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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 高实

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

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

“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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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是承袭宋明理学程

朱、陆王的心性本体论而来的，尤其对熊十力、牟宗

三一系的新儒家而言，心性之学才是中国思想的“神

髓”和“核心”，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中，牟宗三等人即宣示此心性之学 “是中国古时所谓

义理之本原所在者”，“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

是中国思想史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真正理由所  
在”[1](17)。牟宗三一方面坚守心性之学的传统规范，

同时又结合时代问题，改进方法论，以现代的诠释方

式推进了它的发展，创造出了心性论的历史新形态。

本文通过考察牟宗三心性论的层次结构，借以说明其

如何将“照着说”和“接着说”相融会而为其新儒学

作学理谋划的。 
 

一、“照着说”心性：直觉证立 
“既存有又活动”的绝对本体 

 
作为以心性为中心的宇宙本体论的奠基人熊十 

力①[2](117)的得意门生，牟宗三重视对熊氏形上学进路

的继承。儒家传统，尤其是陆王心学，实际上构成了

熊、牟哲学共同的内在精神和 终归宿。他以良知为

核心，在强调良知(心性)是一“呈现”，具有“既存有

又活动”的特点，心性本体与宇宙本原相即不二，本

体的领悟需要反身自证等方面，牟宗三与熊十力可谓

一脉相承。 
1. 牟宗三继承了宋明儒学和熊十力以心性为本

体的基本看法，将心性本体界说为“既存有又活动”，

即道德即超越的最高实体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学所讲者乃“性理之学”，也

就是“心性之学”。在此心性之学中，“心”非形而下

的血肉之心、思辨之心，“性”也非所谓“食色性也”

之性，而是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之先天

根据，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心性不单单是道德的先天

根据，同时也是存在的先验根据，是“一切存在之源”，

即在存在论上也是一切创造生机的内在根据，是究竟

义，是 高义，故曰“心体”与“性体”。 他说此心

性本体： 
虽特限显于人类，而却不为人类所限，不只限于

人类而为一类概念，它虽特显于成吾人之道德行为，

而却不为道德界所限，只封于道德界而无涉于存在界，

而以其绝对无限的普遍性同时妙润一切而为一切存在

之源[4](190−191)。 

在他看来，滞心性本体于道德界而不准开存在界，

或以先谈道体性体及其所成立之存在界为“空悬绝断”

者，皆未得儒家的真精神，他指出： 
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中心之心体、性体、道体，

皆必涵盖天地万物而为言，三者是一(虽言之分际有异)

历来无异词，而道德界与存在界之必通而为一亦历来

无异词。滞于道德界而不准开存在界，未得陆王之实；

视先谈道体性体以成存在界者为歧出，以为空悬绝断

之道体性体，亦未得儒者成德之教之实[5](1)。 
牟宗三分析说，宋明儒体悟的心体、性体、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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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体，一方面皆能静态地为本体论的“实有”；另一方

