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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piration of Tang Junyi’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on the Shaping of Contemporar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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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	Junyi	 i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His	philosophy	combin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forming	the	Confucian	thought	with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Times,	and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Its	philosophy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but	combined	
with	the	western	modern	thought,	so	more	times,	especially	his	mi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values,	which	
emphasizes	the	people’s	inner	morality,	self	development,	moral	educ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c,	are	essential	in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shape,	so	more	need	depth	mining	connotation	of	heart,	provide	power	for	the	shaping	of	contemporary	value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learning	Tang	Junyi’s	theory	of	mind	and	hav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notation	can	
have a positive enlightening effect on the shaping of contemporar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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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心性论对当代价值观塑造的启发
潘东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唐君毅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将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先进
性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观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其哲学思想脱胎于传统儒学思想，但是又结合了西方现代化思想，所
以更具时代意义，尤其是他的心性论，对于当代价值观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强调的人的内在道德、自我发展、道德教
育、社会责任等内容，都是当代价值观塑造中必不可少的，因此更需要深度挖掘唐君毅心性论的内涵，为当代价值观的塑
造提供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学习唐君毅的心性论，深入理解其中内涵，对当代价值观塑造能够产生
积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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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君毅生于清朝末期，从小在充满传统礼教气氛的家

庭中长大，因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受到了封建传统儒学的影

响，同时，唐君毅又接受过西方现代化教育，思想并不是纯

粹的封建思想，因此也并没有成为腐儒，相反，唐君毅在博

览群书，学贯中西的知识积累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当代

社会发展的心性论，将传统儒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潮，

乃至于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让心性论更具有现代价值。

2 唐君毅心性论的内涵

唐君毅的一生著作等身，他的哲学思想也几经变化，

最后才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学贯中西的典型代

表，他将西方精神引进中国儒学，放弃了传统的心性论，反

而探索出独具时代创新意义的新心性论，进而成为他哲学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粗略来看，唐君毅的心性论主要强调以

下几个内涵：

2.1 心性的本质
唐君毅认为，人类的心性是复杂而深刻的，它包括了

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他强调了心

性的内在性质，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也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改变。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写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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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道德生活，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生活，亦与其他哲

学家，所谓道德生活是自作主宰，自己规定自己之生活，道

德生活是自律的生活，而非他律的生活之说相同。当然，在

道德哲学中，也有人主张他律的道德学说。但是依我所说，

则他律的生活，必与宗教生活或政治生活或本能生活混淆，

不是纯粹的道德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承认人有纯粹的求自律

之生活，我们便名此种生活，为纯粹的道德生活。”这就是

道德自我内生性的解答。

他认为，心性是人类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品质，是每

个人都具备的固有本性。他坚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尽管人

可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但在根本

上，人的心性是朝向善良和正义的。因此，他鼓励个体通过

自我修养和道德教育来发展和完善这种善良的本性，以实

现自己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他也认为，心性是复杂多样的，

包括思维、情感、意志等各种方面。思维是人类思考和理解

世界的能力，情感涉及人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反应，意志则涉

及人的决策和行动能力。唐君毅强调了这些不同方面的相互

作用和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心性。同时，唐君毅

认为心性本质的一部分是自我觉察的能力。个体应该通过反

思和自我觉察来了解自己的心性，并寻求自我改进和提升。

这种自我觉察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维、情感和行

为，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2.2 自我修养
唐君毅认为，个体应该通过自我修养来发展和完善自

己的心性。他强调了人应该追求内在的道德和智慧的提升，

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唐君毅在他的著作《文化意识与道

德理性》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核心观点便是人类

一切文化意识与活动，皆是道德自我之分殊表现。唐君毅认

为一切的文化活动究其本质而言，都是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

活动，本身皆不自觉或超自觉地反映出一道德价值：“道德

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

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

唐君毅强调了对内在世界的觉察和认识的重要性。他

认为，个体应该反思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动机，了解自己的

内在需求和动力。这种内在觉察可以帮助人更好地理解自

己，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唐君毅强调了道德修

养在自我提升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个体应该通过培养高

尚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正直、慈悲、宽容等，来提高自己

的心性。这种道德修养不仅有助于个体的自身发展，还有助

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此外，唐君毅也认为，自我修养需要

不断地自我反省和改进。个体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行为和决

策，审视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如果发现不足之处，应该积极

采取措施改进和提高自己的心性。这与传统儒学心性论的

“自省”思想是一致的。

2.3 道德教育
唐君毅提出了心性论的教育应用，他认为教育的最终

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良好心性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和技能。他强调了道德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心性上的重要作

