并且都认为“德”来自最高形上实体，而内在于

人，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他们以“德”为人的本质和本性，但并没有把“德”作为“性”。其实，根据“性，生

而然者也”这个定义，老子和早年孔子的“德”可以理解为“性”。他们之所以不以“德”为“性”，我想主要是因

为在传统观念中，“性”即情欲，而他们的“德”却是与情欲完全对立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关于孔子，依笔者的看法，其思想有一个可寻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

学进而易学，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尤其孔子晚年学《易》以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所以在这里

以孔子学《易》为界，将孔子思想大致分为早期和晚年两个阶段。早期孔子的资料以《论语》为代表（其中也杂有少

许晚年的言论）。晚年孔子的资料主要保存在今、帛本《易传》当中，包括今本《易传》中的《系辞》、《说卦》前

三章、《乾文言》第一节之外的《文言》，以及帛本《易传》全部。 在本节先讨论早期孔子的人性论。 

  在对待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传统的态度上，老子以“道”代“天”，并赋予“德”以全新的内容，可谓另辟蹊

径，新创一统。与此不同，孔子不但继续以“天”为其最高概念，而且还继承和发展了“德”等一系列传统道德范

畴。 

  在孔子学说中，“德” 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属概念，象“仁”、“礼”、“中庸”等一切优秀品格皆可称为

德。“德”自何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C其如予何？”（《述而》）“天生德”意味着“德”由天生，“于

予”意味着“德”内在于我，与生俱来。因而，和老子的“德”一样，孔子的“德”也是人的本性、本质，只不过二

者之“德”的具体内容完全不同。 

《论语》中出现了两个“性”字，其中一个是孔子本人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如何理解这个

“性”字？朱子引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  

  四，以“德”为“性”――晚年孔子的人性论 

  尽管老子和早期孔子已经将“德”规定为来自最高形上实体的、内在的人的本性和本质，但是他们并不认为

“德”就是“性”，就是人性。早年孔子的“性”，仍然是以情欲、气质性格和天资为基本内容的气质之性。事实



上，他们已经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两种本性，一种是“性”，是人的本能；另一种是“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数年以前笔者曾经提出，孔子晚年“学《易》”后创建了以“易”为最高形上学概念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保

存于今、帛本《易传》的孔子易说中，许多“易”字为孔子的最高概念，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易》之书。 在这套

哲学体系中，人性论也有新的突破，这就是明确的将“德”规定为性，在事实上确立了义理之性在“性”（人性）中

的地位。 

从帛书《要》篇看，孔子通过反复研读《易》，终于发现此书“有古之遗言焉”，即文王遗教。孔子称之为“德

义”，认为这是《易》的最高境界，并强调“我观德义耳也”。今观现存孔子易说，多以“德”解《易》，可见

“德”在晚年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那么，在晚年孔子看来，“德”与“性”乃至“易”是什么关系呢？和老子一样，晚年孔子也是通过宇宙生成论

来探索人性的秘密。先让我们看晚年孔子的宇宙生成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在这种宇宙生成过程中，“易”是如何作用于天地万物的呢？孔子说：“乾

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同上）又

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同上）《易》以乾坤喻天地。故这里的“乾坤”、

“天地”实为“两仪”。从这两段引文看，“易”中具有创生功能的“太极”生出天地以后，“而易立乎其中矣”，

“而易行乎其中矣”，即“易”也随之存在于天地之中了。这种思路颇似老子的“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于江海

也”。这样，也可以将孔子的“易”相应地分为“本原易”和“次生易”两类。和老子不同的是，孔子径直地将存在

于天地之中的“易”称为“性”。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说这种存在于天地的“易”，即次生易实际构成

了“性”，并成为各种“道义”的根源。 

  在《系辞》下，孔子又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

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我以为，这里的“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是对“成性”的进一步落实。“易”之在乾，

“成性”为“阳”，故“乾，阳物也”；“易”之在坤，“成性”为“阴”，故“坤，阴物也”。换言之，“阳”为

乾之性，“阴”乃坤之性。有意思的是，孔子又把“阴阳”称为“德”。所谓“阴阳合德”，即乾之“阳德”与坤之

“阴德”相合。这分明是说，乾坤的阴阳之“性”，就是阴阳之“德”，“性”就是“德”。 

  乾坤之“性”或乾坤之“德”又是如何落实于万物的呢？孔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

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系辞》上）“一阴一阳”即“阴阳合德”，而“一

阴一阳之谓道”是说乾坤的阴阳之“性”或阴阳之“德”，便是“道”。阴阳本来是乾坤之“性”，而这里说“一阴

一阳之谓道”，可见此“道”是对乾坤之“性”的另一种表达。下文“继之”、“成之”、“见之”的“之”字，都

指“道”，即乾坤之“性”。万物在天地间产生，所以能延续和成就“道”即乾坤之“性”的当然是万物。所以，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说万物延续“道”即乾坤之“性”以为其“善”，成就“道”即乾坤之“性”

以为其“性”。“道”落实于万物，即为“继”，即为“成”；万物正是“继”、“成”天地之善性，才得以成自己

之性。由于一阴一阳之道广大悉备、深不可测，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但百姓缺乏对道的自觉，

故“日用而不知”，而真正能够实现对“道”的自觉从而具有“君子之道”的君子实在太少了。 

  “显诸仁”一段的主语仍然是“道”。“道”在其运作过程中，能显示其仁德，掩藏其创生万物之作用，虽鼓动

万物，而无所用心，故“不与圣人同忧”，而这正是“道”的“盛德大业”。从“继之者，善也”、“显诸仁”、

“盛德”等描述中，我们可以推知乾坤之“性”或乾坤之“德”是善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证之于“阴阳之义配日月，

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上）等语。万物之“性”来自天地之“性”，其“性”当然也是“善”的。这种见解在

中国哲学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从现存的孔子易说看，晚年孔子所说的“性”为义理之性。至于以“欲”为代表的气质之性是不是“性”，晚年

孔子似乎没有表态。 

  讨论孔子的人性论，大家总要提到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句名言。自古对这句话的解

释虽洋洋大观，但又莫衷一是。依愚见，此语实同孔子晚年思想的重大转变息息相关。子贡所“不得而闻”之夫子言

“性”，乃晚年孔子一反以欲为性的传统，倡导以德为性；其“不得而闻”夫子之言“天道”，乃晚年孔子以“易

道”论“天道”也。对此，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所载孔子与子贡的辩论已经提供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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