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心四心””

孟子说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

也。也。””性善的核心是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称为。这种不忍人之心又称为““侧隐之侧隐之

心心””..

““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羞恶之心””、、

““辞让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概括言之概括言之

称为称为““四心四心””。。



从井边救孺说明人性本善从井边救孺说明人性本善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

声而然也。声而然也。””《《孟子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上》》



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上推断人性为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

子·离娄下》

人所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就是“不忍

入之心”。



从人的共性证明人性本善从人的共性证明人性本善

人类人类““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

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

美焉美焉””《《孟子孟子··告子上告子上》》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义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义也。””《《孟子孟子··告告
子上子上》》



从家庭情谊论证人性为善从家庭情谊论证人性为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

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

天下也。天下也。””《《孟子孟子··尽心上尽心上》》



人的其他的本能人的其他的本能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

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

也，性也。也，性也。””《《孟子孟子··尽心下尽心下》》



孔子之前有关“仁”的含义

遵礼为仁

遵君命、利公室为仁

爱民、保民为仁



孔子的“仁”

复礼，克己，孝悌，爱人——忠、

恕，尊五美屏四恶。



忠与恕忠与恕

忠是从积极方面讲，即忠是从积极方面讲，即““己欲立而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恕是从消极方面讲，即恕是从消极方面讲，即““己所不欲，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勿施于人””。。



““五美五美””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无怨，君子惠而不费，劳而无怨，

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

猛。猛。”” 《《论语论语··尧曰尧曰》》



““五美五美””的含义的含义

““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

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亦威而不猛乎？”” 《《论语论语··尧曰尧曰》》



““四恶四恶””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势成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势成谓

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

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论语··尧尧
曰曰》》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上》》



仁政就是使人有好的生活仁政就是使人有好的生活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孟子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上))。所以他说：。所以他说：““养生养生

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孟子··梁梁
惠王上惠王上》》



仁政的基本内容

给民以“恒产”

赋税摇役有定制

轻刑罚

救济穷人

保护工商



有恒产才有恒心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

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
惠王上》



“制民之产”

使民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

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

子·梁惠王上》



对诸侯的斥责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仁义不离恒产与衣食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

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

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先有饭吃而后才可能有仁义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寂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尽心上》



民本思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

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民事不可缓也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仁者无敌

“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

“仁人无乱于天下。” 《孟子·尽心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

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

丑下》





讨讨 论论
11、人性为善吗？、人性为善吗？

22、如何使仁政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如何使仁政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

33、为什么中国仁政思想源流长，而施行、为什么中国仁政思想源流长，而施行

者寥寥。者寥寥。

44、政治与伦理是一回事吗？、政治与伦理是一回事吗？

55、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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