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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以“性善论”为出发点，主张主体经过修养培育和扩充善的潜质，最终达到道德至

善的目的，从而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价值主体地位。从价值哲学的视角来看，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突出体

现在以理想人格为目标的价值选择、以内在之维为途径的价值实现和以通权达变为原则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深入

探讨和研究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意蕴，对现代社会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从内容、方式及实现途径等诸方面都具

有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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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道德活动的主体和承载者，生来就负有

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承担这些责任，要以

自身的道德完善为前提，以自身心性的完善为基

础。孟子作为先秦儒家代表之一，虽身处乱世，却能

独善其身，提出一系列修养心性的独到见解和主张，

并构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道德修养理论体系。

孟子强调通过“修身”来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高尚的

品德，在践行的德性中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

一、近年来关于孟子道德修养

理论的研究文献回顾

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中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孟子其他思想的

立足点，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关于孟

子道德修养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孟子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道德修养理论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

是人性问题，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自然也离不开对

人性问题的讨论。近年来关于孟子道德修养论基

础的研究普遍认为人性善或性善论是孟子道德修

养论的理论基础。如有人认为，“‘人性善’是孟子

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人性问题向来是修身的

前提”［1］；有人认为，“孟子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是

性善论，显示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为孟子的

道德修养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也有人认

为“在中国道德教育史上，孟子是第一个提出‘性善

论’的思想家。孟子将孔子‘性相近’的观点进一步

发展为‘性善论’，成为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前

提”［3］；还有人认为，“性善论是道德修养的人性基础，

论证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4］。此外，“孟

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这是其谈人生

和哲学的基础”［5］。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性

善论作为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孟子道德修养论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道德修养是儒家思想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仅

关系到个人道德品质的养成和提升，而且对整个社

会秩序具有深刻的影响。孟子道德修养论的内容

十分丰富。“在仁义礼智中，仁居核心地位。在孟子

看来，仁义礼智是人类基本的道德观念，在仁义礼

智的基础上，应当积极向善，并且孝、敬、辱、诚是

对仁义礼智的展开。”［6］“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的主

要内容主要包括道德修养的目标、道德修养的准则

和方法三个方面。君子、圣人是具备仁、义、礼等道

德品质的人，君子、圣人的具体人格形象就是大丈

夫形象。仁、义是孟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其道

德修养理论的核心。”［7］“理想人格是孟子道德修养

的目标，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圣人、君子、大丈夫和大

人。孟子的理想人格并非只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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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若干个层次，包括时间层次和攀升层次。”［4］“孟

