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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的禀赋与可能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即无善无恶论；第二

种观点认为，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即人性有

善有恶论；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性本善，以孟子为代

表；第四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以荀子为

代表。孟子的性善论首先是建立在否定人性无善恶

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性是有善恶之分的，这是其人

性论的大前提，类似于第二种人性可善可恶论，但

孟子坚持的是人性一元观，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

就有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
孟子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首先，孟子认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肯定了性善的普适性，人人都

有善根。其次，确立了善的道德本性，顺着本性就能

为善，这是一种先验的、内生的属性，赋予了人们向

善的内驱力和能力。甚至可以说，儒家核心理念中孔

子思想的“仁”在孟子这里就体现为“不忍”。具体来

讲，孟子认为善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

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

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四端”
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也是人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属

性，是一种精神的道德法则，类似于康德的道德律

令。可见，“四端说”是一种带有先验主义色彩的人

性论，是孟子对人本性的一种先验的假设。但是“四

端”只是一种善的萌芽，是指人人皆有善根，人人都

具有善的秉赋与可能。但是善端若不加以扩充和指

导，仅仅停留在主体内部，就无法转化为现实行径。
因此，孟子所讲的性善，既是指人生而有善的

禀赋，更是指人具有向善的能力，这是一种与生俱

来、不学而能的能力。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

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

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

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可见，孟子的

性善是禀赋与能力的统一，可谓是一物两体，不能

割裂的。
对个体的人性修养而言，仅仅有向善的禀赋是

不够的，要想从潜在的善变成现实的善，必须下一

番存养扩充的功夫，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从性

善的假设出发，顺着“四端”善根正向发展，就上升

到“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上。秉承仁义礼智之

德性，完成善的践行；就国家层面，就是要行不忍人

之政。王者是生而具有四端善心，且仁义礼智的发

展程度更加完善，君王怜悯体恤百姓，设身处地的

为百姓考虑，关爱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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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的存养与选择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义

和功利关系的争论。“义”一般指仁义道德，体现着

社会公利之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利”则指个人物

质利益、功利名誉等。所以，义利观实质上探讨的是

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基本

的伦理矛盾。具体来讲，这对矛盾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道德与利益二者何为第一性，即谁决定谁

的问题；其二是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还存在着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2]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继承者，从性

善论出发，孟子也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强调“义”
的重要性并将其推向极端。孟子认为，“仁义”是区

分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原

则，所以在孟子这里，义被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性，是

第一位的，义在利先，要做到“由仁义行”。而要由仁

义行，就必须“去利”，正所谓“去利怀义”。
在确立了义的第一性后，孟子主张个人利益应

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以义制利，用全社会普适的道

德标准和利益原则来制约个人私利，要求人们为社

会做出贡献，绝不能出现私利膨胀以致危害社会公

利的情况，必要时还要为社会整体利益献出自己的

生命，即所谓舍生取义也，这是孟子所倡导的最高

道德价值。孟子这里所提倡的义不仅是一种仁义道

德，更是社会公义，坚持一种社会整体观。
义在孟子的整个道德论中不仅是立命安身的

基础，更是养存、扩充善性的关键所在。如前述，内

在善的秉赋并不会自觉实现，即使是心理动机也不

会自动发展为现实的仁义礼智之德性。所以尽管每

个人都具有天然的良知良能，但是如果他拒绝进行

后天的存养扩充的道德实践，就仍会使其心与禽兽

无异。因为孟子认为如果人仅仅追求吃喝就没有什

么价值，和禽兽差不多。“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

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在人的生活、生命中，万

事有轻重之分，所包含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饱食

只是次要部分，是小的部分，而道义是重要部分，大

的部分，完成自我实现的部分，社会属性是人的本

质属性，社会道义是人的价值的真正体现。同时孟

子还认为，善作为人的内在禀赋，求则得之，舍则失

之，得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道德主体性。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

