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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 、模式及特性
———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张　舜　清

[摘　要]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 , “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

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 ,并以天 、命 、性 、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

命义理体系 。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 ,

并以此为依据 ,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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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命伦理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 ,学术界见仁见智。我们认为 ,儒家生命伦理的基

本精神是“生”。《易 ·系辞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一个“生”字很好地道出了儒家生命伦理的理论精

髓。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关于“生”的伦理 。梁漱溟先生曾说:“这一个`生' 字是最重要的观念 ,

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 。孔家没有别的 ,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 ,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 。他

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 ,万物欲生 ,即任其生 ,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 ,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

气。”[ 1](第 71 页)儒家生命伦理 ,就是这样一种关于“生”的伦理 ,它视天地之大德为“生” ,在对宇宙生成 、

世界本体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个体生命的意向性和规定性的探讨中 ,表现出重生 、乐生 、和生的

追求与境界。

一

“生”字产生很早 ,在现存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 ,我们都能发现大量的“生”字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

“生”字的写法其上部是一个象征草木的形状 ,下部从一 ,象征土地之形 , “生”的意思就是草木生长于土地

之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生”字解释为“生 ,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 2](第 127 页),“生”的字形象像木

生长之形。后来关于“生”的许多意思 ,多由此意引申而来。殷商卜辞 、金文及先秦古籍记录的“生”字词义

多为其引申义 ,并逐渐间接导引出对人类生命现象的认识。就原始儒家文献来说 , “生”的意思大致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种:(1)个体事物的自我生成 ,即某种隐蔽的 、不存在的东西转变为显现的 、有确定实在的东西。

如《诗经·卷阿》云:“梧桐生矣 ,于彼朝阳。”(2)一物“生”出另一物。如《诗经·信南山》云:“既沾既足 ,生我

百谷。”(3)有某种唯一性 、本源性的东西(比如“天”或后来的“道”)生育万物 ,如大地生草木一般 ,这个“生”

就是普遍的 、宇宙的[ 3]
(第 32 页)。

由上可以看出 ,在我国早期文献中 ,“生”的原始含义主要是诞生 、出生 、生长 ,是指事物由无到有再

到壮大以及存在的状态 ,其中也含有“生”是万物得以生的根本动力的思想 ,我们可称之为“生命力” 。我

们在现代语境上使用的任何关于“生”的词语 ,可以说基本上都承载着“生”的这种原始的意义 ,比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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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生意” 、“生活” 、“生动” 、“生长” 、“生成” 、“生育” 、“生发”等。同样 , “生”的这些原始意义与我们现

代对生命的理解也是一致的。生命首先意味着生命的产生 、诞生 ,其次意味着成长和存续 。生命的成长

和存续都需要生命力的支持 ,也都是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因此 ,使生命得以存续 ,得以“生”的方

式 ,就是如何维护这种自然的生命力 ,让它得以自由生发和成长 。儒家正是看到“生命力”对事物本身的

决定性意义 ,因而倍加重视这种“生命力”的培育与教化 。

在儒家学说中 ,决定事物生长的这种根本动力 ———生命力 ,儒家称之为“生意”。“生意”一词表明了

儒家对生命最深刻的体会 。在儒家看来 ,有“生意” ,生命才会得以生长壮大;无“生意” ,则万事皆休 。因

此 ,儒家总是刻意维护这种“生意” ,使之生 ,促其生 ,利其生 。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让有“生意”的物体能

够顺利地 、饱满地生长 ,从而实现“厚生”的目的。“生意”不是一物单独的“生意” ,而是蕴涵在天地万物

之中的普遍的“生意” ,是造化宇宙万物生命的本源动力。这样 ,随着普遍性思维的增强 ,儒家逐渐将

“生”与宇宙天地的大化流行联系起来 ,并将之视为天地万物的根本 ,于是 , “生”的哲学本体意义便逐渐

得以确立和彰显 。

儒家赋予了“生”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和系统 , 这在

《易经》中表现的最为集中和充分。《易经》对“生”的论述 ,可以说确定了儒家生命哲学的总纲 ,也由此导

出了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内核和思想脉络。在《易经》中 , “生”首先是天地的本性 , “易与天地准 ,故能弥