面动态地为宇宙论的生化之理，同时亦为道德创造的

实体和本源，心性本体究其本义应该是即体即用，既

存有又活动的。心性本体若只满足于普遍性与超越性

的存有论的规定，这便是“空悬隔断”，是西方观念论

哲学意义上的不动而死滞的抽象本体，牟宗三认为，

活动的成分在于心，只有心才能活动。没有心而只有

理，是不能活动的。本心即性即理，它既是主观的，

亦是客观的，复是绝对的。不如是讲超越的道德本心，

也就脱离了中国哲学讲述心性的真实路数，这无疑反

映了他试图在心性论的基础上调和“心即理”和“性

即理”的矛盾的立意。 
在判释宋明理学内在系统时，牟宗三就以“既存

有又活动”和“只存有不活动”为衡断的标准而为其

分类，他认为符合了前者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胡

宏、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代表儒学的正宗，而被

认为是主张后者的程颐、朱熹一系为儒学“歧出”的

旁枝，是“别子为宗”，牟宗三以此建立了他所理解

的独特的儒家道统谱系。 
2. 牟宗三坚持孟子以来的性善说，将心性本体形

而上的“创造性本身”视为理解人性的真所在 
在分疏人性的结构，说明人性的实义以及如何发

展人性等论题上，牟宗三与自孟子以降的区分人性为

“仁义礼智”与“味色声臭”两层次(并将后者驱逐出

人性领域)的传统思路相同，他也认为，“性有两层面：

一是实然之性……一是自道德创造之真几说人之  
性”[6](131)，而实然与应然二性又不可并列齐观： 

“生之谓性”所呈之性本就是实然之性，而不是

道德创造之应然之性……但孟子心目中所想之性却正

是道德创造性之性……孟子是就人之内在道德性、道

德创造之真几说人之性[6](131)。 

牟宗三认为，正宗儒家言人性是从人性的积极面

即“自理或德而言性”，而所谓“气性、才性、气质之

性”即实然之本性是人性之消极面，对此当以孟子“君

子不谓性也”的态度来审视之。 
牟宗三结合儒家“心－性－天”的结构对人性所

了本体论的解读中，他认为，儒家对于“性”的规定

大体可以分为《中庸》、《易传》所代表的“天命之谓

性”的“宇宙论的进路”和孟子所代表的“仁义内在”、

即心说性的“道德的进路”。[7](54)所谓天命，并不是人

格神的天作宗教式的命令，而是“天命流行”之命，

也就是“天以其创造之真几流到你那里便是命到你那

里，命到你那里便就是你之性，此是宇宙论式的命  
法”[7](55)。每一个体虽然不同，但一切个体的“性”

来自天的创造真几，这是同一的，因此它具普遍性

(University)[7](56)。他说： 
孔孟之性是从了解仁那个意思而说，所谓“性与

天道”之性，即从仁之为“创造性本身”来了解其本

义。人即以此“创造性本身”为他的性。这是人之最

独特处。……“尽性”即充分实现此创造性之意。这

创造性本身落在人处，为人之性。若从宇宙大化流行

那里看，就是天道。性是主观地讲，天道是客观地讲，

此由仁那个观念而确定。此两面皆为仁所涵，贯通起

来是一个观念。但创造性本身，就是生命的真几。我

们讲恢复性，即恢复创造性本身。……此两点，即为

孔孟立教之中心[7](99)。 
从中可看出，牟宗三的心性论沿袭传统的“天命

之谓性”的路数，即天道的“创造真几”通过“天命

流行”的方式体现于现实的个体上，因此就在前提上

先验地断定了人性之为善的特点。同时，心性的“逆

觉体证”，通过“仁”这个观念又可以呈现天道，使“天

命之性”从人的道德性中得到印证和贞定。如果说性

善论在孟子那里还有较多的伦理色彩，更强调“怵惕

恻隐之心”和“不忍人之心”，牟宗三的人性论则更多

地展示出现代新儒家所具有的宇宙论、存在论的意义，

这自然就更强化或凸显了性善论的超越的根据，这就

使得人性论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宇宙大法的至善性和普

遍性的强力保障，而心性通天所具有的“内在超越”

的特点，也使得人之为善向善具有现实的普遍可能性。 
3. 宋明心学以直觉主义肯定本心仁体之真实性

的“工夫论”与方法论在牟宗三那里也得到“保守” 
在如何把握内在而超越的心性本体这一 高存的

问题上，中国传统儒学提倡直觉为主、理智为辅的方

法论，提倡“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穷神知化”。对

此，牟宗三是赞同且坚持的。与熊十力相同②，牟宗三

反对冯友兰从纯思的抽象逻辑的“理”本体论出发认

为的“良知是个假设”的观点，对于“心性之无限量”，

他主张不可悬空去拟议，只可通过以心性为起点自觉

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通过“智的直觉”③使之

自然“呈现”而为人们所了知。 
牟宗三的心性之学根本上是乐观的，与康德否认

人具有“智的直觉”，不能达到物自体的观点不同，牟

宗三反复引用儒释道三教材料，试图说明人在理论理

性有限的同时具有实践理性的无限性，实践理性或者

说道德理性的“觉照”也就是“智的直觉”，它可以洞

彻本体。因为“本心仁体既绝对而无限，则由本心之

明觉所发的直觉自必是智的直觉”[4](193)。牟氏把是否

承认有智的直觉看做是“中西哲学 大的差异”，认为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人有智的直觉”已经获得“实践

