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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江：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精神过程——“孝悌”、“成己”与儒家精神世
界

作者：杨万江 阅读：352 次 时间：2007-1-2 来源：网络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儒家传统对人的道德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在天人精神关系下的一个超越过

程，表明一个“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社会在儒家传统下是如何可能的，以修正人们关于儒家社会

思想本身只是以家族血缘为中心亲疏关系的社会网络缺乏普通人之间的仁爱和社会信任关系的认识。本

文探讨了儒家思想传统下对个体人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孝悌”与“成己”两个基本观念所展现的思想特

征和人生指向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  

   

   关键词：天下主义 孝悌 成己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学而第

一》）。孔子这句话中表达了儒家传统对人的道德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一个发生过程。这是儒家伦

理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链条。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如何可能？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特征及其在精神上的

可能性作一新的探讨。  

   

   一般认为，“孝悌”是一种具体的道德德目和道德情感培养的基本方法，由“孝悌”而培养和粹

取道德情感的基本方面和心理基础推之于人伦关系。“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就道德社会关系中基本道德情感的培养需要从“孝悌”提升出来而言，它是道德根“本”，但

是，在天人关系下对上天及于人的“生生”之爱和“民胞物与”的宗教性层面的道德感情，乃是儒家更

为深层和可以超越血亲关系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乃至爱自然的道德价值来源。不是因为你的父

母兄弟就是所有人的父母兄弟所以我们要“泛爱众”并在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和仁义道德，而是

因为人乃天地所生，我们任何人都是上天的子民，“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 颜渊第十二》），天

下百姓是一家。人性乃是天命之于人不可“伤天害理”的价值存在，从而产生“同心同德”的道德情

感。人对上天或天地之为人的精神父母所存在的宗教性敬畏感情及其同为天生子民的人类同胞之爱，与

自己在自然血亲关系中作为家庭伦理纵向道德关系的“孝”和横向道德关系的“悌”，在基本道德情感

上同构。宗教性道德情感，既从我们每个人自然血亲伦理关系中“孝悌”培养出来的道德情感获得心理

基础，又超越了自然血亲关系，而使儒家道德精神面向一个众生的世界，并产生“谨而信，泛爱众”和

“民胞物与”的普遍性的人类道德价值立场和情感。这是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及其天下主义理想的精神来

源。  

   

   可见，从“入则孝，出则悌”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会经历一个从家庭自然血亲伦理关

系到超越自然血亲的普通社会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背后的精神过程，是在由“孝悌”培养出

来的基础道德情感的心理品质和道德能力之上，经历从自然血亲关系中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关系的道

德情感，到天人精神关系下人与天（或天地）作为精神上纵向的父母子女关系和横向的“四海之内皆兄

弟”的宗教性伦理关系的精神超越过程。也就是说，从家庭自然血亲伦理的“孝悌”，到普通社会伦理

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儒家传统同样具有外在超越的文化特征。维系儒家

传统社会的是“人皆上天子民”，从而使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在“四海之内皆兄弟”及其“泛爱众”

的道德情感联系下“称兄道弟”并具有“谨而信”的社会信任关系。儒家传统下人“居天下之广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的天下主义立场和“有理走遍天下”的信念与这种精神超越

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关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个伦理

链条是在仁的基础道德情感的推扩和在精神上天下主义的超越过程中成为可能的。  



   

   以往的儒学研究只注意仁体的推扩，而忽视了精神上天下主义的超越过程。尤其是近现代以来，

作为儒家文化传统核心基础的天人精神结构的被颠覆，切断了儒家文化传统从家庭血亲伦理向普通社会

伦理超越的精神过程，结果也就表现为私德过度，而公德不足；缺乏普通人之间的仁爱和社会信任关

系，乃至成为一个只是以家族血缘为中心亲疏关系网错综交织、公共生活和社会组织被裙带关系网控制

的浆糊社会，从而产生腐败、任人唯亲、压制异己、缺乏正义和社会运作成本奇高等症状。这实际上也

违背了儒家有关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教导（儒家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

