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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仁 

    关于仁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的问题，因为仁就是人。1孔子的根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所以儒家的基

本思想也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论语》中有58章105处使用了“仁”字，孔子把仁作为指导实践活动的根本

原理，用它来统一道德的其他内容。当然，“仁”字在孔子之前就被使用，像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2金文3、《诗

经》、《书经》等古经中都使用过“仁”字，其意思大抵是亲爱、慈爱或者爱情，但把仁作为一种学说的准则来使用

却是始于孔子。 

儒家经传十三经中共有445处使用了“仁”字，4但大部分是在孔子之后使用的，可以说，孔子的仁说的是将尧舜以来

的先王这道归结为仁之大道，仁的这种意义在《论语》中大致被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个是向内的克己，另一个

是向外的爱人。前者是克服个人的欲望，通过个人的内在反省，自觉实现道德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自我，达到内圣的

境地；后者是亲爱他人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爱护晚辈做起，进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

达到外王的境地。向内的克已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内在修养，通过自我反省实现道德自觉，并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

一体的最高境界。 

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子对仲弓说“出门如见大宾”，5，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6并告诫说：  “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见、闻、言、行都要符合礼的规范。这是从个人内在修养方面解释仁，

强调只有全部克服了个人的私欲、一切身心活动都达到礼的要求时才算达到了仁的境界。对于仁的外向性，在孔子之

前就有亲爱或者爱人的意思，正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8要从孝敬父母、长辈等家庭伦理道德做起，逐渐实现尊敬、礼让、宽容他人的社会伦理道

德，普惠人类，救济大众，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仁者爱人9尽管与韩愈的博爱有相似之处，但它与墨子“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

10的“兼爱”思想以及基督教宣扬的“若人家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给他”11和“爱邻居似爱自身”12的无条件、无

秩序的博爱并不相同。虽“泛爱众”，然“而亲仁”。13当仁者与不仁者、善者与不善者皆有时，强调亲近仁者、善

者，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4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5，都反映了“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6的观点，所以说儒家主张的是有次序、有等级的仁爱，与其他宗教的博爱或兼爱不一样。如

果把博爱理解为对待自己和别人的父母都一视同仁，那么，对别人的父母而言是过分，对自己的父母而言是不幸；如

果把博爱理解为对待仇人和恩人都应热爱，那么，对仇人而言过于宽厚，对恩人而言则太刻薄，这是不公平的。当

然，这里并不是说只爱自己的亲人、慢待别人家人的意思，而是说爱人、爱生物乃至无生物都 要讲究亲样、尊贤之

等次，这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特征。 

以上我们从对自己与对他人两个方面考察了仁的涵义，人具有个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可以说，仁是指导这两方面的

根本原理。换句话说，完成自身的人格修养，使自己成为完美无缺的人，做到分等次、有秩序的热爱全人类的世界万

物，这才是真正的人，才是仁爱。 

等次和秩序产生于礼，要实现仁就必须有礼，下面考察一下礼的涵义。 

1见《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2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 

    3庾容：《金文续编》。 

    4《大学》10，《中庸》6，《论语》105，《孟子》151，《易经》10，《书经》5，《诗经》2，《周礼》1，



《礼记》124，《左传》34，《公羊传》4，《榖粱传》8，《尔雅》1，总共445字。《仪礼》和《孝经》中没有。 

5见《论语·颜渊》。 

6见《论语·颜渊》。 

7见《论语·学而》。 

8见《论语·雍也》。 

9见《论语·颜渊》。 

10见《墨子·兼爱》。 

11见《马泰福音》第5章第39节。 

12见《加拉太书》第5章第14节。 

13见《论语·学而》。 

14见《孟子·尽心上》。 

15见《孟子·梁惠王上》。 

16见《中庸章句》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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