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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思考

“仁智统一”的哲学意蕴与现代启示①

段尊群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儒家“仁智统一”的思想内涵，体现了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儒家把
“仁且智”作为理想人格的主要特点，“仁智统一”成为人们通往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其中富含的哲学意蕴具有十分丰

富的现代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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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和协调发展，促进人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

关系、社会环境、劳动能力、独立个性等方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个体在德智体、知情意、真善美等方面的

和谐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

富的“仁”“智”思想，体现了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挖掘其哲学意

蕴，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仁”“智”思想内涵
仁者“爱人”，这是对“仁”的最基本的解释。儒家从人的本质、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与人类群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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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来阐述“仁”的内涵。儒家认为“仁”为人之本，“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因为有“仁”，人区别

于自然界其他事物，有自己的尊严，高于万物鬼神。

儒家“仁爱”道德规范，以孝悌血亲之爱为本，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推广到“仁民爱物”。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儒家认为人不仅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也是自然界中的一员。正如张载所

说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１］３１３因此，要将人际间的“仁爱”推广到自然万物，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

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

梁惠王》）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就表明其对生物的爱惜。儒家这种仁爱道德由

“亲亲”到“仁民”，由“仁民”到“爱物”，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理想境界，体现了古老而又朴素的人道主

义原则。

“仁”是人之本，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人类崇高的道德理想，如何能达到仁的境界，儒

家认为忠恕之道为人（仁）之方。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论语·里仁》）“忠”即是“尽己为

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忠实可靠，讲求信用；“恕”则是指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做事要讲究将

心比心，要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可见，儒家的“忠恕之道”就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来与人为

善，践履“仁”，强调在践履“仁”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遵守制度规范，让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颜渊》）。同时，儒家还将“爱人”之仁，从抽象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品德，具体表现为“恭、

宽、信、敏、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能够做到恭（庄

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者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何为“智”，“智”者“知”也，一般解释为知识、智慧。《论语》全书提及“知”一词高达约１１６次［２］，儒

家关于“知”的学问有三：第一，知人道，求真务实。樊迟问知，子曰：“知人。”（《论语·学而》）在儒家看

来，懂得人的价值和尊严，知晓礼义廉耻，遵守道德规范，就是知人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

道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小记》）孔子不迷信神，“不语怪力乱神”，子曰：“务民之义，敬神而远之，

可谓知矣。”（《论语·里仁》）“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都说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讲人事，讲学习，多闻多见，择善而从，实事求是。

第二，知天道，追求客观规律。所谓天道，就是客观规律，哀公问孔子：“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

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不闭其久，是天道也。而为而物成，是天道也。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第三，知天命，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孔子曰：“无知

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孔子说的“天命”是指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形势，“知天命”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这些规律和形势［３］３９。

儒家从“人道”“天道”“天命”三个层面阐述了“智”的内涵，而“知人道”的伦理理性的内涵远远丰

富于知识理性的内涵，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中伦理理性较知识理性处于优先地位，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

社会对以明善为目的的道德评价的伦理理性取代了以辨真伪为目的的知识理性，种下了轻视自然科学

的种子。如何达到“智”，儒家设计了一条由学到知，由知到智，再到仁智统一的践行路线。同时又从认

知的态度、方法阐明了得“智”的历程，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学习方法，如“知之为知之”“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学而时习之”“温故而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等。孔子一生致力于学习，他“十有五而立于学”，一生致力于对仁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

语·里仁》）在求知的过程中强调要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理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意志。

在儒家看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刻苦执着的求知态度，有良好的学习方法，才能“知人道”“知天

道”“知天命”，由此可见，“智”的内涵，体现了知情意相统一的理性原则。

二　“仁”“智”统一的辩证关系
儒家很少就“智”论“智”，而是强调“仁智统一”和“知行合一”，将求知过程与德性培养过程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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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段尊群：“仁智统一”的哲学意蕴及现代启示

“仁智统一”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要求，在儒家看来“仁”且“智”是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子贡曰：“学不

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如何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儒

家认为：首先要“知人”，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认识到“仁者爱人”的本性，然后再行忠恕之道，才能

做到仁且智，达到“仁智统一”的理想境界。从儒家对仁智范畴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仁智统一”的思想