子的道德修养的目标是圣人之境。孟子理想人格

的要素主要有独立性、至诚和大丈夫气节。”［5］这些

观点都着重阐述了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主要内容、

修养目标和层次，并论证了孟子道德修养思想对儒

家思想体系的传承和创新。

（三）孟子道德修养论的基本方法

在儒家看来，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并不

是依靠先天的善性而自动生成的，它需要主体自身

的道德自觉和实际行动中的践履。孟子的道德修

养方法总体上分为内在发自本心的道德自律和外

界环境约束下的道德修炼。从内在修养来看，“孟

子的道德修养方法包括存养心性、持志养气、推己

及人等”［1］。“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心

养性、节制物欲、养浩然气及居仁由义等道德修养

的方法”［2］。“孟子道德修养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

主张修养是自身的修养，而不是要求别人如何去

做；孟子认为，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

果，都要反躬自责。孟子主张道德修养要讲究方

法，修养心性首先要提倡寡欲，是为了心中多存一

些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修养心志不是目的，修养

心志的最终目的是实践，修养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

性的统一，这些都是孟子在道德修养上十分可贵的思

想”［3］。“孟子提出修养道德的重要方法是反求诸

己、持志养气、改过迁善、寡欲养心和意志磨练等。

贵在实践是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孟

子认为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是理性指导下的自觉

活动，道德教育重在实践”［5］。“孟子主张从心内求

的修养之道，提出了养心寡欲、修养善性、反求诸

己、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持之以恒、推己及人、扩

充仁爱及磨炼意志、奋发有为等修养方法”［7］。“反

思即反求诸己，通过本心观照自身之内在之善性，

以确立修养之内在根据，并确立必为圣人之志，选

择合理之欲望，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反省自察而最

终达到真正为善，实现诚实无欺之德性”［8］。这些

修养方法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在特质和传

统，并通过孟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提升，逐步

深入到心性深处探索人的存在价值。

另外，孟子也非常注重外界环境对道德修养的

深刻影响。“孟子认为，解决生存问题是道德修养的

前提，全社会都来创造有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条

件，要在全社会进行道德观念的教育，学校教育是

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的舆论有利于道德

教育，最后，在用人制度上，要让道德高尚的人处于

统治地位，通过制度促进个人的道德修养。”［3］“孟

子提出了内外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包括存心与尽

心、求放心、养气等。此外，孟子也看到了一些外在

之维的道德修养方法，考察了环境和社会教化对理

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4］孟子的这些方法充分

体现了两种环境、两类方法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

为道德修养论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四）孟子道德修养论的现代价值和启示

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虽然产生在传统社会，也

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在

历史沿革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孟子建立

在性善论基础上的道德修养理论，极大地张扬了道

德养成中的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

努力发挥自己的善性，潜心修养，都可以成为圣

人。这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道德修养精神，

在今天无疑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1］“孟子道

德修养理论的当代意义主要表现为有利于增强人

们的自律意识和提升个人道德行为，为社会主义荣

辱观及和谐社会建设奠定理论基石，为现代伦理道

德体系建设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等。”［3］“孟子

的改过迁善说重视人的反思意识和改过能力。寡

欲养心说重在阐释人如何面对各种欲望的诱惑而

保持本色不变和内心的善端。意志磨练说，强调道

德主体意志的重要性，这些方法对于大学生戒骄戒

躁和坚韧意志很有帮助。”［5］“孟子主张全社会都要

营造促进个人道德修养的外部环境。这些思想对

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发和

借鉴作用。”［6］“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中的内容及方

法给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发挥个

体的自律作用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主要表现为：要

看到德育对象的可塑性，相信大学生向善的意愿和

能力；引导学生坚持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增强尊

严感，培养荣辱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整体意识；

注重反思自身，提高自律意识等。”［7］认真吸收和借

鉴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方法对解决当前社会的道

德建设中的困惑和问题依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上述关于孟子道德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

和深刻地展示了孟子道德修养思想体系的内涵，对

孟子关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道德修养的

基础和动力、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以及现实

意义，对我们在新时期重新认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

家思想的价值，认真思考和解决当前面临的道德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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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价值缺位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现有的成

果大多数集中在讨论孟子道德修养思想的具体内

容，对道德修养思想各部分的内在关联和价值意蕴

缺少明显的论证。在儒家看来，人是在和他人、社

会、国家的紧密联系中展现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存在，

而且体现了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道德水准，个人的

道德品质和行为只有在与外界的联系中才能做出

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孟子的思想中尤其明确地体现

了这一点。因此，从价值角度重新审视孟子道德修

养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在意蕴和现代价值，全面认

识和论述它对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深远影响就显

得十分必要了。

二、孟子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

人性问题从来都是修身的前提和基础，孔子言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唯

一明确提及人性的一句话。孟子则是继孔子之后

儒家第一位真正论证“性善论”的思想家，他的道德

修养理论“昭示着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道德

实践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绝对价值”［9］。从他的“性

善论”来探析其道德修养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一）孟子“性善论”的思想内涵

在伦理学史上，思想家们往往将人性视为善恶

的根据和根源。人们对于善的追求，反映的是人在

道德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趋向。孟子讲“人性

善”，认为善的根源即在于人的善的本性，并且还给

它界定了性质：人人固有的，是人的本质属性。孟

子在回答弟子公都子关于人性的疑问时说：“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

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

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他认为所谓善性即“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仁义礼

智”四种善端的萌芽，他们根植于人的内心。孟子

还从三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一是，当面对一些特

定的情境时，人天生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就会被激发

出来，他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及“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来判定人皆有“恻隐”

和“不忍”之心。二是，认为善性是人与禽兽之别。

他说：“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

义也。”（《孟子·离娄下》）“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

也。”（《孟子·公孙丑上》）三是，提出“故凡同类者，

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并认为“圣人之于民，

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上便是孟子对“人

性善”的深刻论述。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人性善”

