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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5 日下午，孟子研究院《孟子文献集成》编务会议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

召开，《孟子文献集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受邀参加孟子国际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其致辞表达了对亚圣孟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敬意。以

下为杜维明先生致辞全文。 

尊敬的王志民院长、邹城市领导，各位先进： 

今天我深感荣幸，能够受邀参加孟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并承蒙诸位同仁的

信任来做一个简短的致辞，表达我对于亚圣孟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敬意。

邹城是孟子故里，在这里召开国际孟子学研讨会是再恰当不过的。支持孟子学的研究、

传播与发展，是当代儒家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借此机会，我想首先表达对王志民院

长以及邹城市领导的敬意。《论语》里记载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而笑。今天，兴

文重教之风再现于孔孟乡邦，从中我们也能够展望“文化中国”的未来愿景。 

 

山东济宁邹城孟子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两次来到邹城，与邹城一位王轩先生结交。他是退休工

人。以个人躬行实践的精神，投身修复亚圣遗址的心愿。几乎每天到附近农家把流失

的文物搬回，大至雕像，碑文，小至一片瓦，一块石头都通过游说，请求，甚至自己

出资购买方式让它们重归数千年的圣地。我深受感动。1994 年接到王轩的邀请函，

我立即安排从波士顿飞到北京，买黄牛票坐火车到济南，又乘“黑车”直驱邹城，凌

晨 5 时抵达，8 点半作报告。这是第一次参加国内的孟子学术会议。 



 

 山东济宁邹城孟府亚圣殿  

 陆象山曾说过，他自己一生学问都是“读《孟子》而自得之”。他一辈子的知识

都是在读了《孟子》之后才真正领悟到的。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读了《孟子》

这本书，另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得”。现在我们都提倡通识教育，但同时我们也有一

个共识，也就是这一生中，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如果自始至终没有和一本重要

的经典交过朋友，那无疑是非常可惜的。假如我们一生和一本书能够真正交上朋友并

成为知音，这对我们的一生意义将是非常大的。在我看来，《孟子》正是这样的一本

书，她包含了关于“成人之教”，也就是为人之道的相当丰富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

开放心胸，并进而成为我们的知己、朋友。陆象山告诉我们，在读《孟子》时要“先

立乎其大者”，也就是要先把最大的东西，也就是心建立起来。孟子的心，内容是非

常丰富的。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孟子认为“心”里面有一些只要是人就会有的东西，

这就是“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来自于天，人性的本身是有创造力的。我们每个人的人

性本身都具有创造力，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有向上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主要通过

心的作用。儒家的“心性”说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 

 

  陆九渊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  

《孟子》里面有一段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

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欲之谓善”，是从善开

始的，善本身就非常难达到。然后下一步就是“有诸己之谓信”，内在的真诚，这才



叫做信。“充实之谓美”，内部的充实才叫作美。然后不仅充实，而且充实还有光辉，

发挥光辉这才叫做“大”；而且不仅“大”，还“大而化之”——不仅自己能够“化”，

更重要的是能够转化他人，这个才叫做“圣”。至于“圣而不可知”，才叫作神。从

“善”，到“信”，到“美”，到“大”，到“圣”，到“神”，这对于我们每个人

来讲似乎都太理想化，太难达到了。但孟子思想里有一个观点值得我们考虑：你的“志”、

你的意愿决定你之所是。这个“志”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转化的能力——只要有志，

就一定能够得到。也许我有其他的限制条件，我会改变我的意愿，但是就我的决定本

身而言，它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是可以完成的。 

因此，孟子认为，作为一个人，首先有他的主体性，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同时，

人又一定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后来东林派“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观念，是和孟子思想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发展出一种

强烈的责任伦理——越具有知识、身份、地位、掌握资源的人就越应该有责任，这是

他的一个基本信念。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泛滥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有必要从孟子那里重新学习一种“做

人”的学问？我想到非洲有一句谚语：“地球不是成千成万的祖先为我们所存留下来

的资源，地球是千秋万世的子孙托付我们的让我们好自保存的财富。”这个观念不仅

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而且还应当往前看，从千秋万世的视角看。孟子所开展出来

的人文论域，一方面是多元多样的，在另一方面也有它核心的价值。儒家是一个学习

的文明，今天我们更要通过“学”的过程慢慢展开这个人文的论域。现在我们能够越来越

明显地感受到，当今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由物质富强到文化复兴的跃迁，“文化

中国”的精神价值意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会更加明确地彰显。我相信，孟学在文化中

国必然会发扬光大，并期待孟子的思想成为 21 世纪“学做人”的重要精神资源。谢

谢大家！ 

 

杜维明先生与陈来先生一起为孟子研究学会揭牌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FmTIalNKJ7qwlU65o71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