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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存在与心灵活动有多少重境界，如何划分不同境界，自是众说纷纭。
　　传统佛教对生命存在，曾作过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区分。
但是这里所指涉的，实际上是带着色身的生命个体，这种生命个体在三界中流转，依然是受生死轮回
的折磨的，不是生命追求的至高境界。
唯进涅槃圣境，才为至高境界。
涅槃境界为佛的境界，乃属宗教信仰境界。
　　近世学者，以中国本土儒、道的信念为依托，自不取佛教的境界观。
如前辈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作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
境界”的四重区分。
其中“道德境界”便侧重于指涉儒家宗旨，“天地境界”则侧重于指涉道家追求。
两者都不以宗教信仰作依归，纯属人的精神心灵或生命意义的追求。
就是说，冯友兰先生的分判，乃以精神心灵的追求与生命的终极意义为至高境界。
及前辈学者唐君毅更以“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心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
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等九境作极其细
密的境界区分。
其中，“我法二空境”已将佛教收摄过来，但以“天德流行”为至极境界，亦为以儒学为归宗的纯生
命意义的一种境界。
　　本文有得于上述的种种区分。
但冀求作一归约，只把生命的境界别为功利境界、人文境界与宗教境界三重，其目_的也不在对境界
之如何区分作学理的讨论，而只在借这种境界的区分，对儒、佛两家在特质与功能上的异同，作一点
说明。
　　一、从功利境界到意义寻求人类每个个人作为生命个体，无疑都要过一种物质性的生活，都要靠
物质生活才能维持。
也就是说，作为有情众生，都不可避免要生存在功利的境界中。
在这点上人类与动物没有区别。
从社会学的眼光审视，甚至可以说，正是人类的物质欲望的驱动，才使生产技术不断获得改进；生产
技术的不断改进，又使物质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与更加的扩张。
从人类生存处境于当今所获得的巨大改善看，我们已经无法完全否认以物质欲望为体现的功利的正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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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佛教对生命存在，曾作过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区分。
但是这里所指涉的，实际上是带着色身的生命个体，这种生命个体在三界中流转，依然是受生死轮回
的折磨的，不是生命追求的至高境界。
唯进涅槃圣境，才为至高境界。
涅槃境界为佛的境界，乃属宗教信仰境界。
　　近世学者，以中国本土儒、道的信念为依托，自不取佛教的境界观。
如前辈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所作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
境界”的四重区分。
其中“道德境界”便侧重于指涉儒家宗旨，“天地境界”则侧重于指涉道家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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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以人文教养为本怀的早期儒学　　之所以把人文教养、精神气质的培养作为孔子创立的儒学
的原初本怀，直接的理由是孔子本人首先是教育家，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教育。
而教育的目标，孔子借古学与今学的对比作了表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是赞成古学的目标指向的。
成就自己为什么样的人呢？
乃为一种具有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人。
这就是人文教养。
何以见得孔子以人文教养，以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为教育的目的与本怀？
要弄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还是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贵族，其源出当然与血缘氏族有关。
殷商西周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
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构成，且各氏族之爵位亦为世袭。
因而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成为尊贵的一族。
在这一意义上的贵族，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地形成，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问题是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
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
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已经是自然血缘与人文陶冶相结合的产物。
　　尤重人文风采与精神气质的贵族阶层，则出现于春秋之世。
春秋时期，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
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
“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
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的，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
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
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
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
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
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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