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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

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

《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

“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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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乃是以儒家作

为主流所决定的那个文化生命的方向以及文化生命

的形态”［１］，而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儒家思想中仍有

许多内容能够为现代人所吸收和借鉴。尤其是中国

人正面临着道德信仰的逐渐缺失与人生价值观的不

断异化，我们应该可以更好地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

用以指导我们精神家园的重新建设。其中，在儒家

所提出的“知、仁、勇”思想里，蕴含着对人的人生意

义及其价值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这对于我们重塑人

生信念、构筑完善的理想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

一、儒家“知、仁、勇”思想的

精神旨趣

　　在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庸》里有这样一段话：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

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

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

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

家矣。”［２］《中庸》把社会生活中最高的“道”归结为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这５种最基本的人际

关系。它认为，如果人们能够从自身出发，把身边这

５种基本社会关系处理好就合乎“道”了。而所谓

“道”或者“达道”则是指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那么

人们应该怎样将它具体落实下来呢？《中庸》指出，

主要有３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需要人们去奉行，即

“知、仁、勇”三达德。自孔子始，“知、仁、勇”思想便

被儒家视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和修养功夫。而《中

庸》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把“知、仁、勇”思想所彰显的

儒家精神内蕴向下落实，以便能够用其维系人类社

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儒家

“知、仁、勇”思想作为一种行为指导，其约束的对象

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而人的天资与际遇是不尽相同

的，但是人们有相同的奋斗目标，即儒家所提倡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路。《中庸》这



里所表达的也是与此相同的精神追求，即通过“知、

仁、勇”三达德来修养自身，然后推而广之，去影响

身边的其他社会成员，最后达到天下国家的安定与

繁荣，这就合乎《中庸》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道”了。

《中庸》的这段话语言虽然十分平实，内容却非

常丰富，如果仔细推敲该段文字背后的深层意义，就

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能够指导我们人生实践所需要的

深刻哲理，这就是儒家思想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

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儒家思想有着强烈的“理性精神”传统，对中国

古代社会影响至深。在这一思想取向的影响下，中

国的先贤坚信，人类文明是人类自身通过艰苦卓绝

的努力一步步地开拓出来的，并没有“神灵创世”的

痕迹。因此，儒家文化对中国后世传统的影响始终

不是神学的，而是“人文”的。在这种“理性精神”的

影响下，儒家首先承认人的肉体生命价值，《孝经》

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３］的传世名

言。儒家也认为，人的生命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物

质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人应该从精神生命的高度理

解人的价值。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

被赋予了道德属性，“天生德于予”［２］。同时，人又

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他总是以自身为主体性去考

察整个客观的世界，而这种主体性的存在依据便是

人的道德本性。那么，儒家所认定的人的精神价值

及其理想人格具有哪些德性呢？其实就是《中庸》

所提倡的“知、仁、勇”三达德。正如南宋陈亮的观

点，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就是“智仁勇之达德兼

具于一身的超世迈往之才”［４］。儒家把仁人志士对

“知、仁、勇”三达德的努力体认视为实现其理想人

格的基本途径，认为一个人的人格生命如果要得到

整体的展现，首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不断

丰富自己的知识，同时也要积极要求自己在为人处

事的时候要待他人以仁爱，最后还要努力培养如孔

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而取义”一样的勇气。

至此，儒家把自己所倡导的精神内涵外化于世人的

道德实践中，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指向，这也是儒家

思想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儒家“知、仁、勇”思想的

基本内涵

　　《中庸》提出的“知、仁、勇”的思想，在儒家的开

山之祖孔子那里被视为重要的思想范畴而多次进行

阐释。在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中，“知”、“仁”、

“勇”并举的情况出现过２次，即“知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２］的著名论断。在《论语》中孔子并

没有将“知”、“仁”、“勇”并称为“三达德”，但已经

有视这三者为一个整体的意思了。而《中庸》第一

次明确提出“知”、“仁”、“勇”为成就人类理想人格

的重要德性，这三者更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知、仁、勇”作为一个思想整体，要求人们全面地培

养自身的各种德性，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以

“仁”为根基，“知”、“勇”为辅助，“知”是对“仁”的

内在滋养，“勇”是对“仁”的外在彰显，“知”、“仁”、

“勇”三达德共同推动人的德性的不断成长。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拥有“知”，也就

是智慧，它使人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和社会，进

而开始思考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生问

题，不断探究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南宋朱熹

曾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２］而此“知”的第一要

义就在于“学”，所以《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在

这里，“学”不仅仅是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而提

高自己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涵养

自己的道德品格。儒家认为，人的本性并无是非善

恶之分，而由于先天气质类型的不同，人表现出不同

的天赋与性格。但是，如果任由其本性自然生发而

不加以引导，则会因为受到内心欲望和外界环境的

影响，而使其向不利于德性成长的方向发展。因此，

就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涵养自己的德性，提高自

己的道德水平。孔子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学习的人，

《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而后亦有“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等励志名言。孔子所言之“学”，虽然

外在的表现形式为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其实质是蕴涵于“六艺”之中的精神价值追求。这

种追求一方面在于古人趋善避恶的心理本能，进而

转化为对崇高道德操守的推崇；另一方面则在于孔

子自身的生命体认：世人理想人格的塑造是理想社

会得以实现的基础，所以“修身”才能“治国平天

下”，其主要表现是有教养的言行举止和对人的欲

望的合理节制。总之，孔子及儒家认为人不能仅仅

局限于“率性而为”，而应通过不断的学习来通达人

何以为人的道理，使自己性格中的不足之处得以完

善，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

儒家所讲的“知”，也即是做人的智慧，其全部

内容及思想内涵皆依据于儒家“仁”的规范而显现

其精神价值。“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所有

道德条目的生长始基，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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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归宿点。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

