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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盡的踐履，可以說是道德生命與仁智慧命的體用一如，是中國傳統

文化的菁華，也是型塑二十一世紀人生價值與人性光輝的時代典範，

值得細細品味、切實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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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文探究〈中庸〉哲學體系，並籍以作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反省。

首先對〈中庸〉文本進行各章義告說明，然後將〈中庸〉之作重新歸

類為六項主題，包括 r 中庸修養德目及自評」、「鬼神觀念」、「文武

周公讚辭」、「社會禮制及具體政策」、「本體功夫 」 、「聖人境界」 。其

中「本體功夫」與「聖人境界」則是{中庸〉哲學問題中之主軸，前

四項主題實可將其知識成立根據置於後兩項中 。就「本體功夫」而言

實為〈中庸〉繼〈論、孟〉之後為儒學所建立的本體論哲學體系，由

本體論下貫功夫論而為儒學形上思想的創作。然而此一創作卻是主觀

意志的確斷，故而是一特定的價值立場的思考方式，但是它仍在現實

經驗上有效，故而仍為一普遍永恆的真理系統，只其不得即排點道佛

而宣稱為唯一真理系統。至於「聖人境界」中的大德者必符其位、及

名、祿、壽等命趣的提出 ，應為儒學理想的追求目標，也就應該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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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現實上再予加強，理論上的加強即是強化掌握經驗世界實況的客

觀知識，現實上的加強即是要求儒者應更加努力於自我鍛鍊的功夫，

如此才可達致儒者成聖而世界太平的內聖外王的最高社會理想境界。

【關鍵詞】

中庸﹒哲學體系﹒本體功夫﹒聖人境界﹒

* .J..l- -->
宣、月IJ 吾

{中庸〉是儒學在寮漢之際的代表性理論作品，後經宋明儒學的

創造性詮釋而成為儒家學派對抗道佛形上思想的義理根據。以{中庸}

義涵結合〈論) (孟〉及〈易傳〉而建構諸多宋明儒學體系，此事正

意味著〈中庸〉作品中有著豐富的形上思想。送至當代新儒學的興起，

〈中庸〉的義理詮釋持續推進. ( 中庸〉作品中的形上意味之確實義

涵亦有所爭辯 l 。本文之作，即為針對 〈 中庸 〉 作品中的形上義商進

行探究，企圖為〈中庸〉形上思想的詮釋方式再作研討，以提出(中

庸〉當代詮釋觀的若干新角度，同時亦藉〈中庸〉形上義涵之探究而

推進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進程。

貳、工作方式

本文將首先對於「哲學體系探究」此一研究意旨進行方法論說

明，用以說明本文之研究意圖及界定追求的目標。其次將對〈中庸}

l 參見高柏園教授著{中庸形上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

書中對於中庸形上思想的當代詮釋成果探究甚詳，討論對象包括錢穆、徐復觀 、

勞恩光、唐君毅、牟宗三等當代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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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進行適度的義理疏解及義冒說明，在疏解中將不同文本所呈現的

思想義涵及研究主題予以個別揭露，以作為〈中庸〉哲學體系探究的

材料基礎 。隨後將進行〈中庸〉討論主題之檢討 ，及重要形上命題建

構之方法論評析，企圖為儒學理論建構進程中的〈中庸〉哲學重新定

位，藉以找出儒學自 〈 中庸〉而後是否可能有不同的義理發展線索已

然蘊含在〈中庸〉哲學之內而未為傳統儒學史所重視的，找出這一個

(中庸〉形上思想的詮釋方向，從而可以重新檢視儒學在中國儒釋道

三學義理辯證中的角色定位。

參、「哲學體采探究」研究法的方法論說明

本文將對〈中庸〉進行「哲學體系探究 J • r 哲學體系探究」事實

上是作者對於中國哲學研究所提出的一個工作方法，它是以「功夫理

論與境界哲學為中心的基本哲學問題詮釋法」為中國哲學理論的解釋

體系，藉由「宇宙論、本體論、功夫論、境界論」的四方架構而將各

個中國哲學作品的內部義理予以呈顯以為體系。此一四方架構基本上

是兩組哲學問題，其一為傳統形上學所討論的普遍原理的部分，即其

宇宙論和本體論兩部分，其二為中國哲學特有的關於實踐活動的理

論，即其功夫論與境界論部分。其普遍原理中的宇宙論與本體論知識

部分固然顯現為客觀知識的樣態，但是就其理論成立的途徑來看 ，它

們其實都是功夫活動之後的結果，方法論上說它們是在功夫實踐後的

主體境界之展現而被言說為客觀的普遍原理，理論體系上說它們是作

為功夫活動的知識根據，以及境界成就的理論可能，所以在理論體系

內部的架構中它們是緊緊地與工夫境界哲學結合在一起。若從方法論

上談其證成可能的考量時，則它們可以說根本就是一套功夫境界哲學

的世界觀演譯，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一套功夫實踐活動的要

求，則這一套宇宙本體論是根本沒有存在的需要的，並且，如果沒有

這-套功夫境界哲學的真質實踐，則這一套宇宙本體論也是無法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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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哲學的宇宙本體論，是為著功夫實踐活動的

目的而有的知識建構，同時也因此自身展現為功夫境界哲學的義涵 ，

亦即其宇宙本體論是預設著功夫境界活動的一套「世界觀」亦或「思

考方式 J '是在主體的意志抉擇下的觀解系統 ， 以此系統說明世界 ，

從而使世界被如此認識，從而進行人在世界中的實踐活動 ， 更進而再

回來證實此一觀解知識的經驗確實性 。 所以它是一套訴諸於主觀意志

的價值追求活動的合理化知識說明系統，這一套知識系統基於意志實

踐的經驗而有其真實，當其有此真實的時候，學派中人會將其認知為

整體存在界的客觀現象的真實知識，並且以此一定位層次來進行宇宙

本體論哲學的知識建構，然後再轉回作為功夫境界活動的定然要求的

知識根據。

接下來將說明本文所要討論的哲學主題為何， <中庸 〉 的內容有

論於社會教化的社會政治哲學部分，此即儒家的政治理想，這一套政

治理想自然是落實在社會政治建設上的，觀念的來源是儒者於周文化

政治經驗中由儒者自作的理想化觀念構作而來 ， 是落實在家國天下的

政治經驗的理想化構作，如果進行政治哲學研究的話， (中庸}的政

治哲學觀念是極為豐富的， ( 中庸 〉 政治哲學的觀念建構實亦即儒家

政治哲學的觀念建構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 如果政治哲學指得是落

實在社會政治建設上的理想體制的觀念系統，那麼在政治哲學的觀念

建構之外便還有另一更根本的哲學問題，此即此一理想的合法性問

題，此一問題即涉及人性論問題 、 宇宙論問題 、 本體論問題 、 及功夫

境界哲學問題等等 。

本文乃為〈中庸〉哲學體系探究，自然可以將〈中庸〉政治哲學

的內涵作為〈中庸〉哲學內涵的一部分而予以體系化地匯合，然而本

文以下的探究，仍將針對此一政治理想的哲學可能性部分作討論。 政

治理想之學自可在社會政治事務面向上具體落質 ， 但其理想的理論可

能性就需要進行形上思想的理論建構來予以證成，至於這個證成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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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構本身的合法性問題 ， 那就叉是一個方法論哲學的問題。

不同的社會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哲學體系以為理論上的支持 ， 不同

的哲學體系叉需要進行方法論的反省以思考其理論構作的成立與

否， 哲學活動的可能性應該有共同的標準'因此方法論的考量應該是

各家相同的，思考方法論的問題因此成為理解中國哲學問題的最終問

題， 此時也逼近了作者本人所欲處理的中國哲學詮釋問題的最後層

面 ，即是就儒釋道三學之哲學體系構作的理論檢證之學之研究 ， 此即

中國哲學方法論之研究，此亦即作者本人之哲學活動的理論目標及所

將研究之哲學問題，亦即建立一個可以同時詮釋三教知識的詮釋體

系， 以使三教知識義涵及彼此異同更易了解。當然，在作者的理論工

作目標之外或之上亦仍不妨礙另立不同層次之哲學問題以為作者研

究成果之檢視及評議，然而這已經不是作者目前的工作任務了，本文

之探究亦即止於此一意義的理論工作即可。

肆、《中庸》文本的義局分析

本節進行〈中庸〉全文的義冒分析，企圖將〈中庸〉全書各章節

之討論主題及重要命題予以揭露並特重{中庸〉形上思想的疏理。

所謂形上思想即前文所述之四方架構之「觀解系統」或「思考方式 J ' 

