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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喜歡孟子，總覺得他咄咄逼人，而又常常強詞奪理。如果先觀察一

下當時的環境，或許你不會這麼怪他，反而更能「同情」他的好辯： 

孟子生活在戰國初年，群雄並起，爭霸天下。據《孟子‧滕文公下》記載，當時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再加

上莊子之學也在此時興起，可見這是一個百家爭鳴、儒學岌岌可危的時代。孟子

一生攘斥異端，採用高昂激辯的語氣，恐怕是一種必然的步驟。最起碼到了戰國

末期，《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家學說終於站穩了歷史地位，

這時儒家有八派之眾，「孟氏之儒」也在其中。換言之，孟子的「好辯」創立了孟學

一派，也收到了他的功效。

孟子當時，批判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不遺餘力。有些論辯，不得不說

是強詞奪理。這是因為他考慮問題時，有時不是從理性的邏輯的觀點出發，而是

採取直指本心的方式，要求對方給一個良心上的道德價值判斷的說法。《孟子‧

滕文公上》記載一則故事：有位墨家信徒站在民不聊生的立場，主張節葬；孟子卻

質問對方，萬一因為節葬而讓父母屍骨遭野獸啃噬，情何以堪？孟子以「反求諸

己」的方式，讓人的本心本性說話，從而達到儒家重視「民德歸厚」的教化目的。

　　為了實踐儒家聖王之治的理想，孟子提出「性善」的主張，為人性尊嚴立下基

礎，肯定「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就是說人人皆有成聖成賢之可能。或許我們可以

問：既然「人之初，性本善」，那麼「惡」從何處來？孟子固然說過：這是人「自暴自

棄」（《孟子‧離婁上》）、「放其心而不知求」（《孟子‧告子上》）的結果，因此必須「存心養

性」（《孟子‧盡心上》），切莫陷溺於惡質的物慾環境之中。不過，更值得我們省思的是

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其實他承認與生俱來的「性」，有

其口腹之慾的本能，可能會流向惡質的一面，但那是人與禽獸所同然，「君子不謂

性也。」（《孟子‧盡心下》）因此，孟子所說的「性」，是人獨有的「人性」，也就是人心性

中的「善端」。嚴格來說，這是「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

‧公孫丑上》）的一種內心隱然不安的觸動，也正是人心能作價值判斷的根由。

　　於此可以岔開一話題：孔子也主張性善嗎？孔子不曾明示人性善惡的看法，

《論語‧陽貨》只記錄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裏只強調「人性」原本十分

相似，後來行為殊途乃受外在環境影響而來。而在《論語‧陽貨》另一章，宰我主

張順應自然界一年一循環的周期，將守父母三年之喪改為一年之喪時，孔子一樣

採取直指本心的方式，逼問宰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這裏要求對方作

一個良心上的道德價值判斷，不料宰我態度堅定地回答：「安！」至此，孔子無話

可說，只得由他去也：「汝安則為之！……今汝安，則為之。」孔子反復申說的是良

心安不安的問題，終究難解宰我之惑；但也由此看出孔子內心恆有一道德價值判



斷的理據，後來的孟子真不愧為孔門之徒，性善說實已將孔聖人之學發揚光大。

孟子由心性論出發，而後有「知言養氣說」，以提振人的道德勇氣，進而提出

「仁者無敵」的政治理想，此即「人禽之辨」、「義利之辨」、「王霸之辨」，構成一脈

相承的完整架構。《孟子》書中最豐富的言論，是與當代國君大臣的辯論，「養生送

死」（《孟子‧梁惠王上》）、「與民同樂」（同上）、「以德服人」（《孟子‧公孫丑上》）、「仁民而愛

物」（《孟子‧盡心上》）、「民貴君輕」（《孟子‧盡心下》）……等說法，如泉湧而山出。當我

們回想起這種種言論，都是出於一位風塵僕僕的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的急切

用世之心，即使弄得「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滕文公下》），國君甚「勃然變乎色」

（《孟子‧萬章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依然不改其初衷，

滔滔不絕為生民請命，那飽富人道終極關懷的使命感，也真令人佩服的無以復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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