纶天地之道”(《易·系辞上》),而易道生生 , “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生”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

活力和天地间普遍流行的创造力。因此 ,天虽不言 ,但却刚健有为 , “夫乾 ,天下之至健也”(《易 ·系辞

下》)。天的“生”性促使天“行健不已” ,并在“行健”中造化万物 ,使“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论语 ·阳

货》)。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宇宙便不再是一个纯粹机械运动的物质场合 ,而是一个生意盎然的普遍

流行的生命境界 。儒家赋予天地这种“生物”的属性以德性内涵 ,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的大德是

“生” ,而人的根本也是为了“生” ,这样 ,当儒家试图从这种宇宙大化流行的生命之流中寻求人的生命意

义时 ,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和系统便得以确立 。

在天地间普遍的生命洪流中 ,天是行动的主体 ,地是承接“天意生物”的场合 , “天施地生 ,其益无方”

(《易 ·益卦彖传》)。天地以阴阳二气的交感相合 ,涌动出生机无限 ,从而创造了万物 。男女亦包含在这

天地创造的万物之中 。因而男女也承载了天地生物的这种天性。儒家认为天地所生万物之中惟人最

贵 , “天地之性 ,人为贵” , “性 ,生也 。言天地之所生 ,惟人最贵也 。”
[ 4]
(第 2553 页)人是天地所生之物的最

杰出代表 ,因而男女性别的分殊可谓是天地最好的象征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男女生物的过程也被看

作天地生物的象征 , “天地姻缊 ,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 ,万物化生”(《易 ·系辞下》);“夫乾 ,其静也专 ,其动

也直 ,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静也翕 ,其动也也辟 ,是以广生焉”(《易 ·系辞上》)。天地 、男女 ,一阴一阳 ,

“阴阳转易 ,以成化生” [ 5](第 78 页),在这一阴一阳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中 ,天之道便呈现在我们面

前。所以《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对于这种阴阳转易之道 ,人们“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

也”
[ 5]
(第 78 页),因此“天道” 、“人道”一体同性 ,均指向于“生” 。而且由于“人道”上承于天 ,所以“天道”

对于“人道”有一种规制作用 ,因而人们如何应天顺天而行 ,则决定着人事的祸福吉凶 。是故睿智者总是

努力顺应这种天性 ,按这种天之道行事 。“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 (《易 ·系辞

上》)人们这样做了 ,也就发扬了人的天赋善性 ,从而与天地生物之德合而为一 ,即“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

其德 。” (《易·文言传》)这样 ,围绕着“生”的旨趣 , 《易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天人互动的画面。

这种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和生命系统在《中庸》那里则得到明确的说明:“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

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在这种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和生命系统中 ,我们发现 , “生”是天 、人的共性 ,天性赋予人性 ,人性承

载天性 ,天之性乃人之性的根据。天规制了人的行为 ,而人也可以以自身的行动主动“配天” 。但不管怎

样 ,在这天人回环的路径中 ,这种“生”的本根动力被视为天道运行的展现 ,宇宙万物何以获得这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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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 ,又以什么样的“生”的状态存在下去 ,则被视为天意的规定。人力无论如何强大 ,都不得逆天而

行 ,违背这种天意。这也就是天意所赋予我们的“命”。这种“命”内涵着天的“生”性 ,因此有此种“命”的

我们 ,便不可消极无为地对待“命” ,必须要“自强不息” ,躬行实践 ,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把“命”本身内

涵的“生”的天性弘扬出来 。这样 ,儒家的天命观念的核心义理也由此浮现 。在这种天命观念的影响下 ,

儒家的“生命”概念就成为一个天性“生生”的天 ,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交互回环的生命系统 ,在这一天人