其實質內涵即為展現為宇宙本體論哲學的普遍原理之知識部分，及功

夫境界哲學的實踐知識部分，就義理的明晰化而言 ， 兩者實互為依藉

因而需互用而明。至於傳統西方形上學概念與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宇

宙本體論概念之義涵確定性問題則暫不申明於本文之中 3 。

‘-2 本文所依據之章節即以朱熹〈中庸章句〉為分章，此一工作只是一個階段性之

工作，最後作者將整理出若平〈中庸}文本之討論主題，因此此處所借用之章

節系統實無甚影響本文主要工作之進行，(中庸〉原無章節，亦朱熹「妄以己意」

之所為。
】關於這個問題，作者曾撰文探究 ， 相關觀點請參見拙作{當代宋明儒學研究與

中國形上學問題意識〉台北輔仁大學〈哲學論集}第三十四期，近期出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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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對於〈中庸〉及其它中國哲學作品的哲學體系分析，是要分

析作品中的「觀點主張」背後的「思維脈絡」以及「問題意識 J ， r 觀

點主張」部分即為〈中庸〉文本中之一切所述之觀點，此一作品中之

「觀點主張」在進行理解活動之時實亦有錯解之可能，此一錯解之發

生原因很多，就專業哲學工作者之錯解問題而言，主要仍是背後的詮

釋架構所造成的，但各專業哲學工作者實有其個人的解釋架構，或其

特別願意接受的某位當代哲學家的解釋架構架構有別，則對文本

的理解亦異，架構有誤，則文本理解亦誤，然此事乃決定於個別哲學

工作者的個人洞見，此事之追究，則已是一純粹方法論問題之追究

了。此不多論。

本文之進行亦實己預設作者自己的詮釋架構，而此一詮釋架構則

叉預設了作者的工作意圖，亦即作者所欲追問之根本問題，作者之根

本問題即為中國哲學的儒釋道三學究竟實說了什麼，以及三學之說的

異同辨正問題，因此此一詮釋架構實為一得以評議三學「觀點主張」

的詮釋架構。即在作者的工作中，一方面作者並未將之使用於評議中

外哲學之異同優劣上，另方面作者亦未專以三學中之某一家哲學之特

殊工作方式來作為評議它學的共同工作方式，當然作者所認為的可以

評議三學的這一套詮釋架構是作者自己的理解結果，此一架構自然可

以再度被批評甚而揚棄，但這就叉是另外的問題了。

就「觀點主張」的理解說明部份實亦非本文以下之疏理重點，以

下之疏理重點實落於「思維脈絡 J 及「問題意識」的研議上，透過「思

維脈絡」的掘撥，發現「問題意識」的關鍵，從而掌握〈中庸}思考

方式的方法論特質，這樣的工作意圖才可能在〈中庸〉經過後儒多次

再詮釋的浩瀚義海中發現新線索，從而為{中庸〉的哲學體系獲得新

‘對於中國哲學作品的解釋架構，例如馮友蘭先生有一主客觀唯心唯物之解釋梨
構，牟宗三先生有一道德的形上學的解釋架構，勞思光先生有一心性論中心的
解釋架構，這些都是可以為哲學工作者效習使用的解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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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及提出新問題及新建議 。

〈中庸〉作為儒學的新學，自有其繼承與創造的兩面，其繼承的

面向應即為在孔子〈論語〉中之政治理想、及君子修養、及聖人境界

之諸種觀點之中，亦應在〈孟子〉中之修養哲學及人性理論及社會理

想之學中 5 。就其有所創新的部份即為形構〈中庸〉哲學體系的寶貴

材料，此一部份將為以下討論所強調，其中主要即是 〈中庸〉所提出

的「本體功夫」及關於「聖人境界」的若平新義者。

對於〈中庸〉作品之材料真偽及成書年代及作者問題，本文採取

以下態度: (中庸〉全書之材料在兩漢以後即己治用迄今，後雖經朱

熹重新編排章次，但至少在兩漢以後〈中庸〉即以如令之材料作為儒

學義理的一部分本文研究此一作品中之儒學思想的義理形態及成

立可能，不論作者是誰、形成於何時、及材料之先後， (中庸〉義理

系統始終都是儒家思想陣營裹的重要環節， (中庸〉是提出了一套「思

考方式 J '後人將之詮釋為各種型態的形上體系，作者的工作亦是要

對於此一「思考方式」所可能展現的形上體系重新詮釋，這是「哲學

3 作者主張〈中庸}與{論、孟〉思想真有一致性叉有新發展，此觀點亦見於傅

佩榮教授之論述: r (中庸}的主冒在於闡明人性的本質 ，亦即人性與天道相通

的理論根據。因此，它在古代儒家典籍中可以算是最具哲學性的作品。就其主

張天人合一的可能性而言， (中庸〉並未偏離傳統儒家的立場，亦即強調人的道

德修行。人必須透過道德修行才能在自己的本性中，見出天人合一的潛能。換

句話說，此書的主要關懷是人之道，而這種人之道叉預設了天人互通性。 j (儒

道天論發微}傅佩榮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五年初版，頁一九三。

‘參見高柏園教授之觀點: r 吾人若更由思想史之發展而言，亦可看出{中庸〉思

想質與孔孟思想一脈相承，而與道家重形上學之傾向相應，此顯有繼承孔孟以

回應老莊思想挑戰之傾向。即據此義，本文認為〈中庸}極可能是子思及其門

人的共同作品，其書不必成於一人，而最早應在孟子之後，漢初之前即已成書。

吾人今日所見之〈中庸}即漢儒根據〈中庸〉資料所整編而成。 j (中庸形上

思想〉高柏圍著，台灣東大圖書出版，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頁三一至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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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研究法」的工作態度，這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問題意識。 7

以下即將進行之。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央維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成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

見乎隱，其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遠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以下分三部分作分析，第一部分 r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 J r 天命之謂性」

的命題，發表了天與人間的關係理論，以天命為人性，建立了一個有

天道觀的人性理論。以天道為人性的內涵，這本來可以是一個中性的

客觀的命題，可以為各家學派所共同使用的說法，然而在儒學的理論

脈絡中而言，天命的內容義已定，這就使得此說完全收攝在儒學的領

域中了，儒學的天命觀始終仍是以道德意識為內涵。這種以德性意義

與目的來界說天地之本體真實的學說，在孟子時已表述出現，不論{中

庸〉、〈孟子〉熟前熟後，這是一個合理的儒學義理推演之結果，由孔

子所言之內在感通義的仁，推到〈中庸) <孟子〉所言之普遍理序義

的天道之仁，因此此說之要義乃在於:加強聯繫孔子言仁之在人與在

r 哲學觀念研究法」及「思想史研究法」的概念都是作者討論中國哲學方法論

所使用的名詞，前者指涉重視哲學體系之建構及重視哲學命題之真理性證立的

理論推演的研究方法，實即作者所提出之「以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為中心的宇

宙本體功夫境界四方架構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 J' 後者即重視哲學觀念的歷史

背境及其影響的研究方法，兩者問題意識不間，工作方式即不同。「哲學觀念研

究法」參見拙著{反者道之動〉臺北鴻泰出版社 1995年07月初版， (北京華文出
版社 1997年4月初版); r 思想史研究法」參見拙著<中國禪宗通史的方法論評
析>該文收錄於{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專書中，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9年08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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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關係。

人有性，孟去善，性有天之合義以為支柱，故此性必然在人之仁

心的感通中先在心中已有，故可言此性在天，性是來自那天之所予我

者，率此性而行才是生命的主冒，是居仁由義的坦坦大道， r 修道之

謂教」的道為性義之道本體之道，此道以性善之義早在人心之中，居

之行之皆應準此，豈可有絲毫之懈怠。故「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

也。」。

第二部分 r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本文是對道德性落實在道德心

之活動時之形式要求，主張此一活動形式必須是持續不己的剛健形

態，因此不論隱微，皆應行之，故應慎獨。雖然性為天予，然所予之

內容為應然，既為應然就應使之為實然，應然之內容即展現為強大的

道德目的之動力，故秉此天道者，應時時為道，知此天命者，應時時

為命，使其為社會教化的實在。其性其命其道其教，都是應然的道德

要求，因此，儒家理論之言天以為道德心之助證者，與其說是加強理

論的效力，不如說是加強要求的強力。

第三部分 r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中的內容早已規定，是道德秩序為標準的中，故以情言

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可言中，此時之情亦早已管束在道德秩序心靈的

要求下了，故未發仍中，否則以苟子言，其性為惡，發則為亂。今未

發之中可為大本，已發之和可為達道，可知此中和之致之功夫早在道

德性的心志中遭受約制，否則，豈有此一效用。至於位育天地萬物的

效用，是由儒家的道德性心靈看出的，如果是一位道家的學者，針對

儒家治理之後的天下，仍有不同的感受的，意~p ..儒學的社會秩序之

判準必由儒學的功夫眼光及天道理論以為支柱，即以為方法論的基

礎，才能得出同樣的觀察結論出來。

本章之主題是修道的功夫哲學。第一個重點是本體論下貫功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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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思維，修道之道是從天命到人性的本體，本體即是天地萬物共

同的終極存在意義，或稱為實相，這是《中庸}言說天道性命相貫通

的本體論哲學，也可以說是〈中庸〉建立了人性與天道是一致貫通的

思考方式，因此在〈中庸 〉 中所主張的功夫活動被認為是從人性的本

性上通天道的本體的天人合一之道，所以這個在人類生活世界中實踐

的理想就不只是個人性的目的而是一個天道的目標，我們說 〈 中庸)