体现了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知情意和真善美的统一。

第一，“仁智统一”的思想体现了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的统一。“仁”是伦理学的范畴，“智”是认识

论的范畴，“仁智统一”体现了伦理学与认识论的统一，“爱人”与“知人”的统一，表明了人道主义原则

与理性原则的一致性。“仁”作为最崇高的道德理想，是人格修养的最完美的境界，要实现它，必须以智

（知识、智慧）为前提。“仁智统一”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都表明一个道理：理想人格与人的知识水

平、智慧力量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仁”中有“智”。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就没有真正的

“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就不能把握“仁”

的精神要义，不可能成就理想人格。另一方面，“智”中有“仁”，儒家的“智”主要指的是人的道德认识

（伦理理性），没有端正的品行人格，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就不可能掌握知识，拥有智慧。子曰：“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在儒家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有了智慧，才能明辨是

非，见义勇为，才能坚信仁道而不疑惑，反之，不好学问，缺乏知识，即使主观上爱好仁德，也会出现种种

弊端，即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

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由此可见，“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两者相互包含，相互统一。知识对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智”为“仁”的前提和条件，“仁”为“智”的目的和归宿。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明

智行事，能做出有利于人道的事情，同时也能看到人道的价值。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将智作为践行

仁道的重要条件。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弟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而弗去也。”（《孟

子·离娄上》）董仲舒：“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

智》），“仁”人要求首先具有知识，特别是人的行为规范的知识，而后具有将知识与外在事物相结合的能

力、智慧，所以才能“知者不惑”。没有理智，仁爱就会无分别地去爱所有人，没有仁爱，则理智并不会自

觉地转化为道德行为。因而，仁以智为支持，智以仁为归属，二者相辅相成。

第二，“仁智统一”的思想体现了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孔子的“仁智统一”说把人格的完善、道

德理想的实现与人的知识、情感、意志统一了起来，因而“仁智统一”的思想体现了知情意和真善美的统

一。儒家的仁爱关系是由孝悌这种亲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它体现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亲爱之情，这种

人道原则出自于自觉而非理性。“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儒家“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强调道德

行为是出于理性自觉，同时又有自愿的意志，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在儒家看来，一个

人能树立理想的人格目标，且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并用理想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做到“三省吾身”

“克己复礼”，就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不是“见利忘义”“求身以害仁”。孔子强调“仁”“智”统

一，“仁”是人的内在（理性）要求，“智”则是对“仁”的自觉意识，二者结合，成就德性。道德以明善为目

的，知识以求真为目的，将求真与致善的目的统一起来，既真又善，美在其中。知识之美谓之真，人性之

美谓之善，仁即善，善即美，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

谓“文质彬彬”就是将人内在的善的品质与外在的仪礼协和统一，体现出人格的至善与完美［４］。“智者

乐水，仁者乐山”（《论语· 雍也》），“仁智统一”的人格能象水一样悠然安祥，象山一样高大宁静，才是

一种真正完美的境界。

三　“仁智统一”的现代价值
（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５］１８。儒家仁爱道德规范对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的人

际关系、代际关系、周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仁智统一”理想人格学说，体现了

“爱人”“知人”的统一，以“爱人”之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和以“知人”（智）为仁的理性主义的统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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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只有懂得、了解人之为人的道理，认识到人的本质和价值，才能在浩瀚的宇宙中，将人的尊严置于万物

之上，切实做到以人为本。然而，工业化社会，技术使人物化，将人与物等同，人的尊严受到践踏，逐渐丧

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价值。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发达的工业文明将人类带到一种受奴役的状态，“决

定奴役的既不是服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６］３０例如，转

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在它给人类带来某种利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其负面影响，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

尊重人类的人格尊严。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它在一定时期给一定群体带来利益的时候，一定要站

在科学发展的高度，坚守仁爱基本准则，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科学发展。

人类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使人类付出了环境

破坏、资源危机的代价，如我们能适当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吸收“仁民爱物”的仁爱思想，视人

与万物为一体，将人类间的仁爱之心，推及自然万物，那么生态危机这样的全球问题是可以得到遏制的。

“克己复礼为仁”，将这个“礼”看成是自然规律和法则，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尊重自然