(万物)交互回环的生命系统中 ,天 、命 、性 、道彼此制约 ,内在关联 ,逻辑架构出了儒家生命伦理学说根本

的义理体系。

二

儒家这一天人(万物)互动的生命系统和由天 、命 、性 、道逻辑架构出的生命义理体系 ,在形上的维度

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儒家“究天人之际” ,以天人一体之宇宙图式分

解生命的起源 、生命产生的法则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可以说是儒家生命伦理的根本特色 。这种天人一

体的宇宙观包含着儒家对世界万物 、天人群己关系的基本看法 ,它既是对上古天命观的传承 ,亦在更深

层次拓展了天地人我的生命境界 ,它以“生生”为道体 ,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识。

首先 ,儒家的宇宙概念不同于西方的宇宙概念 。西方人讲的宇宙概念主要是一个物质的生存环境 ,

其范围天地四方 。在西方的宇宙观中 ,一切物质世界的变动与展开 ,都需要落在时间架构里面讲 ,而将

精神世界排斥在外 ,成为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思想。而儒家宇宙论不同 ,它所包容的不仅是物质世界 ,还

有精神世界 ,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宇宙在儒家那里 ,不仅是一个生命产生与发展的物质场所 ,而且

是一个彰显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价值领域 。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哲学家处处要以价值的根源来说明宇宙

秩序 ,本质上 ,中国的宇宙观乃是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他又说:“宇宙在我们看来 ,并不只是一个

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 ,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这种理论可以叫做`万物有生论'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

西真正是死的 ,一切现象里面都孕藏着生意。”
[ 6]
(第 34 页)因为充斥着这种生命情怀 ,所以儒家往往倾向

于以“天地” 、“乾坤” 、“阴阳” 、“道”等富有动态特征的概念来揭示宇宙的秩序和结构 。其根本要义表现

出一种对万物大生广生 、协和共生的生命流行境界的追寻与青睐 。

其次 ,儒家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万物所以生的根源在“天” ,天人合德在“生” ,天地

间始终弥漫的都是这种盎然的“生意” ,即所谓“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 (《易 ·乾卦》);“至哉坤

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 《易 ·坤卦》 。“乾” 、“坤”乃万物资始 、资生之元 ,但俱一统于天 、顺承于天。

而“天只是以生为道”[ 7](第 29 页), “天”之所以以“生”为道 ,在于“生生谓之易” ,即“生生谓之易 ,是天之

所以为道也”
[ 7]
(第 29页)。所以“天道”也就是“易道” ,而“易道生生” ,故天道即是生生之道。这样宇宙

天地便不是一个静止的机械状态 ,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 ,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 ,无一刻

不在发育创造 ,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 [ 8](第 33页)。

由上可见 ,儒家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实际上是一个以“生”为体 、以“生生”为用的宇宙观 ,它以生命为

起点和归宿 ,用生命的观点观察世界 ,用生命的体验关注人类 ,理解万物 ,祈望在天 、人 、物 、我之间建立

起符合天道运行 、顺从生命本质的关系 ,因此 ,维持和张扬生命产生与发展的秩序与规律就成为儒家生

命伦理的中心点 。天地秩序 、人间万象 、政治生活 、百姓日用 ,一切伦理关系皆由这种以生命为诉求的

“生生”之“易道”演绎而来 。这种情况 , 《易传》开篇有全体的描述 ,为我们清楚地勾画出了“易道”演绎万

象的整体模式及法则:“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 。方以类聚 ,

物以群分 ,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 ,鼓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

雨 ,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易则易知 ,

简则易从 。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

天上地下 ,乾坤定位 。天地运行 ,动静有常 ,是故天地运行有特定的秩序与法则 。天地依其规律和

法则 ,幻化万物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阴阳成性 ,皆是天演地化 。天为乾 ,地为坤 ,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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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简为乾坤之二德 。易为时间 ,简为空间 ,时间显示创化 ,空间万物赋形。乾坤合其德 ,以体天地之撰 ,