建立了儒家哲學的本體論思考者即是此義。第二個重點是對於這種功

夫哲學活動特質的理論建構，認為它必須是一個不間斷不止息的獨立

的進程，這是一個有目的性的本體論哲學，對於存有者必須彰顯其目

的下的定然要求，要求其必須於日常生活踐履中時刻實踐，而呈顯於

社會教化的現實理想、 中 。 第三個重點是談論這種不間斷的功夫實踐活

動如何從主體的管理到社會天下的管理的推進方式。 〈 中庸 〉 在這裡

主張的是從人情的管理到社會理想的達致其實就是同一件事情，因此

個人的修養即在社會教化的推進 ， 個人修養的完成，就是社會理想的

完成，此說中己預視了儒家聖人境界的內涵，此義於後文中即將開展。

就上述三段重點而言 ，其實就是說從事個人修養的活動，就是促

進社會理想的實踐，也正是符合天道目的的事件 。這種理論建構的形

態就是從本體論、到功夫論、到社會政治哲學的同構的工作方式，這

樣的工作方式是哲學體系建構的逐步完成之事，這樣的建構也正是整

套思考方式的建構，這一套思考方式的建構本身當然有方法論上的問

題 ， 方法論的問題是體系內部各部分哲學問題如何可以貫串一氣的問

題，這個問題可以訴諸人類思維就是這樣思維的質況來回答，或者只

說是中國哲學家特有的思考方式，人們可以不接受這一套思維所主張

的理想，但是對於這一套思維方式的架構卻是無需推卻，如要推倒，

那就要另建架構，亦或根本不承認價值目的可以如此建構，而這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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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激烈的價值哲學是否需有形上體系的辯論問題且，而這就是中國

哲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此暫不多論。

對於以這個思考方式作為價值理想的理論建構而言，還有一個更

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整套理想的終極性目的的確立問題。理想的終極

性問題就更難處理了， ( 中庸 〉 在繼承了儒家理想的前提下進行了理

論的建構，這一套理論的建構的實況是把原來的理想的現世意義擴充

至天道意義及人道意義。然而，理論的建構並不是現實經驗的增加，

而是對於現實經驗的解釋面向的擴充，擴充至於人性論及天道本體論

及功夫論哲學等等面向，亦即對於原來的社會政治理想予以合理化說

明，合理化說明的工作方式即是將之拓展至天道與人事的共同理想

上。將一個本來是社會行為的理想言說成整體天地萬物的共同理想是

一個思想力的擴充，但是卻仍然不是這個理想本身的事實性的擴充，

所以如何確定此一理想即是天道之理想仍是關鍵問題，對於這個確定

性的問題而言，解決之道就是再度訴諸經驗，亦即是在實踐中證成其

言說於天道的目的者是確實可以在人身的實踐中被確定，以及其社會

理想的內涵是確實可以在個人的實踐中被達成，此一天道義涵與社會

理想的確定與達成如果獲得，即是對於此一 「思考方式」之內涵的實

證，於是儒者儘可再度構作在理論的關照面上更為強大的哲學體系，

從而使得其實踐經驗與理論世界共構發展，形成一套無法從內部破壞

的觀念實踐系統 。

但是這樣就解決了儒者的社會理想就是人類社會的普遍永恆的

真理的問題了嗎?此事留待後文「中庸重要形上命題之方法論評析」

中再予處理 。

-8 關於這個問題， 勞思光教授即主張形上思想的建構反而是儒學的退步。參見拙

文<對勞思光先生宋明儒學詮釋體系的方法論探究> (第20次中國學國際學術

大會) ( 主題:東亞細亞的價值學與中國學 )( 韓國中國學會主辦) 2000年8月 25

至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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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峙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悍也。

本章談「功夫修養哲學 J '對於儒家實踐功夫是「個人生活與社

會生活的和諧一致之道」的強調，至於何謂和諧「時中 J '這自然是

回復到儒家家國天下的理想內涵中去認定了。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本章僅是 r I嘆辭 J 0 r 中庸」的奧義為何?二、三兩章皆未明說

然〈中庸〉之義當仍在孔孟之間，庸者用也，庸者平常也，儒家所要

求的那個德性的生活原則，當其賈注在君子人格的生活中時，必然是

在日用常行中展現的，故隱微之間皆需行之，所以「中庸」之名，是

取其德性生活必以德性心為主，而在日用常行中實踐的意義而定的，

中字之義當仍為以德性心為義。一如致中和義下之中者。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如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

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高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失。味也。

9 關於‘中庸，之名義在本文中之使用有區分為專用概念的「中庸」及著作書名

意義的{中庸) ，談作為修養德目的概念意義時即以「中庸」稱之，談著作本身
及哲學體系時即以〈中庸}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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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感嘆「中庸」理想之難以達致，皆在過與不及，過與不及即

非「中庸 J '如果儒者也無人能及，那麼「中庸」理想本身就是錯誤

的，如果有儒家聖人可以達致，那麼這個理想就已被實證'接下來的

問題就只是其他的士君子自己應該加強努力的現實問題了。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本章也是「嘆辭 J '並非要建立普遍命題。第三、四、五這三章

是談實踐的困難，強調儒家社會理想的不易實現，但是不易實現並非

不能實現，只對其不易實現的現象提出感嘆，感嘆而後勉勵，務由君

子之戮力而使之實現。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繭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氏，其斯以為舜乎!

本章談大舜確可實現「中庸」的理想及其實踐方式，舜的智慧在

其能夠用「中 J '以「好察爾言，隱惡揚善」為用「中」之實例。兩

端之中並不是鄉愿之中，否則必非儒家本意，故而此「中」仍為以德

性心為判準之後，所下的行動方針，因其合德，合德者中，中為此義

也。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于知;驅而納諸苦攬陷阱之中，而其之長口辟也。

人皆曰于失口，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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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依然是對「中庸」境界的難以達致的感嘆之語，真正的智慧

是要能堅守道德理性，永恆地居仁由義，道不可離者才是。

第八章

子曰:田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

本章讚嘆顏回能夠擇乎「中庸」的德行，真體例證是「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擇於德性理智 ，知所當行之方向，而沛然

浩然無可遇止地作去，這是標準的儒家君子型態。

第九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路也，中庸不可

能也。

本章依然是慨嘆「中庸」境界的難以達致。只有完整的智仁勇合

一之人才能完成「中庸」的志業，不是一時衝動可以做到的，那些人

間耀眼難能之事，從第一義的人性標的看來，都不足為道 。

第十章

子路時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

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社金革，死而不獻，

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

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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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兩種強者的型態共同稱說「中庸」境界的修養方式，具體

內容是「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

至死不變。」 。

第十一章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

唯聖者能之。

本章述說「中庸」的修養德目. r 君子依乎中庸，遮世不見，知

而不悔。」德性的光輝遠大，但德性的行為卻不以光彩奪人，人或不

知者乃常有之事，惟務光彩者曰「索隱行怪 J ·斥其未以德性為宗也。

「中庸」之道本應為君子之本務，有人半途而廢，其心不堅也，非道

不行也，行道者. r ~塵世不見，知而不悔。」此為聖者。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廢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商，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幟。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 r 鶯飛反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

本章對於「中庸」境界之偉大與難成進行讚嘆，並無特別具體的

操作方式的知識提供。最重要的就是對於「中庸」的社會理想的範域

的說明，是從家庭夫婦之間以至整個社會甚至是自然世界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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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子曰: r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 r 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目兒而視之，猶以為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

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糙，隨扇。

本章重述「中庸」之道在君子的日常行為中之不可須與離之要

求，也重述「中庸」之道是一合內外之道，所以是要實踐於父子君臣

兄弟朋友之間的。德性的活動是在人與人問執行的，以為離群索居的

修行是違道的。君子之道四，皆指向人際關係，德性的活動表現在人

際之間，也完成在人文化成之間，最終的境界是天地萬物的位育之滿

足。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

人行險以徵幸。子曰 r 射有似乎君子，失者正峙，反求言者其

身。」

本章述說達致「中庸」境界的君子的生活是一個自由自在的生

活， r 素其位而行 J r 無入而不自得 J r 居易以俟命」。這是任何價值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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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實踐已達致最高境界時的必然現象。因為主體的修養已與外在世

界的終極意義達成一致和諧的關係，外在世界是宇宙論知識的客觀顯

現，主體即滿足在主體自己所認知的外在世界的合於目的性的秩序

中，儒者以德性為世界存在的目的，因此富貴、貧賤、夷夏諸事並非

其所關切之事件，亦非決定其實踐的條件，只要合於道德理性，富貴、

貧賤、夷夏都是可以展現道德理想的環境狀態，都可以「無入而不自

得」。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遍，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 r 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繭妻帶。」

子曰 r 父母其 }I嗔已乎! J 

本章述說「中庸」之實踐的篤實之道。一步一步從家庭日常生活

中實踐開來，不必好高驚遠，家不治未有國之可治，此人心不誠之所

示。故而先言於父母之孝、夫妻之合、兄弟之和，如此才有成為治國

之君子之可能。

第十六章

子曰: r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J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閣，

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者手把: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 r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好|可

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排如此夫!

