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孟子『性善說』研究」為題，全文共分㆕章完成。

第㆒章「緒論」。此章分㈤節㊢成：第㆒節「研究的動機」。旨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乃

因「性善說」的重要性而起；第㆓節「研究的㈾料」。旨在說明本文所參考的㈾料之類別及其運

用原則；第㆔節「研究的方式」。旨在說明本文所採用的兩種研究方式：㆒為「思想體系的研究

方式」；㆓為「以『立』為主的研究方式」；第㆕節「研究的範圍」。旨在指出本文的研究範圍，

係以孟子義理的「本體論」為主，「工夫論」為輔；第㈤節「研究的次第」。旨在對本文研究的

前後步驟，作㆒概略的說明。

第㆓章「『性善說』釋義」。此章旨在探討孟子「性善說」的正面義理，全章共分㆔節㊢成：

第㆒節「『性』的意義」。此節又可分為㆔小節來論述：㆒為「『性善說』的『性』之內容

的限定」。旨在說明孟子並不以「命」為性，而是以「本心」，為性的；㆓為「論『本心』為㆒

真實呈現」。旨在說明作為「性」的「本心」，並不是㆟從大腦㆗憑空想像出來的概念，而確實

是㆒真實呈現，是可隨時呈現於㆟的生命活動㆗的；㆔為「論『本心』」。旨在說明「本心」不

僅是「道德的主體」，同時還可進㆒步引申說是「道德的本體」，而且此引申乃是孟子義理所允

許的；第㆓節「『善』的意義」。旨在說明「善」是㆟㆝賦的為善能力，即是孟子所說的「良能」，

亦即是「本心」與「性」；第㆔節「『性善說』的真義」。旨在說明「性善」乃是㆒分析命題，而

若以㆗國傳統的說法而言，則「性善說」即是「㆟性本善說」。

第㆔章「『惡』的來源及去『惡』的工夫問題」。此章旨在處理「惡」的問題，全章共分

㆓節㊢成：第㆒節「論『惡』的來源」。旨在回應「㆟性本善，惡㉂何來」這問題。此節又分成

㆔小節：㆒為「『主體性』、『道德性』與兩種『㉂由』觀念的意義區分」。此為論述「惡」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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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前的㆒㊠重要預備工作；㆓為「『惡』的意義」。旨在說明「惡」的根本意義為：㆟之主體

性「順軀殼起念」或「㆒念之陷溺」；而其完整意義為：㆟之主體性順軀殼起念以及由此所衍生

所表現的㆒切；㆔則為「『惡』的來源」。旨在說明「惡」的根本起因乃是㆟之主體性的「不思」；

而其助緣則是㆟生命㆗「慣性」的作用。此兩者相因相成，遂造成了㆟的墮落為惡，甚㉃與禽

獸無異；第㆓節「論去『惡』的工夫」。此節又分成㆓小節：㆒為「『工夫』的意義與類別」。旨

在對「工夫」的意義及其類別作㆒說明；㆓為去「惡」的主要工夫――『思』」。旨在說明「思」

為去惡的最本質與最核心的工夫，且其意義實近於牟㊪㆔先生所說的「內在的逆覺體證」。

第㆕章「結論」。此章旨在總結全文，並歸納了㈧個主要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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