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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总之，人性见之于人情好恶，发而为“心意”，可以从人性出发提炼一套基本的社
会价值规范。《大学》的这些观点都说明，它确信存在着共通的人性。这一点对于理解《大学》关于
社会政治治理的观念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大学》在论述“平天下”时提出的“挈矩之道”是以人
性的共通性为基础的。“挈矩之道”的方法论特征是“推己及人”。正如朱子所说，要推己及人，则
“必因其所同”（朱熹：《大学章句》），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建立在交往双方具有共同见解的基础
上，由此才能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对话形成更多、更广泛的道德共识。进言之，《大学》认为人性共
通性的重要内容在于人心好恶有所同。因而“挈矩之道”以关注自然人性的好恶为着力点，即“所恶
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
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传十》）。可以说，没有共同人性为基础，“挈矩之
道”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对于人性共通性的确信也支持着《大学》关于道德修养功夫的论述。这里
仅举关于“诚意”功夫的论述为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
，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传六》）就其
内容本身看，“诚意”、“慎独”说的是“知善”与“行善”的关系，“知善”必须见之于“行善”
，才是真正道德的，只有真正认识到并处理好两者的关联，才能做好道德修养的功夫。“诚意”可以
分两个阶段来理解：“第一阶段的诚意，是意自身念念相续的坚持。第二阶段的诚意，是由念念相续
的坚持以贯彻于行为之上。”就这一功夫能够成立的根据看，问题一方面在于人们如何能确定其“意
”是“善”的，其善意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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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博士论文改写，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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