于是万物所由成 ,人类所共生 。天地万物虽有群 、类之分 ,但皆一统于天地性命之理。所以《易 ·说卦

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 ,立地之道曰柔曰刚 ,立人之道曰

仁曰义。”天道 、地道 、人道即天 、地 、人三极 ,而“六爻之动 ,三极之道也”(《易 ·系辞上》)。在《易经》中 ,

八卦 、六爻等符号象征的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生命整体 。所以虽然天 、地 、人三极鼎立 ,但是“三极”并非

生命的截然区分 ,生命只是一个生命 ,三极只是相对于物类而分 ,然皆一统于天地“生”之道体。此道体

既是生命大化流行的规律与源泉 ,又是人事生活的准则与依据。此道体即“天之神道” ,此道至诚无误 ,

依此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则为天下人所信服 ,即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

服矣”(《易 ·观卦》)。

可见 ,儒家天人一体的宇宙观是将认识与价值 、本体与伦理统一于一体的宇宙观 ,这种宇宙观指示

我们每一个人:顺天而行 ,与天合德 ,是维持生命本真意义的根本 。只有遵循这一最高指示 ,我们才不会

违背“生生”之易道 ,生命才会大化流行 ,人之为人才能获得特殊的生命意义。同时 ,儒家这样一种天人

一体的宇宙模式 ,也决定了儒家生命哲学的形上本体不可能是一个实体存在 ,而只能是一种生命的诉

说。它所揭示的是天人境遇的条件 ,是人类凭其悟性而能想象到的境遇全貌 ,因而其对应的本体就必然

是一种“境界” ,一种“生生不已”的生命大化流行的境界 ,因之这种宇宙观必然充斥着浓郁的生命意识。

也正是由于对生命葆有的这种强烈意识 ,才促使儒家把“生”看成是内在于宇宙 ,内在于天地人的绝对

的 、唯一的 、永恒的 、圆满的 、最终的本体 ,看成是天 、地 、人及一切生物作为生命整体共通的本性 。“生”

是天下苍生最根本最内在的本质 ,万物不离“生 , “生”是万物最根本的权利 。所以 ,天下苍生虽有“万类”

之分 ,但莫不秉持“生生之道” ,求生 、安生 、努力追求生命的圆满 。“生”是万物之根本 ,又是万物之情 ,求

生是人与万物共同的情愫与愿望 ,是故有德之人必上承天地“生”之大德 ,而“类万物之情” 。所以 ,有德

行的人不会因为人与万物的“群” 、“类”之分 ,人 、我不同而“爱恶相攻” ,相反 ,而是“顺万物之情” ,努力养

成与群体共存共荣的心态 ,在对待自我生命上 ,也是不违自我天赋喜怒哀乐之情感 ,而是使之保持相对

的平衡 ,从而维持生命的“中和”状态 ,保证生命的健康。《易 ·系辞上》曰:“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 ;《中

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儒家正是依据这种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对生命葆有的强烈意识 ,来对现实的种种问题做出伦理抉

择和善恶价值判断以及进行身心修养的 ,由此便形成了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

的身心工夫论。

三

善恶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上的善恶通常是指道德上的应当与否。符合道德目的的价

值即是善 ,反之 ,即是恶。从历史上看 ,善恶总是相对的 ,并不存在为古今中外所有人所认可的绝对的善

恶。人们对善恶的认识总是与之生存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有关 ,也与人们的认知水平有关。与历史上许

多伦理观念相比较 ,儒家的伦理观具有明显的特异性 ,具有比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更深的内涵。

儒家的伦理观念是与“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凡是有利于“生”的 ,就是善的 ,反之 , 就是恶的。

“生”是天地之道 ,易道生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 ,所以儒家伦理观中所讲的“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 ,