的思想是诉诸人性的天然道德情感，它是立足于人

自身的精神品质，属于人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去

保持和发扬人的本性之善，让它由内在价值转化为

外在价值呢？孟子据此提出了他的道德修养理论。

（二）以人性善为出发点的道德修养理论

儒家的道德修养思想主要是就个人而言的，即

个人通过主观努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的

要求。因此，道德修养注重道德的主体性地位，而

且是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孟子提出

用修养来保持和发扬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种

善端的萌芽，并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孟子

看来，“仁义礼智”虽根植于人的内心，但仍需将其

扩而充之，以促使各种德性的圆满展开。人与人之

间的差别即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先天所具有的善

性。天赋的资质，需要通过道德主体的主观努力，

践履自己的德行，将内心之仁爱按照一定的道德规

范和原则加以培养和发展才能保存。所以，孟子所

讲的“善心”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之初”潜在的善上，

而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后天的修为以达到人性的至

善为目的，为此他更加注重通过后天的自我修养来

保存善端。

从价值哲学上讲，孟子主张“人性善”，实则将

天赋的“良知”、“良能”作为人的潜在价值，这种潜

在价值经过个体的修养和实践，才能保持并转化为

内在价值，继而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现实生活中表

现出来，最终成为对社会生活产生实际效应的外在

价值。因此，当“善”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形式，对

个人而言，由“潜在价值——内在价值——外在价

值”的过程，便是对人生价值目标的追求和实现，是

达到个人至善的体现。所以，孟子的道德修养是依

据于“人性善”的本质而展开，以追求最高道德价值

为目标的理论。

三、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意蕴

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自成体系，其价值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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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丰富而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上，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理想人格为目标的价值选择

人的生活总是朝向一定的价值目标，在道德生

活中也不例外，需要一定的道德目标来引领。然

而，道德目标的确定则需道德主体进行价值的选

择。价值选择的活动，是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面

对人生道路上可供选择的多元化价值，人们往往很

难做出抉择。“仔细体验过人生的每一个人，都会承

认人生无时无刻不充满着选择，一个人最终成为什

么样的人，与其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密切相关。

一样的血肉之躯，一样的时代背景，甚至一样的环

境条件，却常会产生不同的人格，这里除了一般原

因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格。”［10］139

可见，价值选择在目标选择上的差异性决定着不同

的人生道路。

崇道尚德的素质反应在行为的选择上，儒家道

德修养致力于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君子、

圣人是修养的目标。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上》），实则将成为尧舜作为理想人格

的目标，在这点上，他同孔子一样，推崇尧舜是古代

圣王的代表，是实施仁政王道的楷模，是实现道德

理想的典范。不过，孟子对尧舜的看法与孔子也有

不同之处。孔子将尧舜称为“天生圣人”，他则不神

化尧舜，认为“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

把尧舜看作与我们同等的凡人，我们每个人只要通

过修养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从一定意义上

来讲，孟子以理想人格为目标的价值选择，为广大

民众的道德修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用圣人平民

化的观念填平了从常人到圣人之间的鸿沟，缩短了

普通人与圣人之间的距离，使圣人不再是可望不可

及的目标”［11］。这也体现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

思想观念，比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

阳货》）前进了一大步。

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至善，是人的自由

精神的升华。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

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实现人格道德化的过程中出

现行为的偏差，以致于人格发生扭曲。那么，如何

让这些人重新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呢？孟子强调

实现理想人格的价值目标，需要道德主体在自觉的

价值选择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若做到了这

一点，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坦然做到“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修

养，从而达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目的。

同样，在不利的修养环境中，大丈夫“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高

尚气节就会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孟子以理想人格为目标的价值选

择，不仅使人们的道德修养有了参照标准，而且使

人们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归属，从内心

激发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激励了人的道德自信，

使道德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有利于提高人的主

体地位，坚定人肯定自我价值而立志向上的决心。

（二）以内在之维为途径的价值实现

个人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物，个人活动和个人意

识是道德生活和道德意识的形式。道德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主观状态。“当社会的道德规范、

