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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補充教材

謝清俊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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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家

❖孔子

 子貢：「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思是什麼？

孟子：「心之官，則思。」

 弟子曾子述之為《大學》

 孔子的孫子子思述之為《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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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述之為《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
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止、慮』與『止、觀』─ 可以相通。

❖『定』與原始佛教『戒定慧』之『定』可以相
通。

❖儒家修心養性的五步功夫：

止、定、靜、安、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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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述之為《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第1

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第20章﹞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第25章﹞

❖ 綜之，則為：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 ﹝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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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

❖上承子思。

❖學孔子、倡義學、主王道，更言心性之學。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二，修
身出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章﹞

• 俟：音四，等待義。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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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傳

❖ 相傳為戰國時代，儒家吸收了道家和陰陽家之說而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繫辭上第5章﹞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說掛傳

第2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
死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
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
故能愛…』 ﹝繫辭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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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傳

❖『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繫辭傳

上﹞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其深，
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繫辭傳上﹞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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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傳

❖簡言之：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合而言之：

『天地之大德曰生。』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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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柏思注

❖儒家之學，由心性之學而知天；由率性之道而
治人。

法天以治人

崇德而廣業

開物而成務

❖由『止而定、靜、安、慮』以期『止於至善』，
仁智並運。﹝此為儒家之行門﹞

❖『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論語‧

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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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柏思注

❖儒家在佛學未傳來以前，本有其心性
之學，以及戒定慧三學與其止觀的。
此與佛學，僅是詳略之分，而非本質
之異。

❖佛學傳來後，始能落地生根，同流並
進。

• 褚柏思《中國禪宗史話》佛光史傳叢書3100，
民國六十三年初版，七十五年十月修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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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子﹝382-299BC﹞

❖名周，戰國時宋國蒙人，約晚孟子十年。

❖莊子啟示了一個遊戲人間的隱士生活─消遙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