“仁”时说：“仁，亲也，从人二。”清代段玉裁注释：

“亲者，密至也。从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

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５］

这就是说，从字源上看，“仁”是用来解释人与人之

间亲密无间关系的范畴。《中庸》里将人世间最高

的理念“道”归结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这

５种基本社会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孔子“仁”

的思想的精神内涵。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仁”的

精神价值的体现在于人的情感的充分表达，儒家思

想往往将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归结为人们之间情感

的需要与满足，这是人类社会最浅显、也是最深沉的

互敬互爱之“情”。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兄弟有

“情”，就会对他们行以孝悌，对邻里、乡亲乃至社会

他人有“情”，便会对他们行以仁义。同时需要指出

的是，儒家思想中所指的“仁”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

概念，“仁”的精神价值要通过社会实践来不断展

现，从《中庸》“力行近乎仁”一语中可以看出，儒家

关注的“仁”并不只是作为理念建构的哲学概念，更

重要的是在日常具体行为处事中对“仁”的践行与

体认。

由上述可知，“知”与“仁”均是儒家思想体系中

的重要道德范畴，旨在要求人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运

用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孝、悌”诸德目来涵养、扩

充自己的善良本心和道德品格，积极塑造儒家所推

崇的理想人格。而在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中，

“勇”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品

格。在儒家提出的“勇”的思想具体包含了３层涵

义：第一，“勇敢是出于保持基本的善的需要而抵制

对于疼痛和危险的本能恐惧的道德力量。”［６］这种

“勇”通常表现为人在面对外在危险时敢于作为的

一种能力，往往与人对其自身行为的价值判断相联

系，一般须有“义”来节制与规定。第二，“勇”的思

想中亦包括一种敢于放弃的精神，对于并非关乎道

义的原则性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去较劲钻“牛角尖

儿”，这时候可以果断地选择放弃，换一条思路思

考，也许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当代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勇于选择放弃有时候可以

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份安慰，使自己生活得更加快

乐。第三，从儒家修养工夫方面说，儒家“勇”的思

想则表现为“完全着眼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平和、宁

静、坦荡，强调在危险与诱惑面前内心不为所动的

‘定力’。”［７］从这 ３个方面，我们基本把握了儒家

“勇”的思想内涵，认识到其主要作用在于为世人成

就自己的理想人格提供连绵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儒家“知、仁、勇”思想的

当代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

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天

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８］成为现代

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追名逐利的社会里，人们

往往为了满足生计的需要而奔波操劳，也常常为了

追逐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对精神家园的维护，精神空

虚无所寄托成为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里，儒家的“知、

仁、勇”思想正可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指导人们通

过不断体认其精神内涵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从而

重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一种对

外在价值的需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对内在

精神价值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人们沉溺于有限的

物质世界而不能自拔，并逐渐因为物质的匮乏而陷

于纷争，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样人类

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物化”的世界，人类的精神价值

便无从谈起了。而儒家的“知、仁、勇”思想提出人

与人之间应当用“情”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体现为

一种深刻的群体本位意识，这也符合儒家所追求的

“仁”的终极目标。儒家还发现，如果想要在复杂的

社会中安身立命，仅有作为人善良本心的“仁”往往

不够，还要有“知”（人生智慧）与“勇”（刚毅的性

格）的辅助方可。有了“知”，人们才能真正地了解

社会、认识自己，才能知道在人生的路途上应如何去

行动；而有了“勇”，人们就有了积极践行“仁”的精

神动力，不断彰显本性中的积极因素来完善自己的

理想人格，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愿望。因

此，儒家所言之“知、仁、勇”三达德的根本精神“乃是

可以坚忍奋发，实践所有潜能，所以伟大的成就即是

价值的实现，这就是人生之根本意义所在。”［９］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和特征，儒家思想在漫

长的古代社会中虽然几经沉浮，但一直深深地根植

于人们的心中，指引着人们走过一个个历史的“黑

暗”，迎来一个个文明的“曙光”，儒家“知、仁、勇”思

想在古代社会一直被视为重要的个人修养工夫和思

想理念。到了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居于统

治地位，而中国社会也广泛与西方世界展开深入交

流，中国人的价值观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儒家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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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陷入低谷。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

程，却也使得中国人在人生意义问题上产生疑问，并

逐渐迷失于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之中。检视当前社

会，人们掌握的知识不可谓不丰富，学习能力不可谓

不强，现代人也并不缺乏拼搏向上的“勇气”。但就

儒家看来，如果没有“仁”的思想作为精神指引，人

类社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

界，即所谓的“达道”，而作为个人的理想人格也不

会得到完整的彰显。反过来说，儒家思想所期许的

理想人格也包括个人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全面发

展，这就要求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使自己

在精神境界上达到足够的高度，然后通过不断践行

来使这种道德素养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

改善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因此，重新发掘儒家

“知、仁、勇”思想的精神内涵，为传统儒家思想注入

现代因素，进而使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社会发挥

重要作用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结　语

　　在儒家的“知、仁、勇”思想范畴中，我们可以强
烈地感受到儒家在对社会道德观念的高度关注和提

高人格生命上所体现的精神意蕴。儒家思想也正是

因为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因而

始终能够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这也就是

我们重新整理、发掘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动力所

在。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将其“所有一般观念根植

于对已存的习俗、学问和历史先例的缜密的研究之

中，它独自许诺将个体完全一体化于他的文化、社会

和宇宙之中，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之

一”［１０］，而儒家“知、仁、勇”的思想则在这个一体化

过程中，不断与人的生命实践相结合，指引人们按照

社会的需要编织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标，并不断探求

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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