而是符合“天道”的生 。《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

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鲜矣。”天地之道 ,乃一阴一阳 ,阴阳刚柔相推相荡而

生变化 ,变化的结果就是“生” 。而生生不息 ,转运不穷 ,创造不已 ,皆是继天之道 、顺天而行。所以戴震

说:“一阴一阳 ,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 ,道也 。一阴一阳 ,其生生乎? 其生生而条理乎? 以是见天地之

顺。”
[ 9]
(第 8 页)孔颖达亦说:“道是生物开通 ,善是顺理养物 ,故继道之功者也 ,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

者 ,若能成就此道者 ,是人之本性。”[ 10](第 269 页)孔颖达的意思是说继生道为善 ,成就生道为性 。人的本

性就是承天之“生” ,善则是对“生”的继承 ,也唯有承“生”才能称为“善” 。一切事情也只有通过承“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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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于至善。

此外 ,“道是生物开通 ,善是顺理养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生物开通”强调的是“生之道”是个客观

的自然过程 , “顺理养物”强调的是主体的自身努力。由“顺理养物” 、“继道之功”而成善成性 ,强调的是

此善此性虽然由天所赋 ,但人能否圆满实现此善此性却不是由天之本源直接给定的 ,它需要人自身的工

夫才能达致。也就是说 ,人如何“继生道”并“成就生道”从而“成善成性” ,与作为主体的人对“天道”运化

功能的景仰和体认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人由于所做工夫程度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体悟 ,所以才有“仁

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谓。这样 ,在“继天之道”的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就

被提升到与天地相通的地位 ,人也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人的地位与意义的彰显不在于人利用知性戗害

生灵 ,荼毒万物 ,而是知天尽性 ,以尽万物之性 。《易·系辞传》说:“天地设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

存 ,道义之门。”顺天而行 ,顺理养物 ,使众生万物“各正性命” ,各安其位 ,各适其所 ,这是人的伟大使命和

责任 。正如基督伦理强调的顺上帝而行 ,使存在者依其所是而存在 ,如此才“善莫大焉” 。

由上 ,把“生生”之道发扬光大即是善 。“生生”既是“天道” ,也是“人道” ,它是天人相通的会接点。

“生生”在天 ,体现为天的特性 ,落实于人则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存在 。如此 ,儒家不仅为我们面对

现实各种问题进行伦理抉择和价值判断时确立了本源依据和方向 ,同时为我们指明了修身养性以成善

成性从而实现人之为人意义的工夫路径。这就是“各正性命”(《易 ·乾卦传》)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 ·说卦传》)。

“各正性命”语出《易 ·乾卦》 。所谓“性” 、“命” , 《周易程氏传》解为“天所赋为命 ,物所受为性”[ 11]

(第 698 页)。就二者的关系而言 ,“命”由至高无上的易道所赋予 , “性”则是“命”落实在个人身上的具体

表现 ,“命”与“性”虽然意义分殊 ,但在本质上却又融通为一 。“各正性命”中的“各”有两层意思:第一 ,由

天而命 ,再由命而性 ,这是由上而下的两个阶段;第二 ,命是天与性之间的中介 ,是天的显豁;而性则是人

仰受于天 ,通过命贯注于中的人的本质 。“正”在这里是一个动词 ,是使之正的意思 。因此 ,“正”就是天

在阴阳大化流行的过程中 ,给万事万物(包括人 ,或者说是以人为中心)定命 、定性。不过 ,“乾道变化 ,各

正性命”中虽然含有以阴阳论性的成分 ,但它的立足点在于“生生之谓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 ,它的目的

是要通过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的融合 ,彻底地将人从主宰之天的牢笼下解放出来[ 12]
(第 156 页)。这样 ,

“各正性命”虽然不否认人总是要受“天命”之所限 ,但它更强调的还是人如何通过自身修为去会通天命。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能把每个人“各正性命”的事件本身理解为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 ,更不能理解为一

个尚未发生的事实 ,而是贯通在已然与当然相互通达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进行着的事件而发生。对“各