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克制自己的行为，以符合自然规律，以达到仁民爱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只有知人，才能真正爱人。每个人有了“仁”的理性知觉，了解人之为人的道

理，将“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人做到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慧，将孝悌血亲之

爱通过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人人能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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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际关系将是和谐的。政府能“为政以德”，以“天下为公”，真正做到“执

政为民”“民贵君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不答应为工作的出发点，将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作为政绩的标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样君民关系将是和

谐的。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异同，一律平等，相互尊

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和利益，不欺不骗，坚守和平共处，共赢共利，这样域际间

的关系将是和谐的。

由此可见，将“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域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和谐社会的构

建也就会指日可待。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和日本都曾大力提倡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以人的理性

精神调整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解决了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这些都

说明了儒学仁爱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

（二）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启示

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到了共产主义，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

主人———自由的人［７］３２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其含义有二，广义的全面发展是指人

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劳动能力、独立个性等诸方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狭

义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体在德智体、知情意、真善美等方面的和谐发展。

如上所述，“仁”做为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人格修养的最完美的境界，它的实现必须与“智”相统

一，以知为前提条件。“仁智统一”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原则的统一，体现了道德修养与人

的知识水平，智慧能力相互依存与统一的关系。其中关于仁是智的目的和归宿，智是仁的前提和途径的

辩证关系，以及其强调理想人格应该是知情意与真善美的高度统一的观点，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

思想因子，我们如能加以挖掘，对培育理想人格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儒家认为“仁”且“智”才能称得上是“成人”（全面发展的人），仁是核心，是目的和归宿，知是知识、

智慧、手段、途径。同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如何才能达到“仁智统一”，成就理想人

格，实现全面发展？孔子认为人先在知、廉、勇、艺方面有较好的素质，然后用“礼”“乐”加以调教，通过

行之有效的方法把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提高与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结合起来，达到仁智，实现仁智统一的

理想人格，就可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发展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在求知

过程中，人的知识、智力、德性都得到不断的提升，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其教育理念为后世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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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主张学思并用，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通过“吾日三省吾身”达到“见

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他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主张“学而时习之”以达到

“温故而知新”。孟子也要求人有一个全面发展，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四个善端，然后扩而充之，就有

仁、义、礼、智四种美德。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是说

向往正义体现着善，善体现于自身叫信，使善、信充盈可感叫美。这些都体现了儒家要求理想人格在真

善美以及知情意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荀子也十分重视“智（知）”在培养理想人格方面的重要意

义，他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荀子视“诵数”“思索”以求融会贯通为“成人”的首要条件。认为

“学不可以已”，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求知应有永不止息、积极进取的精

神。同时，荀子认为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知”，还要贯彻实践，学止于行，才能真正明晓事理，人们只

有通过学习、思索、力行和修养的途径，用礼义来培养自己，才能“积善成德”，造就“成人”。

毛泽东同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德智体等方面的发展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体现了个体的全面发展。求知是人类认识

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一个人从不知到知，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道德

品德修养的过程。人类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获得对自然、对社会的新认识，推动社会与自身不断发展。

就个体而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学会如何做人，不断提高个体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完善理想

人格。其次，才是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知。就社会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矛盾统一中实现。只有精神上的超越，没有物质的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同

样，一个社会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根本不可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说：“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因而，不断发展生

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另一方面，积极倡导精神文明，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努力提高人民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创新意识更加强烈。这

样，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毋庸置疑，儒家“仁智统一”的思想中富含了许多积极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

许多可利用的价值，但是，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它，不能不看到其思想有

时代的局限性［８］。第一，儒家倡导的“仁爱”，有着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特别是其“克己复礼为仁”，这

个“礼”即周礼，它反映了宗法等级制度和规范，体现为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爱自己亲族的宗法

等级原则；所谓尊尊，即区分尊长幼之序的等级制原则，这种亲亲尊尊之爱，压抑了“泛爱众”所隐含的

博爱思想的萌芽，同时也窒息了推己及人所含的平等思想的生长。第二，儒家“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

指的就是圣人、君子、成人，把人的全面发展仅仅理解为所谓的“完人”“圣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这是

片面的。第三，在教育过程中，重德育、轻智育，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做为通往君子人格的

方法和手段，这种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阻障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在挖掘其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扬弃的原则，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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