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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董子这句话后面寄希望于王化不同，基督教是寄希望于上帝之救赎。但若将“王化”解释为神圣原则之实

现，则又与基督教之说相去不远了。 

[82] 《皇极经世·观物内篇》：“性情形体者，本乎天者也。” 

[83] 《正蒙·太和户》：“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太虚即世界本源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同上），所以二性说到底均由“天生”。 

[84] “天命之谓性”当然是天生。“生之谓性”也是此意：“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 才说性

时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二程集》第1册，第10—11页），因为“人生而静以上”就有者，当然是

上天所生，不可能由人自生。 

[85]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理即“天理”。“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

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同上，告子章句上），所以“气质之性”亦得自“天”。 

[86] 见《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 

[87] 《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 

[88] 《庄子·庚桑楚》。 

[89] 《庄子·达生注》。 

[90] 《庄子·养生主注》。 

[91] 《佛教大辞典》第227页（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4年）。 

[92] 《大正藏》第12卷，第222页中。 

[93] 《书·大禹谟》。 

[94] 《孟子·告子上》。 

[95] 《孟子·离娄下》。 

[96] 《孟子·滕文公上》。 



[97] 《孟子·告子上》。 

[98] 同上。 

[99] 《孟子·公孙丑上》。 

[100] 《荀子·儒效》。注意他在此的用词是“质”。 

[101] 《荀子·荣辱》。 

[102]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03] 《白虎通义·情性》。 

[104] 《法言·修身》。 

[105] 《论衡·率性》。 

[106] 《通书·师》。 

[107] 《经学理窟·气质》：“为学大益，在自变化气质”（《张载集》第274页）；《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二程集》第1册，第191页）。 

[108] 《朱子语类·卷四》。 

[109]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 

[110] 《尚书引义》卷三。 

[111] 同上。 

[112] 《庄子·徐无鬼》。 

[113] 《庄子·骈拇》。 

[114] 《庄子·在宥》。 

[115] 《大般涅槃经集解》第51卷（《大正藏》第37卷，第532页）。 

[116] 《坛经》。 

[1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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