而非裙带关系网；“选贤与能”（《礼记 礼运篇》），而非任人唯亲；“天子不谋私利”（《左

传》），而非腐败）。这种状况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及其健康性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分析

表明，传统中国社会中，皇帝作为上天委派的“为民父母”的角色，不只是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也是

维系儒家传统社会的精神性设置。这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以前的社会文化前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特殊的原因，皇帝维系儒家传统社会的精神性设置与皇帝作为政治社会的专制权力结构两种含义未加

区分地都一同在共和革命中废除了。儒教在宗教性层面的社会整合功能，由于激进的反儒运动也失去作

用。这是中国社会自近现代以来持续动荡的一个深层原因。二十世纪的儒家社会只是一个纯粹家庭伦理

向社会伦理的私德扩展的社会。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精神超越过程后的“谨而信，泛爱众而亲

仁 ”的方面明显萎缩，结果社会整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强制手段，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

境，从而使民主化进程非常曲折。当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已不存在君主立宪的政治可能性，但

恢复儒家文化传统在宗教层面的精神生活，不失为社会整合和社会伦理建设以及复兴文化传统的重要方

面。  

   

   在儒家传统中，伦理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孝悌”，在它作为一种人的道德能力和情感乃是一

种人的自身可能性而言，它是由儒家在天人精神关系下更为深层的“天道性理”观念来解释的。人是在

其“天道性理”下具有人之为人本分特性的生命价值存在。人从上天而获得了他的生命存在及其所具有

的潜在可能性。他不仅以感恩的心灵面对上天的赐与因而“谢天谢地”，也有义务成就自己的价值可能

性。他成就自己的价值可能性是在“尽力而为”的人为主观意志和努力，与“天道性理”所先在设定的

基础条件、规范和大限中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在参与一场来自上天规则（“天秩有礼，天典

有叙”）下关于人和世界的运动（“与天地参”）。人在与上天的伙伴关系中，以既对得起赋生于他的

上天和父母也对得起自己“不枉活一生”的态度来成就自己的一生。在这里，儒家的“成己”观念视作

为仁之表现的“孝悌”为成就人的道德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中把你作为

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情感开发出来或者培养修练出来，那么，你就成就了你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可能性。不

仅对待父母和兄弟你会很“孝悌”，而且你也将是一个在一般性的道德关系中的“君子”。但这只是

“成己”（成就自己）的众多内在可能性中在儒家得到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和层面而不是全部。当你在

天人精神结构中，面对自然物质世界，运用你的理性和知性去“天工开物”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时，你就是在成就你在科学事业方面的可能性。当你进行“利用、厚生”的经济活动的时候，你是在成

就自己创造财富的可能性。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而且具有社会担当能力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你能做到这样，那当然与你有成己观念的精神文化背景有关。你是不是对你的

父母和兄弟“孝悌”，是不是在社会伦理关系中表现了“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义道德，反映了

你的道德成就。但正象孔子说的那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人需要知识文化，既“尊德性”又要

“道问学”，需要“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并且“致广大而尽精微”，也需

要“开物成务”、“经世致用”及其“经世济民”和“利用厚生”。虽然任何一种或一个层面的成就方

式在道德层面上都应当不失仁义道德的君子风范，但只做一个道德君子还不够，任何事业和任何成就方

式毕竟也不只有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人的一生乃是在道德之下广阔事业中成就发达的勤奋经历。人活

着具有多方成就的广阔自由空间，否则，人的一生就太过单调，并没有穷尽人类成就的充分可能性。这

当然也是一种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天之所赋的价值遗憾。“立德、立言、立功”是儒家成己路线下既

重德性又重文化也重事功的基本目标和成就形式。我们需要德才兼备。我们的传统从来就是德才兼备之

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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