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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前言

　　本书分析了古典中国哲学中出现的两种人类本性的观念。除此之外，本书重点在于考察一个在中
国思想史上经历了漫长发展历程的思想的萌芽。这一思想，即人类自然平等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
不断发展中。　　先前的古典中国哲学的评论者在这一点上误入歧途：儒家主张，等级制的社会的合
理性是由自然本身的等级制特点证明的，人类具有不平等的德性。将这一主张同中国思想中的主流学
派联系起来是正确的；然而，“平等”与“不平等”的概念的复杂性恰恰迷惑了许多学者，掩盖了早
期中国“人”的观念的本质特征。“平等”，当其运用于人类的时候，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广泛的意
义。其一，它暗示了一切人，具有类似的价值（“价值”的意义各不相同），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对
待：他们应该接受平等的政治或经济权益，以及在法律面前受到公正对待等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
主流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立场是，相信人（作为成人）具有不平等的德性，因此不平等的对待是合理的
。其二，这一意义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指的是所有人出生时共有的普遍性质。本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
种意义上的平等与中国早期“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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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内容概要

《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内容简介：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等级制度历史的文明，对于人的观
念会包含“平等”的成分吗？作者聚焦于先秦时代中国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作者区分出成年人
和孩童两个阶段。作为成年人，在评价意义上人与人由于德性有高低，所以不可能获得平等的对待；
但在人之初，所有人都具有人类普遍的特质，从描述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同样成为圣贤的
潜质。不论道家和儒家都分享这一共同前提。
由于这一观念，直接产生了中国主流思想对于教育和楷模的高度重视。因为人天生是平等的，所以通
过教育和树立楷模，所有人都有可能成就理想人格。这一观念在先秦之后成为中国人建构社会和社会
控制的重要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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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作者简介

孟旦 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及中文荣休教授，并为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曾于2003年在香港中文
大学主讲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孟旦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人性的图像：宋代的人物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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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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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章节摘录

　　对世袭特权的否定有两个根源：西周（公元前1111－前771）的宗教观念以及春秋和战国时期变动
的社会情况。这种宗教观念是，上天无偏私的容纳各种行为，对于任何人或部族都没有偏爱，行为具
有德行的任何人都会被上天所知觉，并被提升到统治地位。周王室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观念，以此来使
他们征服商朝的要求合法化，但是这一权宜之计的运用并没有损害这一思想在早期中国的持久力量。
由于天被看做是公正无私的，由于美德是占据最高位置的标准，由此可以引申说一切职位都应当如此
。　　对于世袭制特权的普遍否认背后的社会背景错综复杂。大体上涉及两个因素：曾经在中国占据
主导地位的紧密的氏族制度的日趋衰落，以及出现了向低等级的人们开放的新的职位。很明显，在这
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内在联系，但是为了分析的需要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　　商代（公元
前1751－前1111）实行着相当严格的族外婚姻制度。据信，违反了“同姓不婚”⑥这条禁忌的人就会
遭受疾病的侵袭。“同姓”这一表达方式可能包括“同一血统”⑦的意思。在商代，王室一般实行族
外婚，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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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精彩短评

1、终于读完了，读这种书，真是又累又有收获啊
2、从一个角度出发，即“人”的观念及其流变，考察中国思想观念的变化。好书。
3、多了解一些海外汉学是值得的
4、作者对于平等主义的哲学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分析先秦儒道人的理念的时候缺乏犀利的
分析工具。但本书对于儒道人的理念的梳理，可以为日后更精彩的研究奠定基础，还是有用的书
5、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6、和古希腊哲学对比之处值得一看，然而就儒道两家的思想不如国内学者讲的透彻。也可能有翻译
的问题。
7、仿效模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一样，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
的手段应用到如此程度。
8、评价之心一说比较有启发
9、孟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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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人”的观念》

精彩书评

1、楷模在中国，仿效模范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承认“尊重”是合理的激励手段，被效仿
的个人赢得其他人的尊重。既然尊重是一种激励手段，那么把尊重的反面，即羞辱作为一种普遍的惩
罚形式也就不足为奇。 当代的楷模理论与以往不同，现在更加强调同模范竞争，鼓励学习者超越模范
，而在儒家时代的中国这被看做是狂妄自大。 仿效模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
没有像中国一样，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应用到如此程度：中国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全国性的
模范上，而是坚持广泛的地方性的选拔过程，模范选拔实现了正规化、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
这一制度的有效性有着普遍和牢不可破的信念。 教育道德教育或者政治教育应该专注于改变人们对于
既有规范的态度。换句话说，应该使控制内化。由此而来的推论是，当人们具有正确的态度或者思想
时，他们必然会按照正确的方式行动。“正心”之后的实际行为必然恒定不变的遵循规范，他们的每
一个行为都成为“正心”存在的证明。这种规范性（社会德行的存在）在其自身促进实现最终目标：
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社会。早期儒家著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始终不懈的促使人们养成正义性
高于其他一切因素的态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描述了从正确的思想（“诚意”
、“正心”）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 这种理论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在王阳明
（1472-1529）的哲学里。在他关于“知行合一”的讨论中，王阳明强调，“真知”（良知）导向具体
的结果。一个人具有“知识”或正确思想的唯一表现使他在行动上总是遵循规范，没有不在行动中表
现自己的知识。新儒家思想家们经常描写“诚心”所能创造的一些奇迹：在对待人、物、事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情是诚的感化力量所不能影响的。培养“诚”的品格，就会给事物带来良好的秩序。通过
“诚”来待人，没有不被感动和影响的。清代（1644-1911）许多哲学家谴责王阳明学说过于强调道德
直觉，一些甚至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因于其思想的负面影响（典型的把政治事件追溯到思想对人的影响
）。然而他们保留了他的看法，认为与行动割裂的知识是无用的，而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反对哲学中的
“纯思辨”。 在中国的古典教育理论中有一条最终的强有力的设想，认为人们能自然被道德楷模所吸
引。在类似《孟子》这样的早期儒家的著作中，我们得知一个弱小然而有德行的君主对于一个军事上
强大的邻国无须畏惧⋯⋯古典道家思想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形式：弱小是强大的种子⋯⋯有德行的弱者
包含着强大的种子这种思想，与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决定行动的成功的设想一起，产生了“人的因素第
一”的理论，这一理论藐视一定情况下的客观困难。“强寓于弱”主要指的是军事领域，在经济领域
虽然也弱小，然而具有正确思想和态度的人比物质条件更重要⋯⋯（“人的因素第一”这一术语是
在1960-1961年间正式提出来的。后来，这一术语经常被用来指非军事领域，例如，人有能力利用极少
的技术手段征服自然。） （以上摘自《早期中国“人”的观念》第八章“古典的遗产”，作者孟旦）
“人的因素第一”和时下说的“以人为本”，听起来很像，使用上也经常混淆，但意思很不同。从“
知行合一”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当下人们在认知上普遍信奉前者，即在行动上强调人人都有评价之
心，只要思想正确、态度端正，做事就会成功，弱者也会变强；而不强调人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或应受到同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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