本章談論「鬼神」的特質，這是宇宙論哲學中的問題，鬼神作為

宇宙中的存有者，當然會與人類的生活世界發生關係'儒學自孔子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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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未否定鬼神之存在，只是也沒有明確界定鬼神的特質為何，更重要

的是鬼神的存在與人類的價值生活的關係的界定，此一關係在孔子的

思想襄是很淡泊的， (中庸〉 此處僅為一提 ，實亦未有過度之強調，

至於對於鬼神存有者的知識界定，實仍為一般常識性界定。這樣一來

就對於哲學體系的建構問題未能有重大的作用效果。其他相關的討論

留待後丈「中庸討論主題之檢討」時再進行。

第十七章

子曰: r 舜其大孝也與 !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符其

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之，

傾者覆之。詩曰 r 嘉樂君子，蔥蔥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夭。保佑命之，白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本章言「境界哲學 J '對於實踐了儒家理想的聖人的生命世界建

立了一個「德福一致」的強勢命題。這一個命題的成立，必須要有宇

宙論知識的清晰以及本體論觀念的確定以為基礎，因為這是一個關於

人類生命世界的知識性問題，其位、其祿、其名、其壽、其受命都是

真質確實的經驗世界中的事件，所以能夠如此，則背後支撐的知識性

命題必須十分確實，此即作者認為〈中庸〉形上思想中得有突破於前

儒詮釋的重要內涵。

此說含著極強烈的「德福一致」的觀點，如果德性行為是「夭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的話，那麼「德福一致」的理論似乎並不需要，

不過如果把此說轉成因「天」的要求而給予者，即以「天」為有意志

之保民者，則「德福一致」其實仍為道德性行為的目的所合者，是「芙」

的要求，而非人的要求，然而此時就需面對這樣的一個有意志表示丑

行動能力的「天」之存有者，從〈中庸〉的「至誠無息」之形上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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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致中和」之功夫論命題，都不能引申及證立有此「意志天」

之說 1 0 因此理論的可能就必須訴諸「天道」的理性秩序本身，是「天

道」的理性秩序在宇宙現實中的必然落實，也就是說，在聖人追求社

會理想的完成的時候， r 位 、 祿、名、壽、命」都是此一理想實現之

時的同時併現的作用效果，此一效果作為儒學理論的蘊涵命題必須是

合理的，否則「天道」的理性秩序就會被命限的現實經驗給破壞了，

這個破壞的力量則叉是一個「宇宙力量」的作用，於是便形成了天道

秩序之外的「宇宙力量 J '如此即有理論不一致的效果。 此事將在後

艾「中庸重要形上命題建構之方法論評析」文中再作討論。

第十八章

子曰 r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縛，壹戒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 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玉、

王季、文王，上把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

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喪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喪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

連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本章談文、武、周公的「大德受命」事業以及「喪葬」的社會禮

制問題，文、武、周公的「大德受命」問題同於前章，即是「聖人境

界」的問題。「喪葬 」的社會禮制問題則引申於儒學整體，是藉一個

10 參見傅佩榮教授言: r (中庸〉中的「天」究竟何所指?這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中

庸」是否接受古代的信念，以「天」為具有意志，關懷人世、並主宰人間事務

的終極上帝?答案並不明確。事質上，在{易傳〉與{中庸〉二書中， r 天」的

主宰性與人格性都不是受到強調的要點。 J ( (儒道天論發微〉傅佩榮著 ，台灣

學生書局出版，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版，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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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制的建立以彰顯仁德的感通，讓仁德感通的作用落實在喪祭之禮

中。

第十九章

子曰 r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J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萬

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址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把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神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本章前一段言於武王、周公之文應為前章之文義之延續，言於武

王、周公之能繼承先人治國事業實真大孝者也。本章後段言〈春秋)

以降乃對禮制意義的申明，即對儒家社會理想事業進行深入人性修養

及天道目的的理論實串。

第二十章

哀公問政。子曰: r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斯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斯事視，不可以不知人;新

知人，不可以不知夭。天下之連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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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于日

「好學近乎知，利行近乎仁，失曰: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如

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如所

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

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貝11 諸父昆弟

不怨;近大臣，則不眩;體群臣，貝11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性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境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

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動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性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

圈，治高L持危，朝聘以峙，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言前定，則不蛤;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

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

不信乎朋友矣. }1頃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1頃乎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悶，問之弗如，弗

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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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千之。呆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本章分兩部分討論，第一部分言為政之道，為政之事實為君臣相

待及政府對待民眾之事，所以是回到了以修養處事的問題上，修養乃

以仁義為行。文中提到「在下位需獲乎上 J '這是傳統政治體制下的

修養德目，是一個有上下位階觀念的社會體制的政治理想之實現時的

德目，因而功夫亦是做在修身上，而修身則叉與事親 、 知人、知天之

事結合在一起了。至於治國則有九事 ，此九事亦皆實為社會關係的正

確對待方式原理 ， 所以行之者一也。

第二部分對「在下位獲乎上」之事再度提出由內而外的誠身之

道，自此轉出〈中庸〉言誠的整套思考，這即是天道、人道相貫通的

一套修養論哲學，也可以是說以誠的義涵為終極意義的本體功夫之

學。

第二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識，謂之教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本章即以誠為終極實相的「本體功夫」。文中建立道德實踐的知

德一致之原理，德即知，知即德 ， 兩個面向的活動必須有一致性的意

義與地位，一為由德性心以展現通達的智慧， 一為由理知的教化以嶄

向德性心，德與智為一，故誠明一 。

第二二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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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亦「本體功夫」之學，將人性以誠為極篤則可與天地參，此

即天地萬物與人皆以誠為終極實相之本體論哲學，加上以誠為功夫嶄

向的功夫哲學之一貫思路。誠是天道是地道，也是人道之所應循者，

因此，整個天地問本已以此誠之為道者在進行其日月遞焰，因而能四

時行、百物生、且人文化成者，是以惟其至誠能盡其性，此至誠，是

天地人之整個存在界皆至誠，故而盡其性之可能性亦遍在。順此以

下，層層規定盡人之性 、 與盡物之性、與參贊天地化育之根本性意義。

第二三章

其次致齒。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本章亦同前。致此至誠才能盡性，這是從活動的方向上作本質的

意義規定，然而活動的進行，即此至誠之致，是在有情境的行動中發

生與開展的，故而從當下這個有曲的情境中作開來，有曲的情境可以

是孝、是愛、是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當下事件，而且仍以誠之原理進行，

一為道德性為本， 一為持續性為用，則形、著、明、動、變、化之諸

事即逐一展開達致而已。

第二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豆。善，必先知之;不善﹒

必先知之。

本章為「境界哲學 J '由至誠之修養至於極致之後之聖人境界是

413 



「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個可以「前知」的超能者。「前知」能力乃是在一個存在範域內之

經驗能力，本來在這個範域內之所有事件存有者不必定能夠知曉的，

但是這個存在範域是以誠為其終極實相的，因此當存有者自身的誠的

意志貫徹至極之後，則存在世界的各種事項即皆收攝進入他的身心知

能範疇之內，這樣的知識能力的要求實為功夫境界哲學中的追求目

標，故而是一個已經實際在生活中使用著的思考方式，但是這一部分

的知能在儒學形上思想的建構中卻未予特別強調，這需是一個基於形

上知識而賦予功夫鍛鍊的可能性建構，這一個形上知識的重點是宇宙

論的知識，是對於宇宙論的經驗知識的清析而得到的對現象世界事務

變化的準確掌握，是一套從個人身心到國家大事到占靈活動皆能一貫

感通的宇宙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此一知識體系的建構當亦涉及在身心

鍛鍊功夫上的操作性知識，儒學的社會理想如能在此多用心力必能有

更大的理論效力及社會能力。至於這樣的知識的成立的可能性為何，

此待後艾「中庸重要形上命題建構之方法論評析」討論時再一併處理。

第二五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

故君子識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本章亦是以誠為實相的 r -本體功夫」之學，由存有者之誠身功夫

而達致社會事務合於理想地運作的目標。誠之為道，是由道德性內涵

來說此天地人間之律動運作原理，由於此一內涵以誠之德性義為本，

故而必是由內而發由己而成，故誠者自成、道者自道。此外，這個誠

的秩序性內涵，對於天地萬物而言 ，也有範式作用，意即指出天地萬

物也是在這個原理中的規定項，故而天地萬物本身也以此一誠的原理

在作著生發運行的活動，是故不誠無物，此時之誠，乃以持續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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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說者。〈中庸〉之誠兼此二義，故而君子以兼此二義之誠對己對物，

故而內外之道皆以之為主，以德性義的誠與持續義的誠對待天地萬

物，故而永遠有其真實效用，也永為正道。

第二六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

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誠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遇。如此者，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