用。唐君毅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正确的道

德观念。这包括教导学生区分善恶、正误，理解社会伦理和

道德规范，以及培养他们对正义、公平、诚实和宽容等道德

原则的理解和信仰。唐君毅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引导学生反

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他认为，通过深入的自我反省和内

省，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在动机和情感，从而更好

地塑造自己的心性。唐君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学生应该不断自我提升和改进自己的道德品质。他

鼓励学生在生活中积极地面对道德挑战，不断改进自己的道

德判断和行为。

2.4 社会责任
唐君毅主张，拥有健康心性的个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

任，为社会的进步和和谐作出贡献。他认为，个体的心性与

社会的道德秩序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应该为维护社会的良好

秩序而努力。唐君毅儒家心性理念倡导兼容性，倡导人们在

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强社会的发

展能力，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促进自身发展，具有时

代价值，当今社会精神物化，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忽视物质

利益的情况，过于崇尚西方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心性论继承

不足，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

进传统文化的发扬。

3 唐君毅心性论与当代价值观的相通之处

唐君毅的心性论虽然是立足于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看

似是历史留下的产物，但是实际上由于其融合了西方现代精

神的许多内容，所以与当代价值观也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

再加上当代价值观中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建立在中国传统

道德之上，因此唐君毅的心性论与当代价值观的共通之处就

更加多样。

3.1 人的内在价值
唐君毅强调了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他认为，每

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心性，这个心性是独一无二的，值得

尊重和珍惜。这与当代强调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观相符。

唐君毅的心性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不论

其社会地位、财富、背景或其他外部条件如何。唐君毅曾说

过：“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人之不断发展其善才可

能……然后了解人类之崇高与尊严，而后对人类有虔敬之

情……然后我们对于人类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然后相

信人能不断地实践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现实宇宙改善，使

现实宇宙日趋于完满可贵 [1]。”

这一观点与当代价值观中普遍强调的个体尊严和平等

原则相一致。当代社会普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不

受歧视，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从唐君毅的心性论而言，心

性是人的内在品质，每个人在心性上都是向善的，因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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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人在这种心性本质上的相同

也使得人在人格上没有高低之别，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与

当代价值观中的思想不谋而合。此外，唐君毅的心性论强调，

个体应该通过内在的努力和自我培养来实现其最高潜力。这

与当代社会中对自我实现和个体发展的强调相吻合，人们被

鼓励寻求个人成长、学习、追求激情和幸福。

3.2 道德发展
唐君毅的心性论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

心性需要经过培养和教育，以发展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这与当代强调道德教育和道德发展的价值观相一致。唐君毅

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善良和道德素质，这种素质可以通过

培养和发展来得到提升。当代价值观也认为，个体内在的价

值和道德观念是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教育和内省来加强。

这就是道德发展，唐君毅的新儒学是建立在旧儒学基础上的

推陈出新，迭代进化，而传统儒学就强调人的道德发展，所

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对道德发展的基本阐释。当

代价值观也同样重视人的道德发展，因此在教育体系中，思

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是核心重点。事实上，道德发展是当代价

值观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内容，而且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所包含的内容很多也是来自儒学，本质上就是对儒

学的一种推陈出新，与唐君毅的心性论在发展道路上接近，

所以在道德发展的内涵上也较为相近，存在许多共通之处。

3.3 社会责任
唐君毅的心性论也关注个人心性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联

性，关注社会问题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唐君毅认为，每个人

都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责任，要为社会的繁荣和谐作出贡献。

他强调了个体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的改进和进步

出一份力。这与当代价值观中的社会责任观点相符，即每个

人都有责任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促进社会正义和改

善。同时，唐君毅提倡关怀和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观点 [2]。 

这与当代价值观中的关注社会福祉、支持社会安全和弱势群

体的权益相符。当代社会也强调共同体的重要性，鼓励个体

为共同体的福祉作出贡献。社会责任是儒学心性论的重要内

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关注的是天下

多数人的利益与福祉，唐君毅的心性论虽然摒弃了传统心性

论中的许多内容，但是在这一方面却保留了下来，当代价值

观体系在对传统儒学思想进行去粗取精的过程中，也将这部

分内容保留，所以唐君毅的心性论和当代价值观在社会责任

上是相通的。

3.4 尊重多样性
唐君毅的心性论强调了每个人的独特性，这也包括文

化和思想的多样性。当代价值观也强调尊重不同文化和观

点，倡导包容和多元性。唐君毅的心性论强调每个人的内在

天性和发展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受到尊重和支持。这

与当代价值观中强调尊重个体差异的观点相符。当代社会强

调包容性，尊重人们的不同背景、文化、性别、性取向、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多样性。并且唐君毅关注社会正义和个体道

