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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研究　

从修身视角论孔子学说与爱默生思想的契合①

雷火香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孔子与爱默生在修身思想上存在契合点。孔子和爱默生都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因而他们都非常重视道德的

自我修养，这必然导致他们对理想人格的特别推崇。孔子学说与爱默生思想的契合，说明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有着

相似的文化遗产，这为文化批评模式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之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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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的主要言论收集在《论语》里，他的学说在儒家经典著作“四

书”（包括《大学》、《中庸》、《孟子》、《论语》）中有详细的阐释与发展。孔子学说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

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爱默生（１８０３—１８８２）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爱默生的主要著
作包括他的散文作品（主要包括《论自然》、《美国学者》、《神学院致辞》、《随笔 Ｉ》、《随笔 ＩＩ》）以及他的
鸿篇巨著《日记》等。爱默生思想对美国文化的独立与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研读孔子的《论语》及爱默生的散文作品，我们发现孔子学说与爱默生思想在诸多方面存在着

契合。本文拟从修身论的理论基础、修身论的主要内容及修身论的人格典范来探讨孔子与爱默生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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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思想上存在的契合点。从修身视角论述孔子学说与爱默生思想的契合旨在为文化批评模式下的大学

英语教学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的研究提供可行性的理论依据。

一　关于人的可完善性①

孔子和爱默生都坚信天赋人以人性，因此两位哲人都相信人的可完善性［１］１１６－１２４。“人的可完善性”

观点是他们的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换言之，“人的可完善性”观点是孔子和爱默生在修身思想上的第

一个契合点。

１．孔子的“人的可完善性”观点
孔子坚信人性乃天赋②。在孔子看来，人的内在的道德力量根源于超验的天，人的道德实践和社会

责任感都源于超验的天。当宋国的桓?打算加害孔子的时候，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篇》）当孔子被困于匡地时，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

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可见，孔子相信人本身就具有一种

内在的道德力量及一种神圣的使命。孔子因此提出他的著名的人性论命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篇》）孔子的这一人性论命题高度概括了人性的共同性和稍许差异以及后天的可塑性。

既然每个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那么普通人的人性与圣人、仁人的人性是同一的，普通人与圣人仁人有

着共同的内在本质。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仁人的内在人性依据［２］。孔子充分肯定了每个

人开发自我和完善自我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就是孔子的“人的可完善性”的观点。

２．爱默生的“人的可完善性”观点
爱默生坚信上帝普遍存在于人心③。在爱默生看来，上帝通过人而发挥作用，没有人就没有上帝。

爱默生在《神学院致辞》中写道：“一个人如果在本质上是正义，那他便会因此成为上帝。上帝的安全，

上帝的不朽，上帝的权威都随着正义 进入他的身体。”［３］１７１在爱默生看来，所有的“善”的源泉存在于自

己的身上。爱默生在“论超灵”中写道：“人身上却有着整体的灵魂；有着明智的沉默；有着普遍的美，每

一点每一滴都跟它保持着平等的关系；有着永恒的‘一’。”［４］４２５在爱默生看来，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和

上帝那样至善至美的完美境界。在《论自然》中，爱默生曾写道：“谁能限制人的各种可能性呢？“亚当

所有的一切，恺撒所做到的一切，你也都有，你也都做得到。”［３］２６１－２７１可见爱默生深信，每个人的发展潜

力无可限量；只要积极向上、潜心修养、完善精神，他就能成为完人。爱默生充分肯定了每个人开发自我

和完善自我的无限可能性。这就是爱默生的“人的可完善性”的观点。

３．孔子与爱默生关于“人的可完善性”之契合
孔子崇尚人性乃天赋，认为人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及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因而坚信每个人都

具有成为圣人仁人的内在人性依据。爱默生崇尚上帝普遍存在于人心，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上帝的至善

德性，因而坚信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和上帝那样至善至美的完美境界。可见，孔子和爱默生都因崇尚天

赋人以人性进而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并把“人的可完善性”观点作为个人进行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由

是观之，人的可完善性观点表明了每个人都有成圣成神的可能性；人的可完善性观点确保了人的尊严以

及人的无限的自信。一句话，关于人的可完善性观点成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动力源，为实现理想人格

提供了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２４

①

②

③

关于“人的可完善性”是１９９６年钱满素在其著作《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中提到的观点。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相信个人的自足，相信人的可完善性，相信自我改造的可能性，这大概是爱默生和儒家之间最契合的部分。”“比较儒家所形容的君子和

爱默生所推崇的‘完整的人’或‘思索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的哲学基础都是人的可完善性。”

关于“人性乃天赋”是１９９９年刘岩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中提到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这个人性乃天赋的
观点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的其他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关于“上帝普遍存在于人心”是１９９８年史志康主编的《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中提到的理论。书中写道：“爱默生将上帝普遍存在
于人心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每个人的灵魂都无一例外地被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上帝赋予了精神