的证立”。因为在儒家心性之学中，成就个人道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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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心仁体总是“连带着其宇宙生化而为一的”。他认

为，本心仁体或曰良知的遍润活动的作用也能创生存

在界。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所谓良知“生

天生地”、“成鬼成帝”都内蕴了道德本性与宇宙本体

至当归一的道理。依儒家的传统，显然只能由此肯定

本心仁体的真实性。 

因而，按照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人必然是人而

神地具有“智的直觉”的，本心仁体既是道德行为的

动源，更是创生万物的、直觉之即创生之的能力“绝

对无限者”[4](98−99)，人们必可以“智的直觉”而洞彻

价值之源和存在之源，从而印证“心、性、天”不异

的特质，他说： 
而由此印证，即见此心此性，同时即通于天。于

是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

天。……共认此道德实践之行，与觉悟之知，二者系

相依互进，共认一切外在世界之道德实践行为，唯依

于吾人之欲自尽此内在之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或

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已的要求；共认人能尽

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

德，或与天地参[1](20−21) 。 
显然，这种高于逻辑理智的“智的直觉”印证的

“心、性、天”合一的良知本体或本心的观念，自然

是非生理、非心理、非逻辑而为经验知识所无法证实

之物，因而也不具有科学真理(而只能是信仰真理)的
意义，但它却是传统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牟宗三整

个哲学体系得以确立的根本方法。 
4. 牟宗三继承了宋明儒学心性论“体用不二”基

础上“内圣开外王”的基本视野 
牟宗三视野下的心性论不是所谓孤立的“内圣之

学”，而是谋求“内圣”与“外王”一致的伦理政治哲

学。可以说，力图以心性论为政治哲学的学理前提，

以心性论为中心安排人生和政治的合理性秩序，这一

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色彩，同样也是现代新儒家

学说的基本风貌。牟宗三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

士宣言》中就指出，所谓外在化看的人的社会政治活

动，都蕴涵一实现人之内在心性的概念： 
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成己之事。

凡从外面看来，只是顺从社会之礼法，或上遵天命，

或为天下后世，立德、立功、立言者，从此内在之觉

悟中看，皆不外尽自己心性之无限量[1](20)。 
心或心性指向现实的“家国天下”政治实践的这

种外在化和客观化特点，根源于它的内在动力。牟宗

三认为，本心不是单纯抽象的存在，而是既存有又活

动，因而必然要在道德实践中体现。此“道德实践”

是一广义的概念，包含道德、政治等人的社会活动和

规范，这个活动和规范源于道德。何谓道德? 牟宗三

解释说，“道德即依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而行之谓。发此

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者，康德名曰自由意志，自发自律

的意志，而在中国的儒者则名曰本心、仁体、或良知，

而此即吾人之性体。”[1](190)因此，道德、国家政治实

践皆心性本体所要求所规定者： 
仁且智的“道德的精神主体”亦不能永远是个人

的，道德的。若只如此，则破裂所显之精神主体即不

能通出去。不能通出去，精神即停滞于孤明而为非精

神，而为不明。所以它必须要披露于个人以外之社会

及天地万物而充实自己，彰显自己[8](117−118)。 
换句话说，国家政治和法律同样是作为“本心”