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

者也。”[4]因此，在性善的前提下，个体要认识到“义”
的重要性和自觉性，以道义为原则和指导，督促自

己突破耳目之欲的局限，追求仁、义、礼、智，践履向

善和为善，使善的潜能变为善的义举。
三、善的扩充与实现

如果说四端善心是行善的思想道德前提，仁、
义、礼、智是行善的道德保障，那将个体的善推而广

之用以实施仁政，才是善的最高实现，这既是孟子

性善论的重点，也是孟子性善论的旨归。
民本思想是实施仁政的政治理论基础。民本思

想即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作为定国安邦之根本

的学说，是一种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民众利益的政

治思想。他认识到民众在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方

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想江山社稷长久安稳，必

须重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民本思想渊源已

久，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重民的思想，据《尚

书·泰誓》记载，周武王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

我民听”，孟子对自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作了高度

的理论概括和发展，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

当中。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观点总结起来就是“民贵

君轻”，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的治国

理念。这样，他就把民众排在第一位，社稷排在第二

位，而君王排在最后位。作为国家之本的民众，必须

保障其生活丰衣足食，统治者要经常性的体察民

情，倾听百姓声音，关心民众的疾苦，在自己享乐的

同时也不能忘记天下的黎民，要善待老百姓，真正

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不能苛刻他们，做到想

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顺应民心，推行仁政，

以民为本，方能够得到民众的遵从和拥戴，由此才

能保证统治的稳固，称王于天下。
至此，孟子将个人道德善心上升到国家政治策

略，这也是孟子性善论的本质所在。通过内圣来为

外王提供人性论基础，而只有仁政的实现才能使性

善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在扩充为道德人格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广到社会层面，最终实现孟子的仁政理

想，实现了人性与政治、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在明确了性善论的最终目标之后，怎样将之具

体到现实层面呢？孟子认为君王实行仁政，那么推

恩于民、体恤百姓、关怀弱者就是其应有之意了。首

先，实施仁政就是要把亲亲、敬长这样的个人善举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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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并加以推广于天下，全民族都形成爱人、敬长、
利他的社会正气。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6]，以爱人之心推己及人，正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要求

人们以博大的胸襟去爱其他人。当然，这种道德价

值在人际关系中也是相互的，即所谓：“仁者爱人，

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

之。”[8]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关系，由此才能形成社会

层面的良性运转。其次，君王实行仁政，除了推恩于

大多数百姓之外，对于那些无依无靠的穷民，更应

该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
熟视无睹、放弃不管。齐宣王曾请教孟子“王政”的
内容有哪些?孟子答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

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9]。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对于鳏、寡、独、孤等

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君王要首先给予照顾，解决他

们当前的生活困难。让年老的各有适当的归宿，年

轻的各有一定的用处，年幼的各有应得的成长条

件，鳏寡孤独和废疾人，都有受到赡养的权利。他主

张使天下人皆有所养，皆有归于仁，这是儒家所倡

导的大同理想世界，是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
四、慈善事业的发展：由性善到善行

以上分别从人性论、义利观、民本思想等方面

阐述了孟子思想中所蕴含的“性善论”文化体系，从

中也发现许多有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有益资源，可

以成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要素。
从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体系可以总结出：性善

为行善确立了必然性和可能性，义利观提供了精神

动力和原则规范，仁政则将善念推向最高层次。孟

子从性善出发，由此构成了一个从低向高、从可能

性向现实性转化的理论体系，为慈善事业从善心到

善行提供了宝贵财富。
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慈善活动提供了人性的

自然条件，即人的本性之中就蕴含着为善的自然条

件，这种自然条件表现为行善的可能和能力，既是

一种心理倾向，也是一种现实能力。在这里我们不

去讨论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但至少从孟子的性善

论出发，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提供了先天基础，揭示

出不论是大灾后的济危救困，还是平时生活中的守

望相助都是具有自然生物条件的。使人们找到了向

善为善的自然根基，这无疑对从事慈善活动起到正

向激励作用，从最深处增添信心。同时他体现了慈

善行为的人文内涵，首先要明确的是人性不同于神

性，人虽性善，但也不能像菩萨或上帝一样能够普

度天下苍生，去除所有苦难，所以，孟子的爱不是泛

爱论。其次，如前文讲，“义”的涵养使人性异于兽

性，虽然动物界也会保护弱小，但那是一种出于生

物性的本能反应。人的善举是建立在善心的基础

上，通过“仁、义、礼、智”教化而为，确立了为人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其次，孟子的性善论为慈善活动提供了心理动

机上的支持。孟子在阐述其“四端说”时提出人生而

具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仁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