不貳，貝Ij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

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

重，振河海而不 i曳，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

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句之多，及

其不測，龜是妓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 r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 r 天之所以為天也。 J r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 J 蓋曰 r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J 

本章仍是「誠」為實相的「本體功夫」。本章專論天地之道，天

地之道也以一種持續不間斷的原理在運行著，名曰: r 至誠無息 J '此

義有二，一為道德性的至誠原理， 一為運動性的不間斷原理，前者是

本體論的真實本體，後者是宇宙論的動力原理，兩者配合，成就了這

個世界的如此真實之一切事項。此外，本文叉將聖人之德與此天地之

道合一，言其「純亦不已 J ' 一為言其以德為真實品格之純粹至德，

毫不假欺， 二為言其德之實踐力亦持繼不斷， 一從本質言， 一從動力

霄，都將天地之道與聖人之道組合在此一至誠無息的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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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 d造極于夭。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符其人而後行。故曰 r 茍不至德，至道

不凝焉。」故君子尊德行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徵'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斬，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騎，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r 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本章談「聖人的境界 J '對於聖人之真可以實現儒家社會理想賦

予必然性，然而聖人當亦需在己身之修養中確實達致， r 苟不至德，

至道不凝焉」。

第二八章

子曰 r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

「吾說夏禮，把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本章談「社會禮制 J '然亦論及聖人「德位一致」之要求，有此

一致方可行其禮制，然此一要求必可達成，否則禮制即無從實現，就

此一要求之必可達成而言，亦即顯示中庸對「聖人境界」的強勢主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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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其是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悴，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

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

近之則不厭。詩曰 r 在往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 7j(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本章談「聖人境界 J '聖人本諸身、徵諸民、考三王、建天地、

質鬼神、俟百世聖人，知天亦知人。此章將聖人必可治世、必為天下

法的境界充分展示，對於聖人境界的要求己臻致完美之境，然此亦一

儒學理論建構的理想型態之達成 。

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峙，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悴，小德川流，大捷、敦化，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

本章亦「境界哲學 J '言聖人廣知因而有大德，此亦效習於天道

而得者。

第三一章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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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欲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 i專博淵泉，而時出之。海博如天，淵泉如

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施及巒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 J 

本章亦「境界哲學 J '由境界的達致而完成社會的理想，並強調

此即「配天」之事業，即意味其正為天道之展現 。

第三二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宵。夫焉有所倚，脆脆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夭。茍不固

聰明聖知連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本章言「聖人境界」。亦強調聖人境界正是天德的展現，此皆為

以天道為人事的目的，人道的成就就是天道的落實。三一、三二兩章

則是將天道的目的交由聖人的境界來彰顯，彰顯之而落實於社會理想

之中，是故〈中庸〉言天人一貫之思考方式 ，即是將個人修養與天道

目的與社會理想貫通一致於本體功夫之中，從而展現於聖人境界之上

11 故〈中庸〉之「本體功夫」與「聖人境界」質亦同構於一「哲學

體系」之中。

第三三章

11 此義男參見傅佩榮教授言: r 天對人的種種啟示，也要透過聖人的合作才能大自

於世。 J ( (儒道天論發微〉傅佩榮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一九八五年十月初
版，頁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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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曰 r 衣錦尚柄，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 r 相在爾室，尚不

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 r 奏假其是言，

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跌餓。詩曰: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

「于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 r 聲色之於以化氏，末也。」

詩云: r 捷、轎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本章亦全是「境界哲學」。

伍、中庸討論主題之檢討

經由前文之〈中庸〉文本疏理，我們對於〈中庸〉各章義旨將提

出若干重點主題的建議。對於〈中庸〉篇章從其「問題意識」的本身

歸納出若平「主題 J '如此則可使〈中庸〉文義更加顯明，而其中重

要的哲學命題創作亦將更易於了解。

在討論〈中庸〉全書重要主題之前，我們還要先處理兩個問題，

首先是「中庸」之名義以及儒學之理想的概念結合問題， r 中庸」之

概念固然在 〈中庸〉之作品中出現多次，可以說「中庸」之為一德目

是〈中庸〉作品為儒家哲學強調的修養德目，但是〈中庸〉作品中亦

仍有其它德目之強調，所以〈中庸〉作品中的所有修養德目實在是〈中

庸〉作品中之共同德目，而非僅「中庸」概念所指之此一德目而已。

所以不論文本中是否皆以「中庸」概念談論，所有談論到的德目皆應

為「中庸」之德目，或說是通於「中庸」德目之德目，或說是可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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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庸〉德目下之德目，既然〈中庸〉作品以「中庸」概念說儒家

理想，則〈中庸〉作品中之所有德目則應皆為儒家之德目。

其次是〈中庸) r 聖人境界」觀念的經驗知識來源的問題， <中庸}

作品中談及聖人君子境界者多矣，我們都可以說這些觀念都是〈中庸}

作品站在儒學基本立場而作的理論的創作，文本中的境界展現實在是

預設著儒學自周孔以降的周文理想的再發展，是基於理想周文化的政

治建設的結果而作的聖人境界的觀念展演，展演之使之明確化且擴大

意義以致即聖人境界即天道目的，這便是哲學理論的創作，但是它的

經驗知識的基礎卻仍是周文化的政治理想，也是由孔子以降的儒學知

識建構發展中的系列，並非憑空而降，言無所據的。此一觀點的提出，

即是為著〈中庸〉文本中諸多境界哲學主題的思路確立其知識繼承的

根據，以為其作為〈中庸〉重要知識創作項目作歸納。

以下我們將〈中庸〉作品中的重要主題歸納整理為以下數項: r 中

庸修養德目及自評」、「鬼神觀念」、「文武周公讚辭」、「社會禮制及具

體政策」、「本體功夫」、「聖人境界」。此處之分類固以「問題意識」

為主，如第五、六項，但仍保留以「材料之相近」者作分類之方式，

如第一、二、三、四諸項，以下分說之。

l 、「中庸修養德目及自評」即為文本中第二章至第十五章之所

可言 。
E司

2 、「鬼神觀念」即十六章之艾。

3 、「文武周公讚辭」即十八章前段及十九章前段。

4 、「社會禮制及其體政策」即十八章後段、十九章之後段、二

十章之前段、及二十八章。

5 、「本體功夫」即第一章、及二十章之後段部分、和二十一章

至二十六章。

6 、「聖人境界」即十七章及二十七章及二十九章至三十三章。

在以上的主題重定中，第一部分的「中庸修養德目」實為第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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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本體功夫」的具體落實，其理論根據處仍在「本體功夫」部分。

至於第一部分的「中庸德目之自評」部份實只為〈中庸〉作者之個人

嘆辭，或有勉人力行之用意，其理論上的知識意義卻不甚重要。

第二部份「鬼神觀念」的討論篇幅不多，而在「聖人境界」的知

識內涵中實已有聖人之「質諸鬼神」之項目，鬼神之存在或為一宇宙

論知識中之現實，但是聖人的修養境界仍是天道價值的落實點，因此

鬼神之存在與活動的價值意義仍應收攝於聖人活動中討論之定位

之。亦即鬼神並不比聖人的境界對現實社會有更大的影響力量，在儒

家世界觀中，它們不過是聖人事業裹的一個部分，一個印證聖人位育

天地的被動角色。關於(中庸〉對鬼神的談論，楊祖漢教授曾謂: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又不語怪力亂神，對於鬼神，是存而不

論的，這樣，可使人的精神回向自己，肯定主體性，擺脫古代

的迷信鬼神的觀念，這是中國人文精神的進一步的顯現。生主」

子並沒有直接否定鬼神之存在。而且說 r 祭如在，學神如神

在 J '認為在人祭紀時，是要把鬼神當作真正存在那樣的態度

來面對，在祭把者的誠摯之心中，當然希望所祭的對象是存在

的。在這種情況底下，吾人亦不必反對鬼神之為實在。當然在

第 4巳者以至誠祭其先祖時，心中所願鬼神之為有，與承認鬼神

之為客觀地實在的，意義並不一樣。可以說，哥哥耗時所肯定為

有之鬼神，是與祭者的誠心一體呈現的，其實那只是人的誠心

的不已求成格一切的肯定。離開了人的誠心，便無有所謂鬼

益。即這是祭本巳者希望被祭者仍然存在的一種誠心的肯定，且

不是一般的迷信鬼神存在的想法，這是中庸後文所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現在中庸言鬼神，盛言鬼神之穗，

亦是在上述的誠敬的心情的要求下說的，並不是肯定鬼神為客

觀的實在(當然亦不是說鬼神一定不存在) ，這是就仁心體之不

已，遍及一切，對幽冥亦要求能有所通而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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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這章說鬼神之靈無所不在，是不可遮掩的，這種思想

顯然有漢儒思想。但若能了解，中庸之言鬼神之德是以內心之

誠作底據的，便不會有這種誤會。中庸對鬼神的說法，只是孔

子的「祭神如神在」的說法的進一步表示而已。

又有人以為這章及十七、十八、十九各章，和中庸的本文無闕，

是由禮家所雜入的。但若據前述，中庸是由內心之誠以言鬼神

之功用，籍鬼神之功用以顯誠之不可掩，則可如此章思想亦不

是與中庸本文無閥的。至誠者之心無有不及，走過於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的，若一定不讓人說通於鬼神，則仁心為有限，便不