的绝对精神的彰显和客观化。此本心又是所谓“普遍

的精神实体”。这里就表现出了牟宗三坚持中国传统儒

学“不舍世间”、积极入世，在社会政治践履德行的固

有品质。 
 

二、“接着说”心性：良知坎陷造成 
心性论的新形态 

 
牟宗三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方案和为人类

意义危机提供“解药”而运思筹划自期的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既要为中国开出西方式样的现代民主和科学，

又要超越其庸俗民主和科学神话的困境，这就需要对

传统心性之学作出新颖的诠释，使之能在理论和现实

上更为圆融。这可谓是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工

作的着力点之所在。 
1. 对传统心性论的“内圣”直推“外王”及其偏

重“价值”领域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评 
牟宗三明确承认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

“民主”和“科学”的外王之学，中国历来有道统而

无政统和学统，有治道而无政道。他认为这与传统心

性论“内圣”直推“外王”的方式有着根本的关系，

此种“直推”偏重了“价值”领域而无法适应现代社

会，他说道： 
以往二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

圣的直接延长。……修身齐家在这个时代，不能直接

推出治国平天下；不能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这就显

出现代化的意义。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

国平天下，那就是非现代化[9](254)。 
由内圣直推外王之所以造不成现代化，那是因为

内圣是“超知性”的“圆智”，它与建立在经验和辨解

基础上的现代“外王”(包括逻辑数学和近代意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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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法律)并不是一个运思路向上的，他分析道： 
道德心灵之“智”，一面收摄于仁而成为道心之观

照或寂照，这个直觉形态或非知性形态是非经验的，

所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即不需通过耳目之官之感

触，亦即其知不受耳目之官之限制，……非逻辑数字

的，不是以思想形态出现，故不需通过辨解的推理过

程，故亦不需逻辑的程序与数学的量度，……此为超

知性之智，此可曰“神智”(圆而神之神)，或曰“圆

智”。凡圆智皆是作用表现，而非架构表现[10](50)。 
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

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智隶

属于仁而为其用。摄智归仁，仁以养智，则智之表现，

及其全幅意义，必向“直觉形态”而趋(即向“神智之

用”的形态而趋)，乃为理之 顺而必至者。至其转为

“理解”(知性)，则必经一曲折而甚难。此所以自孔

子后，仁一面特别彰显凸出，而智一面，则终隐伏于

仁而未能独立发展也[8](13)。 
在牟宗三的理解中，正因中国传统心性之学表现

了“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是“理性的内容与运用表现”，

它不是西方式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与“理性的形

式与架构表现”，而后者正是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内在思

维基础。中国文化中“智隶属于仁而为其用。摄智归

仁，仁以养智，则智之表现，及其全幅意义，必向‘直

觉形态’而趋”，国人便只能成就“道德的主体”和“艺

术的主体”，成就不了西方式的“思想的主体”和“政

治的主体”，故而不能开出现代化的科学和民主政治、

国家法律。 
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若孤悬于价值世界，

两个世界分而不合，则这显然不符合儒家心性本体遍

润价值与存有两界的题中本义，而儒学作为古今中外

一切哲学中 具哲学特质的“哲学原型”和“德福完

满的”“圆教”的宣示也就无法得到充足证明。在现代

社会中由“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在牟宗三

看来就是儒学之第三期发展即当代发展的任务。 
2. “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发明造成心性论哲学新

形态 
尽管对价值与事实两个世界之间需要沟通融合新

儒者们都有清醒的意识，(如熊十力就提出了由“性智”

发用为“量智”)但毕竟还没有在哲学的高度展开理论

的建构。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由牟宗三所说的

“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的绝对实体”(此“绝对实

体”，牟宗三亦以儒家的“良知”或“知体明觉”名之)
开出“识心之执(感性和知性)”，或者说如何实现从从

“无执的存有论”下开“执的存有论”，从而能充分证

明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的贯通的有效性。 
牟宗三在他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把这种转化