德责任，与当代价值观中强调社会正义、多元文化和全球视

野的观点相吻合 [3]。当代社会鼓励人们关注社会问题，追求

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

4 唐君毅心性论对当代价值观塑造的启发

唐君毅的心性论不同于传统心性论，在唐君毅的思想

中，虽然有传统儒学的基础，但是却与封建礼教完全不同，

是适应于现代化的新心性论，因此对当代价值观塑造也具有

积极的启发作用。

4.1 强调内在道德性质
唐君毅的心性论强调个体的内在道德性质，认为每个

人都具备一种潜在的道德感。这一观点可以启发当代社会强

调个体内在价值观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

追求道德、良知和人性的提升。唐君毅认为：“今更当说此

人之所用概念以判断之事之中，亦有思想活动之超越性与思

想活动中之善之表现。因人之用概念以判断之事，乃人之自

选择概念，或更律的运用概念，以成一对事物之适合之判断

之事。此人之选择概念，或更律的运用概念之事中，即有其

所用之概念，在思想历预中之不断的隐显、旨伸、进退、往来。

而此隐显、旨伸、进退、往来，即人之思想之能自己超越其

自己之性之表现，亦此思想所在之生命之自己超越其自己之

性之表现。”

他的观点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潜在的道德根源，

这是与生俱来的。这个道德根源使人们具备一种道德感，能

够区分善恶，感知到内心的责任感和道德决断。这种内在的

道德性质是人类共有的，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存在。而这

种内在的道德性质可以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得以塑造和完

善。这意味着个体有能力通过积极的教育和自我提升来培养

自己的内在道德性质，使其更加成熟和高尚。这就是当代价

值观塑造中的道德教育，通过开展道德教育，对人的内心心

性加以完善，从而引导人朝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根

据唐君毅的观点，了解自己的内在道德性质需要深入的自我

认识和反思。个体需要通过思考、探索和反省，发现和理解

自己内心的道德价值观 [4]。这种自我认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道德取向。内在道德性质是当代价值

观塑造的核心途径，只有不断强化人的内在心性，强化个人

道德思想，才能够让人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4.2 融合传统与现代
唐君毅的哲学思想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

现代思想相结合。这一方法可以启发当代社会在传统价值观

和现代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从而更好地应对现代化带来的

挑战。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第一步是尊重和理解传统价值观。

传统价值观通常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道德和社会经验，这些

经验对于建设稳定和有凝聚力的社会至关重要。因此，当代

价值观塑造中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尊重是融合的基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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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传统与现代并不意味着僵化地坚守传统，而是要允许变革

和创新。唐君毅的新儒学是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变化而来，同

样的，当代价值观塑造也需要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变化，

要充分关注时代的发展的实际，社会在不断变化，传统价值

观需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调整和适应。这可以通过对新

的挑战和机遇的开放态度来实现。最后，以融入传统与现代

的方式塑造当代价值观还需要整合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

观，以创建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观体系。这意味着找到传统价

值观和现代社会所需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理念

和行为准则。唐君毅的心性论是整合传统与现代的典范，当

代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也需要充分的整合。

4.3 倡导价值观的自主选择
唐君毅的哲学思想鼓励人们通过反思和自我探索，自

主选择自己的价值观。这一观点可以启发当代社会倡导尊重

个体的自由意志和选择，鼓励人们积极思考自己的价值观，

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塑造自己的生活道德 [5]。倡导价值观的自

主选择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自主地选择他们的价值观

和道德准则。这意味着个体应该能够在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下，独立地决定什么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而不受外部压

力或社会规范的干扰。唐君毅的心性论认为人的心性本质

都是向善的，是有道德趋势的，所以自由意志的发展会让人

主动向道德高尚发展。其次，倡导价值观的自主选择反映了

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多元文化和自由意志的关注。这一理

念有助于塑造一个更加包容、多元和开放的社会，鼓励人们

积极参与道德思考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并推动社会进步和

进步。

5 结语

综上所述，唐君毅作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和哲学

家，其哲学思想脱胎于传统儒学思想，但是又结合了西方现

代化思想，所以更具时代意义，尤其是他的心性论，对于当

代价值观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强调的人的内在道德、自

我发展、道德教育、社会责任等内容，都是当代价值观塑造

中必不可少的，因此更需要深度挖掘唐君毅心性论的内涵，

为当代价值观的塑造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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