是體物不遺的本體宇宙論意義的本體了。 1 2

由前文見出，楊教授對於鬼神的角色定位之所言實極為曲折，鬼

神非真實存在，只是人心的想願，但是叉不能說一定不存在，並且也

必須在道德實踐中通於鬼神。作者的觀點則是，鬼神是一個在{論

語} , (孟子〉 、 〈中庸〉三部著作中都沒有給以清楚界定的概念 ，但是

並未將之排除在存在界的實有此物的認知上，只其未有對於人存有者

的道德實踐活動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它作為宇宙世界中的一個存有者

類別，就必須在聖人的施政質踐中被收攝，聖人必須有所感通於鬼

神，無論是質諸鬼神亦或是為鬼神所鑑證'鬼神都只是聖人道德活動

下的存有者對象，只是一個天地萬物之一而已。

但是這樣的理解是僅就儒家哲學體系在〈論語〉、{孟子) , (中庸}

三書中的鬼神定位，當然這也就是宋明諸儒的基本定位，但這就不是

漢儒的鬼神觀，也不是道、佛兩教的鬼神觀，至於從科學知識的角度

上來看鬼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此則非本論文所關切之事，本文所關

切的是儒家的思考方式中的鬼神觀念為何，則如上述，至於就中國哲

12 參見{中庸義理疏解〉楊祖漢著，台北鵲湖叢

三至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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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而言 ，道、佛兩教則有明確的對於鬼神的知識上的說明，並且鬼

神在其理論體系中的角色扮演實更為重要。儒者未見有明確否定鬼神

存在的言說，但是卻使用各種曲折的方式轉化鬼神概念的義涵亦或弱

化鬼神概念在體系中的作用力量 ， 至於鬼神之是否真為存在世界中的

實存的存有者，此事則已為儒者所忽略，因此儒學體系實亦得由其面

對鬼神的態度，而理解其確實為一認定道德意識的主觀意志所構作的

思考方式，以主體的價值來對待經驗，對於客觀世界的真相為何的問

題未有足夠的研究。

第三部分「丈武周公讚辭」是對具體呈現於人世間的聖人形象的

描寫以及規範'藉描寫以為規範而定出要求性標準'描寫實以規範為

重點，實亦為儒家聖人境界觀的知識建構之項目，其義理的根據仍在

「聖人境界」哲學之中。

第四部份的「社會禮制及具體政策」實為儒家社會理想的討論，

觀念的重點都在將社會理想的實現付託於個人修養的功夫，可謂個人

修養功夫的完成方有社會理想的完成，而所謂個人修養功夫亦實需在

社會理想的實踐上落實 。所以社會理想的實踐方式仍在個人修養，而

個人修養的方向貞定叉是在 r -本體功夫」 的理論建構中，因此「本體

功夫」仍是「社會禮制及真體政策」的觀念成立根據。

第五部分討論「本體功夫」諸文實為〈中庸〉最主要的理論創作，

亦為向來在儒學史研究中最有繼承發展的理論部分，所謂「中庸形上

思想」的文本依據即在此處，對於〈中庸 〉形上思想的內涵在當代研

究中討論甚多，然而對於這種思想方式的方法論意義卻仍有爭議，高

怕園教授曾言:

{中庸〉如何由道德實踐的規範， i~函攝此天地萬物之存在，進

而具有不誠無物的形上學意 1 ?開此，吾人先得唷定〈中庸〉

形上思想實乃以實踐為其動力，因此， -切的存在乃是就其為

吾人道德實踐之可能，而付予其存在之意義，亦即，一切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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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由價值意義決定其存在意義。果此，則吾人的道德規範即成

為世界真實存在之判準'也因此將存在意義收攝在道德世界

中。換言之，在道德實踐中，根本是直接由道德價值的角度來

決定對象的存在意義，此中初無實然與應然之分。因此，根本

就沒有是否混淆實然與應然世界的問題，也沒有如何溝通兩者

的困難。事實上，實然世界的提出實為後起的，是吾人自覺地

以某種客觀態度面對世界而後有者，並非是最根本的。

這襄似乎逼顯出〈中庸〉的學問性格，即:它是實踐的學間，

也是生命的學悶，它並不是嚴格的外延真理所形構的知識，而

毋寧是一種對世界及生命的終極態度之表明，尤其是一種道德

理想主義的態度。 1 3

作者提出「思考方式」這個概念就是站在與前文相同的立場上，

並不是說〈中庸〉所建立的形上系統並非真理系統，而是說這一套真

理系統是一套主觀的「思考方式 J '如此即無需進行三教辯論，而可

以各自保留自己作為一套「世界觀思考方式」的知識意義。而中國哲

學中的儒釋道三學實皆擁有此一相同之理論性格，各家有各家的本

體，因此有各家的本體功夫，本體功夫之間必然自成一套系統，此一

本體功夫之理論模式即為三教之共同思考模式，唯本體質相之觀解各

有不同而已。此時理論上的重點當在本體實相的必然如此的論證建

構，此一論證之進行方式則多為由宇宙論的知識系統以為推演，然而

此一推演能否成功則叉是男一方法論論證的問題，但是由宇宙論推論

本體論固然是一困難，更困難的是宇宙論的客觀知識系統本身的如何

被確知的問題，因為此處必須是一客觀的知識，在儒家系統而言，儒

家的宇宙觀即是經驗現象世界，因此一切科學知識皆得應用於此，而

13 參見高柏園教授著〈中庸形上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八年初版，頁

九七、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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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則不然，其中涉及鬼神知識及它在世界知識及它生它世知識等

在經驗之外的宇宙論知識，此些知識的被認識就另需開發人存有者的

主體知能方能成效，主體知能的被開發的方式也仍是基於這一套本體

宇宙論的知識介面，此處必然是要形成一套本體宇宙功夫境界的循環

互推的知識體系的，但是整套知識體系的在經驗中的被確知卻通常只

能發生在極少數確實實踐了功夫修鍊活動的求道者的經驗中，因為此

一經驗的如此不易獲得，因此各家對自家本體宇宙論的信念堅持也就

難以改變，並非沒有真正的客觀的真理可以獲得，而是各家的主觀經

驗感知能力阻絕了這種可能，自我的感知能力當然可以突破，但是就

無法強求他人為之，因此各家所自我認定的永恆真理系統的本體宇宙

論哲學，我們就以之為一套主觀的「思考方式」的意義來定位之即可 。

第六部份的「境界哲學」的文本質為作者所最重視的義理部分，

此處也是在 (中庸〉義理詮釋上將出現重要歧義之關鍵，相關的討論

將置於下節-{并為之 。

由上述之分析中，我們將認定〈中庸〉哲學體系的重要命題，實

即「本體功夫」與「聖人境界」兩項，並得由「本體功夫」及「聖人

境界」兩路入手收攝 〈中庸〉其它理論主題，亦即以此形上思想的架

構作為 〈中庸〉其它哲學思想的理論根據地。

接下來將要討論的問題即是對「本體功夫」及「聖人境界」作為

{中庸〉形上義理的主軸時，它們本身的方法論證立問題，此一討論

亦實為藉《中庸》以說「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 。

陸、中庸重要形上命題建構之方法論評析

〈中庸〉重要之形上命題實即二義，其一為以「誠」為本體的 r ;本

體功夫」之哲學體系的建構，其二為「聖人境界」中的「大德必得其

位、必可治世、必可前知」等強勢命題的建構兩項。以下的討論即將

以此二議題為對象 ，對於這種型態的理論建構進行方法論評析，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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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中庸〉形上思想的特質，進行「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理論反省。

就以「誠」為本體之「本體功夫」之理論建構而言，我們可以說

這即是孔孟儒學作為一套社會理想哲學的後設理論的建構，社會理想

的之所以要如此追求必須有其知識上的根據，此一理論根據之尋求則

走上建立普遍命題之途，此即建立一個整體存在界的涵攝天地萬物之

共同普遍原理，此一原理即一意義的終極實相，以此終極實相為天地

萬物的存在目的及存在的完美性目標。因此以此一意義為存有者實踐

的價值方向，此一意義以「誠」概念說之，實貫通「仁義」概念為一，

故而天道以「誠」為實相，則人道以「誠」為價值目標， r 誠」成為

本體論哲學中的本體者質相者， r 誠」也成為人性論哲學中的普遍人

性之本質以及功夫論哲學中的價值實踐之嶄向。也就在這個意義上我

們說〈中庸〉明確地建立了儒家本體論哲學的普遍命題 14 亦即以「誠」

結合「仁義」諸概念而將之用作為哲學問題中的天地萬物共同的終極

實相本體之學，此一本體論哲學實已預設蘊含於孔子的仁德境界之

中，也預設蘊含於孟子的仁義禮知四端心的性善論的人性論中，更其

實已經初出現於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的功夫論哲學之中，只其更

加明確化地由上往下說，而由「誠者」之為「天道」說到「誠之者」

之為「人道」的本體功夫之學中。實際上言說功夫論哲學者必言說本

體論，功夫論探究終極功夫，終極功夫即以本質性的普遍人性以及終

極實相為軒向，薪向不明，功夫即不明，薪向即以本體為嶄向，故而

言說功夫必言說本體，不以本體為功夫難道以表面為功夫嗎?