的方法论提炼为道德主体的 “自我坎陷”(前此也有

“暂忘”、“暂退”的用法)并作了赋有哲学思辨意味的

表诠： 
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

解理性……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

否定)：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

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在此一转中，观

解理性之自性是与道德不相干的，它的架构表现以及

其成果(即知识)亦是与道德不相干的[10](58)。 

牟宗三指出： 
此步开显是辩证的(黑格尔意义的辩证，非康德意

义的辩证)。此步辩证的开显可如此说明：(1)外部地

说，人既是人而圣，圣而人……则科学知识原则上是

必要的，而亦可是可能的，否则人义有缺。(2)内部地

说，要成就那内部地说的必然，知体明觉永不能永停

在明觉之感应中，它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

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始能使物成

为“对象”，从而究竟知曲折之相。它必须经由这一步

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实现其自己，此即所谓辩证的

开显。它经由自我坎陷转为知性，它始能解决那属于

人的一切特殊问题，而其道德的心愿亦始能畅达无阻。 
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其自觉地从无执

转为执。自我坎陷就是执。坎陷者下落而陷于执也。

这一执就是那知体明觉之停住而自持其自己。所谓“停

住”就是从神感神应中而显停滞相。其神感应原是无

任何相的，故知无知相，意无意相，物无物相。但一

停住则显停滞相，故是执也。执是停住而自持其自己

即是执持其自己[5](122−123)。 
正因为不开显出知性则“人义有缺”，而神感神应

的“知体明觉”也自觉地要求自我否定而走向知性之

执，即转变为主客对立的“认知主体”并借以解决“属

于人的一切特殊问题”，“道德的心愿”由是方能圆满。 
牟宗三承认，他所谓良知自我坎陷作为“辩证的

必然性”是以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自我异化，不断变

现为自然、人类社会与人类思维的“精神之内在的有

机发展”观为理据的，因而“坎陷”约略相当于黑格

尔哲学中的“异化”。既然是良知本体具有精神实体和

历史精神的普遍性格，而且它们必然要求外在化、客

观化，那么，在人类各个民族国家中“有机地发展”

就不成为问题了，中国文化从良知出发必然会走到“坎

陷”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地步，这是良知本体

的内在要求。相同的，西方也必然会在知性文化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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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向“良知本体”的飞越。知性文化与“识心之执”

必须服从德性优先原则，必须由心性本体与“知体明

觉”对其进行价值范导和意义提撕。即： 
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从物始能知物，知

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

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在

行为宇宙中成就了知识宇宙，而复统摄了知识宇    
宙[11](252)。 

相对于道统，坎陷民主与科学只是手段，而非根

本目的，两者仍然是体用、经权、真俗、本末的关系。

人类需要识心之执以发生科学民主，但后者亦需要道

德理性的疏通与提撕。良知向知性文化的“自我坎陷”

与知性文化向“良知本体”的复归，这在牟宗三看来

正是道德理性臻于充实圆满的必然要求，或者是“全

幅人性”全面展开自己的合理表现，两者并不矛盾，

他认为“假如人类同时须要两种东西，它们性质形态

不同，不能互相替代，那么，人类除了让它们以 合

理的方式并行，是别无他法的。”[7](91−92) 
牟宗三以“良知自我坎陷”说打通传统儒学心性

论中所隔阂的两个世界，证立道德的形上学，这正表

现出了现代新儒学基本的发展线索。从儒家思想的内

在立场来看，牟宗三正是继承了心学“心外无物”的

传统，既摄物归心又推心及物，既摄知归心又扩德成

知，堪称证立了儒家圆教的现代形态，为贯通儒学的

“内圣外王之道”疏通思想理路，从而解决了现代新

儒学发展中面临的时代课题。 
 

三、简短的评述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

着说，心、心性、道体、心体、性体的概念都得到了

“保守”并被赋予了道德理性、普遍的精神实体等新

表达。作为牟氏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心性本体同样

是一切价值和一切存在的根源，是只能直觉之不可思

量之的人和宇宙共有的本质，它即体即用，既存有又

活动，遵循“精神之内在的有机发展”的辩证必然性，

既能“自我坎陷”成“知性主体”以成立现代民主科

学，“识心之执”又必要向“良知本体”起一复归以获

得意义安顿，从而思辨地建构起以“无执的存有论”