正性命”的任何一种静态的观照本身 ,都必将遗漏观照者本人也是“各正性命”的承担者这一事实。“各

正性命”不是一个外在于生命 、生活的现成性“事实” ,而是一种由个体本人必须以自身的方式去自正性

命时才能开启的“可能性” ,这样 , “各正性命”作为一个事件得以发生 ,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摆脱对“各正性

命”的观赏 、旁观的态度 ,而主动现身其中 ,在自己的身体上打开各正性命的事情本身。所以 , “各正性

命”意味着人天然地需要通过知行的工夫去成道尽性。而个人“各正性命”的事件本身 ,在积极态度上就

表现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对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邵雍释曰:“所以谓之理者 ,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 ,天之性也 。所以

谓之命者 ,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 ,非道而何?” (《观物内篇》)又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 ,命之在

我之谓性 ,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 ,性尽而后知命 ,命知而后知至 。”(《观物外篇》)在邵雍看来 ,

所谓“性”即人性 ,所谓“命”即天命 。“性” 、“命”合一 ,也就是天人合一 ,即合于“道” 。“道”无所不在 ,在

物为“理” ,在人为“性” , “命”则有天定并赋予人而为人所具有。天道赋予人以性命 ,而天道也通过人的

性命之理而显现 。物理 、人性 、天命的关系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关系 ,而这也正表明了人修身成己

的意义 ,人必须通过自我努力 ,才能穷理 ,才能尽其性 ,才能了悟天命 ,从而实现天赋予人的意义。

邵雍对性 、命 、理及其关系的解释 ,颇得大易哲学之旨要 。系辞传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

也 ,成之者性也 。”可见“性”就是成道者 ,而易道生生 ,所以“性”就是成就“生生之道”者 。“性”是在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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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 ,也即只有在“道”的成就中“性”才会显示出来。既然“性”是成“道”而生 ,那么毫无

疑问 ,主体实践的意义就尤其重要 。所以 , “性”意味着一种知行的能力 ,是人身心投入“易道”的能力。

这种“生生”之易道 ,在天为“命” ,在人为“性” ,人保有此种天所赋予的性 ,力行之而上达于天 ,便能显现

“天命”之所在。这种“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工夫模式和路径 ,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方式和形式 ,如持

一 、守敬 、静心 、格物等等 。总之 ,人要成为一个真正与天地合德的“大人” ,就必须要勤奋修行 , “自强不

息” 。只有这样人才会是个真正的人 ,才能真正地行走在“人道”的世界上 ,并与“天道”合道 ,天人一体 ,

生生不穷 。

可见 ,儒家生命伦理具有十分完整的义理逻辑和展开模式 ,它纵贯天人 、横通群己 ,既在形上维度向

我们昭示了生命的本体所在和境界追求 ,亦在实践层面为我们确立了伦理抉择的准则以及自我追寻生

命质量和健康的工夫模式 ,它集中反映了儒家生命伦理的理论特色 ,并在事实上构成了国人理解生命的

重要理论渊源。儒家这种以“生生”之易道为纲 、重“生” 、乐“生”的生命情怀 ,无疑对当代人们理解生命

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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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Bioethics:Spirit , Styles &Properties

Zhang Shunqing

(Depar tment o f Philosophy , Tsinghua Univer sity , Beijing 100084 , China)

Abstract:Confucian ethics is about Sheng fundamental ly and Sheng is the spirit o f Confucian e thics.

Confucianists const ructed a li fe model centered on Sheng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ract ion be tw een

Tian and Ren , and a sy stem of doct rine about Sheng through such ideas as T ian , Ming , Xing , Dao.It

includes four parts:wo rld out look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y of Tian and Ren , life thoughts of Sheng-

sheng , ethical ideas of w hich doi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 ian is thought as goodness , and

view points of Ge-Zheng-Xing-Ming .

Key words:Confucian;Sheng ;interact ion betw een Tian and Ren;Goodness acco rding to T ian;

Ge-Zheng-Xing-M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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