此一本體論哲學涵功夫論哲學之義理建構，是為儒家繼承發展於

社會政治理想之學，及孔子境界哲學，及孟子人性論哲學及功夫論哲

學的，發展之而形成這樣的一套思想架構，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中所謂

4 作者曾提出一個「原始儒家」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發展線索，即是由孔子的

境界哲學、至孟子的功夫哲學、至中庸的本體論哲學、至易傳的宇宙論哲學，

此一基本哲學問題的發展系列是為一哲學問題意識的發展以及理論的建構及問

題的解決，後一理論預設著前一理論的基本命題，參見拙作< (易傳}中的基

本哲學問題>該文收錄於{基本哲學問題}專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08月﹒

426 

〈中庸〉哲學體系探究

的理論上的建構則更形強化，但是理論上的強化僅只是就理論之必須

如此建構上的強化，理論上的強化只是形成一套更為完備的解釋系

統，對解釋系統的真實實證之事則仍有待經驗實踐來實證'然則當經

驗實踐之確有此一實效之證出之後，則儒者對於儒學價值觀之為普遍

永恆的真理的信念即更獲確立，但是這樣是否就可以說儒學哲學系統

即是普遍永恆的真理了呢，或者說即是唯一的真理了呢，其實不然。

儒者以價值目標為實踐嶄向而得社會實效並建構理論以為解

釋，這整個活動是一套理論與實踐共構的活動，它的理論是一套本體

功夫的哲學理論，它的實踐是追求以這個本體的價值作為理想的功夫

活動，這一套哲學理論和這一套功夫實踐是一回事，理論與實踐形成

了一個認識上的循環，這一個認識上的循環當然既是實踐之所欲亦是

理論之所需，但是就在這一個循環中其實已經遺漏了其它實踐哲學體

系的經驗了，其它實踐哲學體系中男有實踐理想，其亦有實踐亦有理

論亦成一可以實證的循環，亦因此成為普遍永恆的真理，但是可能就

不再可以說是唯一的真理了。例如說打網球可以促進身體健康，這確

是永恆的真理，但是打籃球也可以促進身體健康，這也叉是一個永恆

的真理，實踐哲學體系的真理性就是這樣的無法互相排斥的性格，。

因此，真理因實踐驗證而形成永恆真理則只是就其知識之得以成

立一義上說的，不同真理實皆可因實踐驗證而成為真理的知識系統，

如此一來普遍永恆的實踐哲學體系自可擁有多種型態，而真理系統即

因此不能有唯一獨占性。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質踐而實證各個質踐哲學

系統的真理性，但是卻不能藉以否證其它系統的真理性。因此這一套

在經驗中已被實證為真的真理系統將與它的質踐活動共構為一「思考

方式 J '說它是「思考方式」是說假如它不如此思考即不必從事這套

活動，同時假如它願意要如此思考它就能得所欲之結果，只要它願意

照著實踐。但是假如別人使用另一套「思考方式」的時候那麼別人也

可以獲得那種思考方式所指涉的實踐的效果。這就形成了中國價值哲

學的哲學真理的相對性現象，因此〈中庸〉以「誠」說天道本體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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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立下貫人心修養實踐的功夫活動，此事固然為儒家建立了完備的

本體論哲學解釋體系以解釋儒家社會理想的知識上的合理性，但也只

能說是建立了一套自圓其說的內部循環的解釋系統，因為它的一切本

體論命題上的斷言都是來自於原來就已經擁有的社會建設中的經驗

而己，它並不真備更多的天道運作的經驗，它只是將社會活動的實踐

經驗解釋為即是天道活動的經驗而已 。

就第二個重要命題的方法論反省而言 ，即其「聖人境界」的若干

必得、必治、必知之諸多觀點之建立而言 ，這實在是 { 中庸 〉 哲學中

最有創造力卻尚未在儒家哲學體系中被發展的面向，此中有二義需予

疏解。其一為此一「聖人境界」的實現的知識性說明所需之架構建立;

其二為此一「聖人境界」的達致的在功夫實踐方法上的知識強化。

首先就第一點而言 ， r 境界」以「功夫之鍛鍊之結果」而呈現於

主體的經驗現象中， r 功夫鍛鍊」以心法的修養為內涵的主旨，但是

就其實效的知識性說明則需宇宙論知識作為基礎，所以「聖人境界」

呈現的知識意義即需要有明確的世界觀範域來作說明，因此聖人境界

之言說除需本體論的終極實相之學之外，仍需宇宙論的世界觀知識之

學兩者共構方得明析。儒家的世界觀即是以經驗世界為真實實在的世

界，就此而言， ( 中庸 〉 所言於儒家聖人境界的實效即是展現於經驗

現象世界的社會政治理想之達成之上， 一切社會政治事件本是此一現

實世界中之事務，現實世界中之所有事務即應在終極意義的貞定下呈

現其理想完美的狀態，此一理想完美的狀態的達致即需由人存有者之

以本體質相為嶄向的功夫實踐活動而逐步達致，是故就經驗質效上

說，儒家聖人自必須有能力質現儒家之社會理想，否則其聖人境界即

不究竟，亦或其理想即不確質，不確實或為思想混亂所致，即其本體

實相根本不蘊含此一經驗現質之可能，如此即是理論之缺失。今{中

庸 〉 聖人境界對於一切儒家社會理想的達致皆言其必可達致，不僅可

以達致，聖人自身亦得「德福一致 J '聖人亦以必可「前知」之能力

使之達致，此一理論建構之方向實應為必走之方向，否則儒家作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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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社會理想的實現的實踐哲學學派即有所不足。然而徵諸歷史，以

儒者自居之民族英雄少有功成名就、國強民富的結果，卻多有殺身成

仁、捨生取義還憾天地的失敗經驗，此為儒學義理的不足?亦或歷史

條件的限制?亦或儒者的鍛鍊有失?此處我們無須先假定儒者的義

理有所缺失，有所缺失即予以補足即是。而如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則實

仍不妨礙此一理想的繼續堅持之終有可以實現之時，因此我們也不討

論歷史條件的限制問題。我們應該討論的重點即在儒者的自我鍛鍊的

問題。此即前述將要討論的第二項問題。

儒者的理想是以現實世界的家國天下之禮樂教化 、 民富國治為目

標，儒者的聖人境界是以實現此一理想為完成，此亦〈中庸〉篇章中

之重點言論。唯儒者如何達致之功夫鍛鍊問題實有知識建構上的缺

失，此一缺失即在〈中庸 〉 之作中亦得明見，此即〈中庸〉之言於 r .本

體功夫」之義理建構實為極高明而道中庸，對於心性主體的誠身以

道、仁義為本之學之掌握亦可謂義冒明確、貫通天人，然而在具體實

踐的經驗知識上卻未受重視，實可謂雖有著墨卻難以深入人心，故而

{中庸〉屢言其難也，此即前節所分類之第一部分「中庸修養德目及

自評」部分文本中之重點也。具體實踐之經驗知識之建構在整個儒學

史中都應繼續加強，例如〈易傳〉之作， (易傳〉之〈象傳〉及{小

象傳〉中言之語荐，可謂用心至極，許多卦交辭中送經初二三四位之

努力之後終於五艾君位中達至天下平治之理想，此即其於時位、尊

卑、善惡 、 男女諸種關係之其體經驗知識之充足之所致。因此我們可

以說， (中庸〉中所言說的聖人境界之達致，實一方面需要本體功夫

的鍛鍊以為境界的呈顯的可能，男一方面即需現實操作的質踐知識的

完備提供以使其終能有成。有成即確保〈中庸〉所說聖人境界之必得

其位、必能前知、必可治世之理想之確實可成，這就是要對於儒者所

討論的家國天下的生活世界的現實知識之研議開發與掌握，如此方可

彰顯〈中庸〉作品在儒學史上的真正意義。

關於「德福一致」的問題，楊祖漠教授亦有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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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宿、必得其位，是理想上之「必 J' 即使在現實上不能證明，

但是在人順著理性去思考時，仍是會肯定那是真實的，必然

的。若從這個觀點來了解大偉、必受命，便不會認為中庸這樣說

是等同於漢儒的天人相應之說。中庸這樣說是從仁心誠體之遍

及一切而說宇宙的創造即是道德的創造，而不是先建立一套宇

宙論的說法以作為道德實踐之根據。;其儒的天人相應說，是說

天有陰陽，故人有仁與貧，天好生惡殺，故人君亦應行仁政，

不可殘虐百姓。這是以宇宙論來說道德，與中庸是不同的。若

是相信天人相應說，則人之為善可能是因為希得天之賞，不敢

為惡是懼天之罰，這樣便不是道德的行為。後世以報應(果報)