“执的存有论”相结构的“道德的形上学”，表现了推

进传统心性论新发展的学理特点，因而，从某种意义

说，牟宗三确实是儒家现代心性学理论的系统建构者。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无疑也蕴含了诸多复杂而内

在紧张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只拟作一个概括的点

明。我们认为，牟宗三心性本体，至少导致有这样几

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辩难批评： 
第一，牟宗三心性论为核心的新儒学，哲学地表

现了对于宇宙世界作整体把握的形而上学迷恋。牟宗

三新儒学坚持将心性的抽象原则放在核心位置，并赋

予其“一切价值之源”和“一切存在之源”的 高实

在的规定，延续着儒家传统的天道信仰倾向。在一个

“拒斥形而上学”的“去魅”时代，如此执著“直觉

之即创生之的”作为“绝对无限者”准神学的“本心”

概念和“内圣”的宰执意义，既表现了其作为儒者对

传统的固守，同样也显得很不合时宜。心性论框架既

然认定心性本体是真理唯一的和 后的根据，万化万

物只有一个来源、一个价值依据和一个内在动力，因

此也就必然导致一元论思想文化的强制性格，由此则

容易造成对多元思想的排斥。如何解决心性论形而上

学的真理权威性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文化的多样性发

展之间的矛盾，是个根本的难题。 
第二，心性论儒学中的“本心”所具有的价值根

源、存在根源的本体特性，在牟宗三看来只能依靠“智

的直觉”来把握。这种“智的直觉”显然是超越感性、

知性的，由此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所印证出来的所谓本

性或本心的观念，并不是经验知识所能证实(虽也不能

证伪)的东西，不具有科学真理的意义，因而不具有可

普遍接受与应用的价值，至多不过是一种信仰的“存

在”。包括牟宗三在内的新儒者们以直觉为体，理智为

用，视整个知识领域为低一层次的活动，对知性学问

而言难以有足够的平等对话、和衷共济的气度，这对

知性学问和科学的发展而言，多少是一种阻碍的影响。

而从哲学认识论的思维形式上看，逻辑理智与“智的

直觉”都是高于感性经验和感性直觉的思维方式，二

者处于同等的理性认识地位，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内有

不同的应用方法，它们是相辅相成而没有任何优劣上

下的属从关系。 
第三，和其他新儒家一样，牟宗三在人性论上一

味乐观地强调“性善”，并以其心性论解释人性论，用

存在论证明性本善，而抱着善良的愿望把人的自我价

值说成是宇宙本体，其实正反映了一种道德中心主义

崇拜症，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也容易

膨胀出余英时所讥刺的“良知的傲慢”和“金字塔尖”

的精英主义人格心态④[12](217−218)，这无疑不适合多元化

时代需要，反“精英文化”或反“精英主义”的声浪

在西方高潮便是这一趋向的明确标志。而与牟宗三等

新儒家人性善论者相比较，现代社会学对于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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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地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⑤[13]，历史唯物论的立