直觉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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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自我修养
孔子和爱默生都坚信人的可完善性，因而两位哲人都特别重视道德的自我修养。在孔子和爱默生

看来，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修身来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自我修养论是他们的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换

言之，自我修养论是孔子和爱默生在修身思想上的第二个契合点。

１．孔子的自我修养论
孔子坚信人的可完善性，因而非常重视修身。孔子的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表现在：“尊仁重

德”、“求仁”与“行仁”、“人的自省”。

孔子修身思想的根本内容是“仁”和“德”。孔子说：“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

是。”（《论语·里仁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篇》）孔子坚信每个人都是“求仁”和“行仁”的主体。孔子认为“求仁”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天生本质，他

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

在孔子看来，人自始至终都含有一种主体的能动性。至于如何“行仁”，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

语·雍也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应该转向自我去进行修身以完善自己。孔子因此特别提倡“人的自

省”。正如孔子所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卫灵公篇》）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吾

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孔子的门徒孟

子曾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不管是孔子的“见贤思

齐”、还是曾子的“三省吾身”抑或是孟子的“反求诸己”，讲的都是人们应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自省以修

养个人的品德。

２．爱默生的自我修养论
爱默生坚信人的可完善性，主张“个人的无限潜力”、“人的潜力是取之不竭的”［５］３１，因而非常重视

修身。爱默生的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表现在：“道德感的直觉”、“求善”与“行善”、“人的自化”①。

爱默生相信道德情操的至高境界应当向人的内心去求索。爱默生因此提倡“道德感的直觉”。在

《神学院致辞》中，爱默生写道：“道德感的直觉是对心灵法则完善程度的洞察。这些法则自行其是。它

们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不受形势限制。因而，对人灵魂里的这种正义的回报是即刻性的和完全性

的。”［３］１７０－１７１在爱默生看来，“求善”就成为个体的内在欲求。爱默生在“论超灵”中写道：“最单纯的人

在真心诚意崇拜上帝之时就变成了上帝。”［４］４３９可见爱默生相信人只要洞察自己内心的灵魂就可以找到

内心的上帝。爱默生因此认为“行善”是道德主体的自主的选择［６］。爱默生在《神学院致辞》中写道：

“行善者立刻会变得高贵，作恶者立刻会变得渺小。抛弃不洁，便是增添了纯洁。”“当人做善事时，他就

会拥有大自然的全部力量，因此强大无敌”［３］１７１－１７３。在爱默生看来，一个人必须进行自修以充分发挥心

中的善性。爱默生因此特别提倡“人的自化”。爱默生在《论自助》中写道：“人更应该学会觉察和关注

在他内心里一闪而过的思想之光。”［７］１９５爱默生的“人的自化”主张的是终生的教育、内省的求知和精神

的启迪。爱默生曾说：“相信你自己：每颗心灵都会随着那强劲的丝弦而搏动”［７］１９５，“积聚一生的修养，

时时有力地展示你自己的才能”［７］２２７。

３．孔子与爱默生关于“自我修养”之契合
孔子和爱默生都坚信人的可完善性，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修身来完善自己，因而两位哲人都非常

重视道德品质的不断完善，即道德的自我修养。孔子的“求仁”与“行仁”强调的是人进行自我道德修养

的主体能动性，爱默生的“求善”与“行善”强调的是主体对道德修养的内在欲求和自主选择。可见两位

哲人都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或自主选择。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转向自我去进行修身以完善自

３４

① 关于“人的自化（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ｕｒｅ）”来自于ＪｏｅｌＰｏｒｔｅ＆ＳａｕｎｄｒａＭｏｒｒｉｓ在２００４年编写出版的《爱默生》（ＲａｌｐｈＷａｌｄｏＥｍｅｒｓｏｎ）这本
书。书中原文为：“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ｎａｔｅｉｎｎ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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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因而提倡“人的自省”；爱默生认为一个人必须进行自修以充分发挥心中的善性因而提倡“人的自

化”。可见，在两位哲学家看来，一个人应该转向自我去寻求内心的力量与真理以不断地完善自己。由

是观之，孔子和爱默生都把道德的自我完善看作对一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这必将导致他们对理想人格

的特别重视。

三　关于理想人格①

孔子和爱默生都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因而两位哲人都特别重视理想人格的典范作用。在孔子和

爱默生看来，“理想人格观”是他们的修身思想的终极目标。换句话说，“理想人格观”是孔子和爱默生

在修身思想上的又一个契合点。

１．孔子的理想人格观
从孔子开始，理想人格就成为儒家所强调追求的人生目的。儒家所谓的理想人格，就是强调主体的

自觉与超越，即一个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讲求修身养性，培养气节，锻炼意志，重视品德操守，充

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执着地追求真善美；同时要发奋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有救邦国于危难、拯民