之說來勸人為善的，亦是犯了比毛病，這已經是從根本上毀壞

德行。因為求福而行善，走私欲，為求私欲的滿足而行善，是

沒有道德的意義的。

故大德者必受命，必得其位、祿、名壽等，是由道德實踐而生

出來的理想，而不是迷信天人相應。人於實踐道德時，其仁心

呈現，必然希望世閉上的人的遭遇，與人之捷、有一合比例的配

合，即希望有德者有福，有至德者，有豆大之福。而無德、者，

便不應有福有位。這是道德的理想，這理想是必須要實現的。

這理想的實現，便是最圓滿的善。因實然的氣化的流行，已完

全與道德配合之故。人必須努力以求此理想之實現。此章所說

的「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J '即是認為氣化的活動，

是與道德法則相應的。

故大德必受命，有也者必有福的想法，依儒學，是從道德理性

所發出的理想，是以道德的實踐來保證其理論之真實性的。

朱子在此第十七章之後注曰 r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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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亦即從對庸德、庸言之謹中所呈現出來的忠恕之心，若充其極而

言之，便是宇宙生化的本體，而宇宙之氣化之活動流行，是與

道德原則相一致的。即宇宙之秩序即道德之秩序。這是以道德

的意義來規定宇宙的生化的意義。即是以道德來規定存在的意

義。

肯定大德者必得其位，當然有其理論困難，即會面對現實上有

德者不得其位的事實，這似乎是不能解決的困難。

如是太極、者必受命，有禮、必有福的理想，是在現實上未能實現

的，但人又一定要肯定其真實性，則在理論上，怎樣才能保證

這理想一定能實現呢?這裡面還有許多比較深微的理論可

說，非本書所能詳論。 15

我們肯定楊教授所認為的「大德受命及名祿壽位」的要求是應該

追求的儒學理想，既要在理論上建立也要在現實上實現，現實上必然

能夠實現的理想當然是預設了理論上必然為真的效果因此儒學實需

於哲學體系內部作更多的義理開發，接下一步即是將人問世的種種困

境以知識的能力予以化解，從而形成更為完備的哲學體系。當我們說

儒家形上思想是一主觀的思考方式之時，並不意味著這一套思考方式

是一任意認取的思考方式，我們說的是它是意志力貫徹的認識結果，

貫徹之而使所認識的事務在現實上實現。因此大德必得其位之要求固

然為一想願'但是卻是必須使其達成的想願，現實上的未能達成必然

是知識的限制所致，因此必須再度追求知識的深廣，一方面從聖人的

現實能力上加強，即掌握更多的經驗知識及操作方法，而使主體知能

11參見{中庸義理疏解〉楊祖漢著，台北鵲湖叢書之六，一九八三年初版，頁八八、

八九、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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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強化，從而解決更多現實的困難。二方面從聖人稱謂的賦予上要

求，未得其位之有德者即非聖人，不允許德位不一的俗儒自稱聖人 ，

因為他們沒有承擔的氣魄及能力，破壞了儒者修齊治平的理想人格形

象，故絕非聖人，如此才可收理論一致之效，理論一致實是一切真理

之為真理的絕對要求。

掌握實現的知識是一宇宙論為主的知識，此義並非謂由宇宙論決

定本體論，而是由宇宙論提供知識，藉知識以完成功夫，因為功夫與

境界的達致並非只本體功夫一路而己，本體功夫提供價值方向及終極

意義，但是宇宙論進路的功夫知識卻提供操作的具體步驟以及過程中

各種進程實況的知識說明，例如〈易經〉哲學對於掌握現實的知識貢

獻，此一知識需求事實上已經表現在傳統自然知識中的兵法學、氣象

學、中醫學、天文學、曆法學、人相學、命相學、歷史哲學等等宇宙

論性格的客觀知識之中，儒學對現實世界的人文化成之主張是如此明

確、積極、入世，因此對於掌捏現實的宇宙論進路的知識建構就應視

為體系中之應設項目，並勤於學習，而不是只求自我的修養，卻對人

間秩序毫無能力，棄百姓福祉於不顧，最後遺留人間的悲難而仍自命

聖人，此則絕非能與儒學價值目的相合的聖人境界。

至於由宇宙論獲得本體論的推理，徵諸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成

果，幾乎都是反對此一推理的成立可能，但是傳統中國哲學亦確有如

此推理的形式，此一形式本文即謂之為一形上思想的思考方式，亦謂

一價值命題是為一主觀意志的抉擇，抉擇之而貫徹實踐之過程中需要

有合理化的知識根據，於是構作形上體系，藉宇宙論知識的實質作價

值本體的依據，實際上是構作一套本體宇宙論的世界觀而作為價值嶄

向的根據，對於這個客觀的世界觀與實踐活動的關係而言，客觀知識

是一回事，訴諸寶路時的主體功夫是另一回事，即便有賞善罰惡或因

果報應主張的世界觀也不保證世人即可行善，行善始終是主體的意志

決斷的活動，因此宇宙論之是否可以推論本體論或客觀世界觀是否真

為世界真相是一回事，但是宇宙本體論與功夫質踐則叉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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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推理的形式中是否有合理的及迷信的區別呢?此事似不宜驟下

斷言，以因果觀念而論，佛教的本體實相觀卻不是直指行善的，反而

是一體空證空的價值薪向，而主體知能的限制同時也限制了人類對客

觀世界的認識，因此對於迷信之說作者將予保留，不見孔孟都不言無

鬼嗎。

菜、小結

〈中庸〉哲學體系之探究經由前述全文之進行， 我們實可暫作小

結如後: (中庸〉所建構之哲學體系實是與〈論語〉 、 〈孟子〉 、〈易傳〉

互為預設推演的整套體系中之一部分，其中本體論下貫功夫論是〈中

庸〉繼承於〈論〉、〈孟〉言道德心性的發展，是一滿足普遍命題的形

上需求的理論建構，這也是通常哲學討論所強調的部分。但是其言於

聖人境界的諸多強勢命題部分，卻較少被重視，學者們似乎都是對其

視而不見，不論是宋明新儒家亦或當代新儒家，此一缺失實為不該，

儒者以拯救天下為己任，卻願意在理論上遺留遺憾於人間，此恐是受

到郭象注莊之思路影響所致，儒者已經喪失在宇宙論知識的研究動

力，對於準確掌握現實問題的能力缺乏信心，這種態度卻正與道教、

佛教哲學體系之探究天人、性命、生死諸問題的研究態度不類，而儒

者卻務力於從本體論哲學的理論建構進路以與道、佛一較高下，如宋

儒之張載、朱熹之所為，如前所述，本體論的觀念建構沒有唯一性，

各家自可自建價值命題，自己設想世界的實況，修養自己的知能以達

致這個世界的最高理想，所以各家有各家的哲學體系，只要能實踐出

來就是真理，不同系統之間是一個意志的決斷，難以說服彼此，儒者

卻唯願務力於說服，但是對於儒者自己的理想的不能達致，卻不能在

理論上堵住缺口，叉不能在現實上全面掌握不再失控，如果儒者始終

在現實上不能掌控，叉不能在理論上為〈中庸〉所強勢建立的「大德

者必得其位」、「必能前知」等命題建構理論體系，則今儒不如古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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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儒學理論作為儒學理想的實踐活動之觀念依據，固可有其

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卻毋須強調儒學價值的絕對唯一性，因此在理

論上儒者必須對於道、佛的知識理論系統保持認識的開放性，以有所

汲取並補強儒者在實踐掌握能力上的欠缺。此外，在現實實踐的生活

經驗中，儒者亦應基於道、佛價值的正確認識，而彼此合作，援引道、

佛以為追求儒者社會理想的重要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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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 月 28-29 日

謝金鑿的儒學思想與實踐

林耀:弄

成功大學中文~副教授

前言

謝金鑿，字退谷(一說字巨廷，一說字巨庭) ，福建侯官人。乾

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 ，舉於鄉。嘉慶六年，任邵武教諭'

桐調南靖、安溪，所至以興學為任，士論歸之。十年，任嘉義教諭。

秩滿，十三年調南平教諭，桐移彰化，復調安溪。欲引退，諸生籲留，

未幾還病歸里，卒年六十有四。〈邵武府志﹒名宣傳〉著錄其著作有

{周易卦說〉 、 〈王制開方圖〉、〈句股算法〉及〈教諭語)，(臺灣通史 ﹒

謝鄭列傳〉言其叉有〈二勿齋文集〉。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

入紀福州鄉賢祠。謝金壁之卒年不得晚於道光五年，其生年不得晚於

乾隆五十三年，依其得年六十四推算，約生於乾隆二十五年(西元一

七六 O 年)左右。其一生擔任過六個縣學教諭，其中安溪縣回任一次，

清朝官制，教諭屬正八品，連雅堂謂其為「冷署閒曹之官」。其部分

著述及行誼可見於〈邵武府志〉、〈侯官縣鄉土志〉、〈臺灣通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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