道德要求为个人所认同，变成个人内心的自我规范

和道德信念，才有道德行为，才能形成现实的道德

关系和伦理现实，实现道德的调节功能。”［12］36-37孟

子的道德价值实现途径重在向内心求索，是以内在

之维的存心、尽心、寡欲、内省、养气等方法为主的

修养途径，突出了个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决、自主、

自控的属性。

1. 从“尽心”到“知性”的修养途径

孟子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心性哲学，他提倡“尽

心知性”，认为要成为圣人必须要经过从“尽心”到

“知性”的修养途径。在孟子看来，“尽心”就是要充

分发挥人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并且要将这四种“善心”扩充到极致，“知

性”则是对本性的“仁义礼智”这四种“善端”有全面

而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这样看来，将内在

的道德价值转变为现实更加完善的价值，需要“尽

心知性”的体认和“存心养性”的创造，才能实现“与

道德合一”，达到安身立命的境界。当然在这条修

养途径中，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存心养

性”需要通过修养来完成。“良知”、“良能”是说心具

有天赋的能力，是孟子所讲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

上》）。他强调人天生就具有向善的潜质，而且要顺

着这种潜质发展。

2. 由“内省”、“寡欲”的初级修养阶段到“养气”

的高级阶段

人的价值实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追求

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自身修养也需经过一个漫

长的积累阶段，即从“寡欲”、“内省”的初级修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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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到“养气”的高级阶段。孟子认为在“尽心知性”

修养途径中，道德主体的内在品德的修为，要重在

“内省”、“寡欲”、“养气”三个方面下功夫。

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主体发展、完善的过程。

孟子注重修养者自觉主动地去体证内心，反省自我

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即要“反求诸己”，以促使自

身不断趋向于完善。所以，孟子认为“爱人不亲，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

离娄上》）。此外，孟子劝告不要埋怨胜过自己的

人，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

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

上》）同时，修养者要做到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若

有错不改就会使人厌恶。当然，在反省中，如能做

到真诚也是一种极大的乐事，于此，孟子说：“万物

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在价值实现的途径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道德需

要和物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儒家思想要求我们

应当自觉地以道德理性遏制甚至消灭妨生害人的

人欲的发生与泛滥。在孟子看来，要顺应人的本性

发展，重在注意欲望的影响。“养心”的关键在于“寡

欲”，即淡薄物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

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要求

我们“要抑制感性欲望的动机。我们能主动抑制感

性欲望的动机，就意味着我们自觉地从心灵欲求中

减弱物欲，而使道德性的动机得到增强。任由感性

欲望的冲动，本然之心必会被遮蔽”［13］。孟子还以

“鱼与熊掌的取舍”为例，讲了自己“舍生而取义”的

意愿，其实重在说明生命中最为可贵的并不是来自

物质的享受，而是对于精神享受的追求，对道德幸

福的追求，通过自我的内在修养提升获得道德上的

自由。

道德主体在修养过程中，经过“内省”、“寡欲”

的初级修养阶段，积蓄了主体的本质力量。然而要

达到道德价值实现的目的，还要在“内省”、“寡欲”

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提升，这便是修养的最高阶

段——养气。孟子在回答弟子公孙丑关于什么是

“浩然之气”时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

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

也。行有不慊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

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无正，心勿忘，无助长

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段话中，孟子对“浩然之

气”作了详尽的描述，也对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

作了具体说明。“浩然之气”尽管是一种正大刚毅的

道德情感，仍然是道义原则指导下的日积月累的道

德实践的成果。在修养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也

不能放置不管，要持之以恒地去培养。因此，培养

“浩然之气”的这一阶段，是孟子道德修养的高级阶

段，它“要求人们长期地努力修养，自觉地把道德理

性和实践相结合，培养高尚的道德境界，达到一种

自豪的、正大光明、无所愧怍、无所畏惧的精神状

态”［14］142-143。孟子强调道德主体以高尚的道德标准

来律己修身、身体力行，最终得以实现自己的道德

理想和道德价值。

（三）以通权达变为原则的价值判断

道德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依据一定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进行的。儒家伦理学中的“仁义礼智

