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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为己之学》

内容概要

《荀子的为己之学：从性恶到养心以诚》之目的在于以"为己之学"来理解荀子的思想体系，而内容则
集中在厘清"性恶"和"诚"这两个貌似对反的概念在这种"为己之学"中的理论地位。本书力图论证，对于
求学为己的坚持，其实贯穿整个荀子思想。荀子虽然说"人之性恶"，但他却不认为"性"是人的本质。对
于荀子来说，"人之性恶"指的就是"情欲"有天生自然的倾向支配人，使人"役于物"。荀子所说的"化性起
伪"，其实就是奋起人为的主动性，建构礼义法度，转化情欲，使之不但得养，更能成为伦理价值体系
的一部份，此之谓"性伪合而天下治"。"化性起伪＂又同时是一种情理教育，其重点就在于通过"仁义"
和"礼义"来"养心"，而"诚"既是"养心"的方法，也是"养心"有成所达致的心灵状态。"仁义"和"礼义"提供
了一套价值框架以供我们理解自身的情感欲望、经历感受，并指导我们对这些情感欲望、经历感受做
出思虑判断和价值选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和"礼义"构成了整全自我的基本结构。"诚"其实就是真
诚、无自欺地面对一己的生命和自我，并通过"守仁"和"行义"来建构自我主宰、"重己役物"的整全自我
，以及最终成就有意义的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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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现代和为己之学
一、现代文化的特质
二、我为什么应该道德？
三、儒学和己
四、道德规范和道德主体
五、荀子的为己之学
第二章性恶和道德自主
一、道德自主与性恶
二、性恶的意涵
三、善的根源
四、小结
第三章性伪的多重结构
一、“性”的两重定义
二、“伪”的两重定义
三、“性伪合”的三重结构
四、小结
第四章道及礼的养和别
一、“道”和礼
二、道及礼的客观恒常
三、礼的养和别
四、情文俱尽
五、性伪合及养别互构
六、小结
第五章人伦和学者为己
一、基本益品
二、人伦和情感
三、为己和人伦
四、养欲和化性
五、人伦和价值追求
六、小结
第六章伪者文理隆盛
一、《荀子》之前的“文”
二、“文”“质”与“性”“伪”
三、“文理”和“礼义”
四、小结
第七章诚及君子养心
一、《不苟》篇的“诚”
二、君子
三、养心
四、小结
第八章仁义化变和诚
一、先王和仁义
二、为仁义法正
三、化性和化人
四、变应和应变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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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诚和心之主宰
一、诚和真实
二、“诚论”的内容
三、仁义和心之主宰
四、心及其主宰
五、取舍的标准
六、古今之正权
七、小结
第十章养心莫善于诚
一、整全的自我
二、思虑的对象
三、自我整合
四、道和整全自我
五、如何生活
六、养心莫善于诚
附录《荀子》中的《诗》及其反映的伦理思想
一、荀子论《诗》
二、荀子引《诗》：君子之德操
三、《诗》和伦理修养
附件一《荀子》中的诗及其伦理思想
附件二《荀子》篇章论《诗》列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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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细致入微
2、分析力爆表，就是稍稍啰嗦了点
3、鄧生的推薦，荀子和自由主義的比較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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