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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文物選粹(二十九)：徐復觀先生手稿 

〈孔子的性與天道〉 

謝鶯興解說 

 

〈孔子的性與天道〉的手稿有兩件，一件題「孔子的性與天道」(下稱 手

稿一)，一件題「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下稱手稿二)。發表於《民

主評論》時，篇名用〈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中國人性論史初稿

之三〉(下稱論文)，收在《中國人性論文先秦篇》第四章，篇名則是〈孔子在

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下稱專書)。 

此 二 件 手 稿 的 內 容 差 異 不 小 ， 手 稿 二 不 論 是 篇 名 或 內 容 ， 已 經 較 趨 進 於

論 文 。 如 收 入 專 書 的 第 一 節 第 一 段 ， 開 始 是 「《 史 記 • 孔子 世 家 》『孔 子 生 於

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名丘字仲尼，姓孔氏』。根據《公羊》、《穀梁》

的記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而卒於哀公十六年」等字，論文起首是：

「根據《公羊》、《穀梁》的記載」，手稿二則是：「從時間上說，《公羊》、《穀

梁》的說法，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而卒於哀公十六年」。又，第二段的：

「 加 以 他 的 學 說 ， 在 兩 千 多 年 的 專 制 政 治 影 響 之 下 ， 有 許 多 解 釋 ， 多 把 原 意

加 以 歪 曲 了 。 尤 以 關 于 君 臣 父 子 等 人 倫 方 面 者 為 甚 。 這 尤 其 是 一 種 困 難 的 問

題」等 61 字，手稿二及論文則全部未見。 

從專書與論文第一節的「中國正統的人性論，實由他奠定其基礎」之後，

即 從 「 在 未 談 到 他 的 人 性 論 以 前 ， 先 根 據 《 論 語 》 上 的 材 料 ， 應 略 述 他 在 中

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到第二節「《論語》中兩個性字的問題」之前的 9000 多

字 ， 手 稿 一 僅 見 「 在 研 究 他 的 人 性 論 以 前 」 等 字 ； 而 第 一 節 詳 論 在 中 國 文 化

史上：「由孔子而確實發現了普遍地人間」，「由孔子開闢了內在地人格世界，

以 開 啟 人 類 無 限 融 合 及 向 上 之 機 」，「 由 孔 子而 開 始 有 學 的 方 法 的 自 覺 ， 因 而

奠 定 了 中 國 學 術 發 展 的 基 礎 」，「 教育 價 值 之 積 極 肯 定 ， 及 對 教 育 方 法 之 偉 大

啟 發 」，「 總結 整 理 了 古 代 文 獻 ， 而 賦 與 以 新 的 意 義 ， 從 文 獻 上 奠 定 了 中 國 文

化 的 基 礎 」，「 人 格 世界 的 完 成 」 等 六 項 ， 手 稿 一 却 隻 字 未 見 ， 由 此 即 可 知 本

篇從初稿的撰寫與修改，謄稿後再修定，到發表於雜誌上的修改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