只是指示道德实践的方向，不是明确的行为规则，

需要行动者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定和决定，

没有一定之规，‘义理无定在，无穷尽’”［15］，所以道

德判断在儒家伦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孟子以

“通权达变”为原则的价值判断，是解决道德主体在

道德面前的取舍问题，它使得道德主体对事情和行

为之善与恶或义与不义的把握上有了依据，主要体

现为以下原则：

1. 比较优先选择原则

道德是源于生活的，而人作为生活的主体，必

将是道德主体和客体实践的统一。因此，生命是道

德的基础，它是一切道德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原则。

当面对不同的道义选择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我

们最先应该考虑和选择的。孟子提倡人们在严格

遵守礼仪制度的同时，要在特定情况下以适当的方

式坚持原则，即要懂得“通权达变”的原则。特别在

与淳于髡关于“嫂溺援之以手”的对话中，孟子充分

表达了这一思想。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

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孟子认

为，虽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嫂溺是特殊情况，面

对生命与礼的规范，要懂得变通，选择生命是最高

的道德原则，而不应一味地墨守“礼”的规范。道德

修养在坚持灵活变通的原则中才可能实现道德价

值。在孟子看来，舜不告而娶是暂时地背离告而娶

顾文兵：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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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但为了维护人之伦的孝道，舜做出的选择

是维护更大的道德价值，以便获取永恒的价值。因

此，道德修养者要在不同的修养环境中，坚持比较

优先的原则，注重长远的价值，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2.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修养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如果失去

原则，那么合理的道德观念只会停留在纸上和嘴

上，如果失去灵活性，那么只会墨守成规，道德观念

也会变成束缚行为的道德教条。孟子的道德原则

是：“无为其所不为，无与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

事，不要希望得到自己不想得到的东西，这从侧面

说明了道德的修养应遵从一定的原则。“仁”是孔子

思想的核心，那么，如何行“仁”呢？孔子认为，行仁

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论语·颜渊篇》）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他对“仁”的解释

是：“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认为对道德

的追求完全在于自己，这种观点与孔子“为仁由己”

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孟子将“仁”与“义”

结合起来，认为“仁、义”是最高的道德理想和准则，

同时也是修养者立身行事的基础：“仁，人之安宅

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

“仁”是最根本的立足点，“义”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的准则，这便是“居仁由义”的思想。同时，孟子反

对以利益衡量行为，他在批评弟子陈代“枉尺而直

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观点时，他

说：“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

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

子过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

公下》）可见，他所践行的原则是君子急于出仕，但

又必须走正道，“不见诸侯”的做法是不违背自己的

心愿去迎合权贵，这正是君子人格的体现，也是他

所提倡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

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行为。

另外，孟子也敏锐地观察到，在道德修养中，如

果失去灵活性，固守“礼”的规范与恒常不变的道德

原则，那么只会因小失大。所以，他在批评杨子、墨

子和莫子的思想时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

执一，为恶执一，为其贼道也。”（《孟子·尽心上》）就

是说，在利己和利他这个问题上，杨朱一派的“贵己

利己”与墨子的“兼爱利他”都没有理解道德的本

质，子莫主张折中调和的中道也只接近了道德的本

质，这些思想都只是死守着既定原则不放，原本“执

中”的理论和原则，也就失去了效应，不能取得好的

结果。孟子所提倡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在道德修养

中，道德观念的“纲”和“目”不是统一的，要用辩证

的思维，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义的标准。因此，修

养者要善于为原则性而实行灵活性，在灵活中坚持

原则性，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从而做出正

确的道德判断。

四、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现代价值启示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正遭遇着信仰危机

和道德沦丧的严峻形势。“在中国社会面向现代化

而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之际，我们原有的信仰

与道德正在失去作为社会稳定和安全的作用。社

会公德和包括商德、医德、师德、官德的职业道德，

无一例外地在滑坡，社会没有了敬畏，也没有了底

线。”［16］面对重建信仰与道德体系的内外紧迫要求，

我们应当看到道德修养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性。

一种道德规范能否真正在社会上施行，关键在于它

是否能内化为社会成员自主自觉的道德修养。换

言之，道德作为调控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在社会

中得以表现的关键在于它为人们所自觉地认识，并

能将其转变成一种实践的道德能力。在此语境下

审视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便会发现，孟子修养思想

中所表现出的各个方面的价值，都集中说明了如何

使个体在实践中自觉主动将道德认识转变为调控

行为的一种恒常的道德意识。所以，孟子的道德修

养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及道德意

识的培养和养成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在现行的道德教育上，转变方式、强化实践

孟子的理想人格为道德实践设定了道义标准，

所以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它决定了以此为内容

的道德教育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长期以来，我国

的道德教育偏离了它原本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在

“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纠结中发展。由

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对道德的教育仍停留在

书本和口号上，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也使得道德教育

流于形式，最终导致道德成为教条化的条条框框，

没有了实际效用。所以“道德教育要想最终取得实

际效果，仅靠知识的灌输是不够的，只有在社会实

总第 34 卷江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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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人们才能认识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及行为要