生于涂炭的理想，并应该努力地去践履［８］２０。孔子的理想人格典范是“圣人”和“君子”。

在孔子的心目中，最完美的人是“圣人”，而圣人的最好体现是仁人或成人。如《论语》中记载着孔

子的话语：“仁者爱人。”（《论语·雍也篇》）、“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

矣。”（《论语·宪问篇》）又如《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

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篇》）可见圣人担负着“爱人”、

“见危授命”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重任。但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予以关注的是“君子”。在孔

子看来，“君子”以高风亮节感召世人，如《论语》中这样记载着：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论语·宪问篇》）孔子于是把自己实现政治、道德、伦理主张的愿望完全寄托在理想人格“君子”

身上。在孔子看来，培养理想人格的目的在于“行道”：“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篇》）、“行义

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篇》）可见，孔子崇尚的理想人格不仅表现为对道德的自主选择，而且表现为

一种社会责任感［６］。

２．爱默生的理想人格观
在爱默生看来，每个人都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振兴和发展。爱默生心中的理想人格就

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与“超灵”结合为一体，并向一切众生发布他所直觉到的神喻；他能改造人的精神世

界，并让他们以全新的目光来观看周围的世界；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达到“人”所能企及的最高

境界，是普通人的榜样和典范。爱默生的理想人格典范是“诗人”和“美国学者”。

在爱默生的心目中，最完美的人格典范是“诗人”。爱默生坚信“诗人”代表着完整的人：“诗人就是

这些力量在他身上得到平衡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能看见、能处理别人梦想到的一切，跨越

经验的整个范围，由于是接受和给予的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他是人的代表。”［４］４９７在爱默生眼中，诗人就

是解救万物的诸神，是爱默生心目中的救世主：“他打开了我们的锁链，指引我们进入新天地。”［４］５１３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爱默生予以推崇的是“美国学者”。在爱默生看来，美国学者要相信自己，相信心中存

在着的理性和直觉，并且用它去思考和创造。爱默生曾说：“整个理性都在你心中沉睡，你要了解一切，

大胆地尝试一切。…… 这种对于人类潜在能力的信心，属于美国的学者。”［３］１６７爱默生认为体现美国学

者的价值就在于付诸行动。爱默生曾说：“学者也应当急于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真正的美国学

者决不舍得放过身边每一个行动的机会”［３］１５３－１５５。在爱默生看来，美国学者应该通过行动去完善自己

４４

① 关于“理想人格”是２００４年徐洪兴撰写的《孟子直解》中提到的概念。书中写道：“儒家所谓的理想人格，就是强调主体的自觉
与超越，即一个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讲求修身养性，培养气节，锻炼意志，重视品德操守，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执着地追

求真善美；同时要发奋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有救邦国于危难、拯民生于涂炭的理想，并应该努力地去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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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并自觉地接受各种磨练和考验；在爱默生心目中，这样的人才具有真正的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

３．孔子与爱默生关于“理想人格”之契合
孔子和爱默生都非常重视理想人格的典范作用。孔子的理想人格至高典范是“圣人”，爱默生的理

想人格至高典范是“诗人”。在两位哲人看来，“圣人”或“诗人”是指那些在思想上、道德上以及行动上

都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的人，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而两位哲学家更推崇现实生活中的人格

典范———“君子”或“美国学者”。在孔子看来，“君子”就是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

百姓”高风亮节来感召世人的人格典范［９］。在爱默生看来，“美国学者”就是对于人类潜在能力充满信

心的人、并且付诸“行动”以影响他人的人。可见，在两位哲学家看来，理想人格不仅要有能力改造人们

的精神世界，而且要有能力改造世俗的物质世界。一句话，孔子与爱默生都主张立己并且立人。由是观

之，孔子强调修身是为了培养真正的君子去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爱默生强调修身是为了培养真正的美国

学者去改造美国的世俗社会。

四　结　语
通过研究孔子与爱默生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两者在修身思想上存在着契合。孔子和爱默生都强

调人人皆有成为圣人或成神的内在资质，因而都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孔子和爱默生都认为每个人应该

努力进行自修以保持天生的善性并不断地完善自己，因而都特别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孔子与爱默生

都主张理想人格具有典范作用，并尤其强调理想人格的社会责任感。由是观之，每个人通过不断地自我

开发、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都将达到其理想中最完美的境界。这既为人们进行自觉的道德修养带来了

无限的自信，也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修养提供了动力［１０］。通过从修身视角探讨孔子学说与爱默生思想

的契合，我们发现中美两国的思想家在修身思想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这说明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

遗产。这种相似的文化遗产将有利于我们大学英语教师进行文化批评模式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并

将为大英语教学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的研究提供可行性依据。我们相信，利用大学英语教学这个

平台，通过中西两种文化之间不断的调适、沟通与融合，相似的文化遗产将会给文化批评模式下的大学

英语教学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培养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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