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因為「我」作為「我」存在著，正如同海德格《存在與時間》對於「存在」的疑問一般，

「我」是我自己最熟悉的、卻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對象。本文欲藉由釐清荀子的心性論──即以

荀子之性、性惡與心的探討作為基礎，了解荀子之性與心的內涵，及其性惡之所指，試圖從中

尋找到人之所以能成為道德人的可能與方法，以及得以實踐的理論基礎；由此返回到「我」

自身，掌握自己所擁有的潛能與運行的原因原理，以便能夠尋得使自己更好的發展方向。第一

章為緒論，說明了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第二章釐清荀子之性與惡的指涉與內涵，試圖從中

尋找人為善與為惡的潛能及因由；第三章探討荀子之心在性惡論中所佔有的地位，了解荀子是

如何在性惡論中，去肯定善的可能；第四章說明化性起偽的原因原理，了解性惡是如何走向

善偽，又該如何去實踐；第五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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