求，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生活，才能塑造出适合、适

应各种特殊实践关系的道德人格”［17］。这也是培养

我们“内得于己，外得于人”道德目标的体现。

（二）不断提高自律的觉悟和提升道德行为能力

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其本质特征就在于

发挥主观能动性，孟子的思想道德的修养主要靠内

功，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加强自我修为的基础上，

努力提高自律的觉悟，提升道德行为能力，让自己

真正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善的人。现代社会成员正

处于自我意识步入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

们对自己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对社会生活也有了

更多的期许，然而社会并不可能如同我们想象的那

样美好，各种良莠不齐的道德观念、价值准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所

以我们应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学

会独立思考，并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道德修养

途径，特别应注重培养自己择欲、内省的道德行为

能力，在实践中以自律精神发挥自身价值。

（三）在是非善恶的道德取舍上有着敏锐判断

在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熏陶下，我们依据一定

的道德原则，将“善”的理念细化为我们的行为准

则，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学会抵制各种不道德事

物的侵扰，并且能够正确对待身边的不良诱惑。当

我们在道德价值的实践中面临道德上的冲突时，要

学会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调节价值冲突。但如何

做出正确的价值权衡与价值抉择，实在是实践的一

个难题。这一抉择的困难，主要在于确定实践活动

中真、善、美、利各种价值的权重，如果能使一项实

践活动实现真、善、美、利的统一，是实践的最高理

想。但在现实社会中，往往需要在真、善、美、利中

做出权重上的权衡和作出必要的取舍，而这种权衡

和取舍恰是体现修养者价值观和境界的关键。因

此我们要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在两难的道德处境

中做出灵活的判断，从而实现道德价值的最大化。

理解和把握孟子的修养思想，不仅可以彰显我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对于提升我们的人生

境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代启示。特别是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如何

重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有着诸多的困惑，孟子的道

德修养理论则蕴涵着显良知、倡世风、立楷模的社

会伦理氛围，它以社会个体的修养为起点，鼓励个

体培育健康的价值追求、并积极参与道德生活，在

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中，营造、创建一个安全、和

谐、繁荣，普遍地有利于生存并在时空中延伸和扩

展的真正属于人自己的美好世界。所以，我们完全

可以在新的千年之旅中，汲取和借鉴孟子道德修养

理论中的精华，构建独具特色的新的伦理道德

体系。

参考文献：

［1］ 于慧芳.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4）.
［2］ 袁恒雷.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刍议［J］. 中共南昌市委党

校学报，2010（1）.
［3］ 孙善兵. 浅谈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及当代意义［J］. 聊

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 马晓颖. 孟子道德修养思想探析［J］. 理论界，2011

（4）.
［5］ 薛冰，张俊红，白璟. 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对大学生人

格塑造的价值［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6］ 程培学. 试析孟子的道德修养观［J］. 江汉论坛，2007

（6）.
［7］ 黄广晋，王引兰.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及其德育启示［J］.

伦理学研究，2008（3）.
［8］ 辛丽丽.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J］. 社会科学论坛，2006

（8）.
［9］ 顾虹. 孟子道德修养论浅议［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

院学报，2004（6）.
［10］ 商戈令. 道德价值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1］ 孟立永. 孟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J］. 呼伦贝尔学院学

报，2007（3）.
［12］ 王育殊. 道德的哲学真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8.
［13］ 詹世友. 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现代省思

［J］. 道德与文明，2008（3）.
［14］ 夏传才. 孟子讲座［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5］ 张汝伦. 义利之辩的若干问题［J］. 伦理学，2010（9）.
［16］ 王福生. 重筑我们的信仰与道德——兼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路径［J］. 甘肃理论

学刊，2012（1）.
［17］ 沈道海. 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借鉴价值［J］. 理论

导刊，2010（4）.

责任编辑：汪频高

（Email：luckywpg@ sina. com）

顾文兵：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意蕴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