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孔孟哲學為中心，溯及孔孟哲學出現以前中國古代對於生命的認識，再深入探討孔

孟哲學的生命觀。人類生命中需要面對的互動關係可以區分為四類：人與自然界、其他人類、

超越界，以及自己，本文將研究《論語》與《孟子》如何說明人與這四者的關係。古代信仰環

境中，「絕地天通」標誌著人類走出自然、與超越界明確區分，只有統治者可以得知「天命」，

「人」的觀念形成，但是「個人」的觀念還不顯著。同時，古人雖設法說明了人的來源與歸宿，

認為人的本性有一定的規則，順著人性的規則發展，就會喜好美好的德行，卻沒有說明

人「為何」實現人性。孔子說明人在正常的成長發展之下，自然會產生「安」與「不安」的道

德要求，人與自己的關係在於自覺內心的要求並且真誠面對它。實踐我心對於行善的要求，就

是完成我個人的使命。孔子認為天是人類生命與德行修養的來源，完成個人的德行修養，就是

完成上天的使命。天命是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肯定的。孔子強調人的道德要求內在於

己，在人與自己的關係以及人與超越界的關係中，透過自覺造成了重大突破。孟子則進一步以

不忍心說明不安，將人的道德需求溯源於心。心的官能可以思考，思考便能自覺心所喜好的是

理義（合理性與正當性），而人心有四端（四種行善的開端），順著自然湧現的四心，就可以實

踐善行，這就是性善。心是天賦予人的，充分實踐內心的要求，就會瞭解本性，瞭解本性就會

瞭解天。養育本性等待任務，就是建立使命的方法。肯定每個人都可以主動修養自我，瞭解天

賦予我的人性、建立使命。不斷的自我修養與擴充，還能夠照耀別人、感化群眾，人的德行修

養永遠有向上提升的空間。孔孟哲學使人意識到人性源自於天，人有上達無限之境的潛能，甚

至可以為了理想犧牲生命，這就是理性臣服於終極關懷之下，被這股發自無限的力量驅動，躍

升於自身限制之上。這層體認便是孔孟共同的終極關懷，也是孔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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