场也告诉我们，美好人性之所以可能也并不需要从某

种先验而至善的绝对心性出发，而是从社会和经济环

境的科学规划与改造出发，去实现对人性趋向善良的

范导。 
第四，牟宗三以“良知自我坎陷”说为“识心之

执”及其支持的民主科学开路，从而沟通价值事实两

界。这虽然表明了儒家的道德理性对产生和发展民主

科学的容忍，是对心性论的一种现代修正方式。但也

正是这种“暂忘”、“中立”、“ 坎陷”，表明民主科学

的产生和发展别有人本意义上的依据与根源而不必隶

属于道德价值，或者说这至少就揭示了价值与事实两

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规则。而牟宗三念念不忘的

良知的“自我坎陷”与知性文化向“良知本体”的复

归， 多说明了科学与民主需要的是知性思维的发用

并需要给予价值与意义向度的思考而已，但这恰恰在

深刻上暴露了良知本体的有限性和对特定领域问题上

“根据”的失效，揭示了心性本体作为“一切存在的

根源”的绝对性地位的虚弱性，或者说心性本体不是

无限和绝对的，它的失效与虚弱说明其同样是有限而

相对之物。我们认为，理智与直觉是互补关系，其转

化也是在一定领域的一定限度之内，是有条件的。儒

家的心性本体即道德直觉不能“直觉之即创生之”，也

不能直接转化为科学领域内的逻辑理智，即使在社会

领域内道德直觉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学、法律学的

理论和实践。 
张立文先生在评论新儒家的心性学理论时就指

出，这种内圣心性之学的哲学理论，既不能解决人的

精神惶惑、形上迷失、人生危机，亦不能“直通”或

“曲通”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

是西方之树结出的果实，若把它移植过来，无论是“直

通”还是“曲通”，都可能成为逾淮之桔。因此，必须

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这种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脱

离，说明它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与时代精神的呼唤，

不相契合。”[14](84−85)用这段话来总体评价牟宗三的新

儒家心性论同样很适用。 
总之，心性论既是牟宗三创造其现代新儒学思想

的核心命题，同时又对其新儒家思想以致命的束缚，

从形而上学角度强调其心性本体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

抹煞经验现实；而从实证主义角度肯定现实则可能导

致对本体的根本否定，从而动摇其整个理论和信仰的

基础，只要不摆脱心性论框架，其表现出来的“唯人

文主义”的“价值一层论”的理论偏失也终究无法得

到克服，而这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一个难于克服的根

本理论困境。 

 
注释： 
 
① 有论者指出：“为了使儒学在现代复兴起来，熊十力一生中所作

的 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体用不二’原则重建儒家的本体

论系统，奠立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根基。”详见参考文献[2]. 熊十

力的这个“本体”，就是以心性论为核心的义理。天理内在于本

心，本体也就本心。他说：“物各具之心，既是宇宙的心；宇宙

的心既是一一物各具之心。”“唯吾人之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

万物同具的主体，不可认习心作真宰也。”“即为吾身之主，则

也为之本心。故言此心，实非吾身之所得私也，乃吾与天地万

物浑然同体之真性也。然则反之吾心，而已得天地万物之本体。”

详见参考文献[3]. 
②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皆持直觉为体、理智为用之论，熊

十力认为，本体不是由经验知识之“量智”认识的，而是由所

谓“性智”对本体的直觉也就是牟宗三讲的“智的直觉”而证

悟的。唐君毅、徐复观亦持相同之论。 
③ 所谓“智的直觉”，康德又名为“理智直觉”，指一种上帝才有、

直觉之即创生之的能力。但康德否认人具有“智的直觉”，不能

达到物自体的观点不同，牟宗三借用这一观念，意在肯定依儒

家传统，人之仁心或良知即具有这种既发生道德行为又“呈现”、

创生存在世界的能力，他称之为“存有论的呈现(实现、创生)
原则”(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reative> actualization)。 

④“良知的傲慢”一词系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论》中首创，他

分析了新儒家们固守传统“道统论”而以现代教主自居的心理

结构和文化做派，指出“新儒家的‘良知的傲慢’是受现代‘知

性的傲慢’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详见参考文献[12]。 
⑤ 社会学家肯特利说道：“关于人性方面，没有一样是固定的、静

止的和毫不变更的，我们可以说，人性是没有一种准确的特征

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流动而经常在变化的，……人性之所以

特别表现了某一时期任何集团的特征，是因为有许多情形供这

种集团中的个人教育成长的缘故，唯一能依照我们意志制造人

性的方法，就是在科学方面规划出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环境来。”

详见参考文献[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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