是我们现代心理学里所讲的同情心，人类的同情心

是本能的道德素质，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内含

着发展为高层次道德的萌芽，需要把这些萌芽状态

的东西加以扩充，才可以向善、为善。孟子认为它是

“仁”的端始，所有的慈爱善举都发自人们内心深处

的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们行善的内在

动力，是自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的自然流露，它超

越了个体的私利。正是出于对承受苦难的同胞的同

情和怜悯，人才可能去爱他人，才可能促使人们去

扶危济困、帮助弱者，从而形成慈善的事业，才能得

到长足的发展。
最后，孟子的仁政学说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

官办慈善事业及社会福利的兴起。孟子主张君王应

该与民同乐，亲民、爱民、顺民，以民为本，正是由他

的性善论出发，根据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当

时的国君制定了一些带有社会福利和慈善性质的

社会政策，制民之产、保民而王、薄其税、救助鳏寡

孤独养民。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民、安民，以稳定

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古代福利事业的

发展，丰富了传统慈善文化。
五、结 语

我们不能片面放大同情心在慈善活动中的作

用，它仅仅是慈善的精神动力之一，特别是新时代

的慈善观念已发生转型，慈善行为不但是从情感因

素出发，还要结合现实的利益考虑。同时传统的义

利观容易使得慈善被冠以“君子修为”的崇高性，不

利于慈善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此外，还值得反思的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代

（下转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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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中国古代仁爱观是一种爱有等差的“亲亲”理
念，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博爱、众爱，现代慈

善强调的是一种地位平等，部分亲疏的社会化的仁

爱。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

约，停留在精英垄断的发展阶段上，即当时的慈善

是由政府主办，并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其统

治的稳定性。相比之下，现代慈善主体多元，力量丰

富，其功能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完善社会

保障，增进社会和谐。
总之，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我

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慈善文化，更要顺应

时代特征和现实情境，适时地进行改进、完善，才能

使我国的慈善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

[1]-[9]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章句上[M].中华书局,2008.12:55；132；132；158；211；252；14；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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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

“典型”这个文学理论中常见的术语，来自西方

的文学理论，在希腊文中有模子的意思。这个术语

最初强调的是形象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布和德里格

尔的《青青的群山》篇幅巨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
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一百多名。按故事里的“健康

势力”和“敌对势力”量大阵营来分别分析，也有值

得称道的二十多个人物形象。而且个个形象鲜明，

个性十足。
“健康势力”阵营里的主角是故事的主人公吉

博呼郎，还有桃拉，嘎日步，瓦其尔，特格西等人。
“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吴辛，梅杰，达布希拉图，

占布拉，希日木等人。
1.吉博呼郎

他就是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内蒙古地区干部

的典型形象，在那种特殊的动荡年代，他心中怀着对

党和毛主席无限的忠诚，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却坚信

一定会有云开雾散的时候的老共产党员的典型。

2.桃拉

桃拉是广袤草原孕育的敢做敢为的草原女性

的典型。她敢独闯盟委办公室找吉博呼郎，她敢“藏

匿”当时被迫害的吉博呼郎，她敢爱人苏荣死后嫁

给瓦其尔，她敢改革开放初期带领贫穷的相亲奔小

康。她像草原上的一株野马兰，是千千万万草原女

儿的典型。
3.吴辛

吴辛 军人出身，历史上有一定的功劳，却总觉

得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在“文革”时期上窜下跳，

“文革”以后还想继续稳坐“钓鱼台”的反党反人类

人道主义的典型形象。
作为表现现实主义的作品，又是反映“文革”的

伤感文学文本，人物形象当然是个别性和统一性的

统一。“它要求感性，个别的形象必须包含某种大于

其本身的意蕴，为读者感悟人生的普遍意义提供某

种启迪”[14]《青青的群山》人物形象就做到了这一点，

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主要的一点。

[1][2]布和德里格尔.我的思索追求与向往 ,哲里木文艺.1988,(7)
[3]布和德里格尔 .关于『青青的群山』的思考 .哲里木文艺 ,

1992,(8).
[4]布和德里格尔.青青的群山.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 1994:2.
[5]布和德里格尔.青青的群山,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966.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16.
[7][8][9][10][11][12][13] 布和德里格尔 . 青青的群山 . 上部

31.31.36.37.37.45.48.
[14] 刘安海 孙文宪.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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