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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

武汉 4 3 0 0 7 9)

摘 要 情欲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范畴
,

而先秦情欲论又是这一范畴研究的发端
,

对后世影响很大
。

该文从

情
、

欲
、

情与欲之关系
、

情欲态度四个方面
,

探讨了先秦诸子主要是儒
、

道
、

墨
、

法四家的情欲理论
,

并结合现代心理学

和现代人的生活实际进行了初步的评论
。

关键词 情欲
,

理论
,

先秦
。

分类号 B 8 4刁 6 9

问题之提出

情欲作为一个范畴
,

是指性欲或男女之爱欲
。

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
,

情欲实际是两个范畴
,

欲

是饮食男女声色货利之欲
,

情则是喜怒哀乐爱恶惧

之情 l ’ l
。

《礼记》说
: “

何谓人情 ? 喜怒哀惧爱恶欲
,

七

者弗学而能
。 ”

(《礼运》 )将欲作为一种情
,

欲是七情

之一
。

但 《荀 子》说
: “

好恶 喜怒哀乐谓之情
”

((( 正

名》 )
,

情又不包括欲
。

在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中
,

研究

者们也是将情欲作为两个范畴
,

情指情绪情感
,

欲则

接近于现代心理学 中的需要和动机 2lt
。

在现代心理

学中
,

需要
、

动机与情绪
、

情感是密切联系的
,

情绪和

情感是需要满足与否
、

动机达成与否所引起的体验
,

需要和动机则是本源性的
、

动力性的
,

没有需要和动

机就没有情绪情感
。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
,

情与

欲也是密切联系的
.

其中欲也是本源性的
,

道家讲

人生之烦恼苦痛无不是由欲望引起的
,

所以要无欲
。

由于中国思想传统通常将欲和情的问题与道德问题

联系起来
,

所以在现实生活 中如何对待欲和情的问

题
,

是历代思想家特别关心 的
。

他们的思想对现代

人 自我调节和控制以保持 良好的心理状态仍有一定

启发意义
。

这样
,

情欲论就包含 四方面的问题
:

欲
、

J

清
、

欲与情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欲和情
。

正如中国古代所有重大思想纷争都要追溯到先

秦时代
,

情欲问题在先秦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
,

不同

学派持不同观点
,

对后来历代的有关思想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

本文 旨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讨先秦时代

主要思想派别有关情欲的基本观点
。

2 食色富贵之欲

欲
,

《说文解字》说
: “

欲
,

贪欲也
” ,

欲是
“

想要
”

的

意思 3[]
,

所 以说
“

欲
”

属于需要和动机范畴
。

人想要

的东西没有止境
,

无论物质的欲望还是精神的欲望
,

都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
,

因此欲望本质上是贪婪

的
。

在孔子 的言论中
,

已明确将欲作为一个概念提

出来
,

但他对于欲的论述似乎不够集 中和系统
,

所以

国内出版的权威教科书及其参考资料没有专门涉及

孔子的情欲心理学思想 4[, ’ ]
。

在《论语 》中
,

孔子谈论

过人 的几 种基本欲望
,

即食
、

色
、

富
、

贵
.

《乡党》篇

说
: “

食不厌精
,

脍不厌细
。

食幢而揭
,

鱼馁而肉败
,

不食
。

色恶不食
。

臭恶不食
。

失饪不食
。

不时不食
。

割不正不食
。

不得其酱不食
。

… … 沽酒市脯不食
。

不撒姜食
,

不多食
。 ”

可 见孔子对吃是相 当讲究的
.

其中
“

割不正不食
” 、 “

不得其酱不食
”

体现了孔子在

食欲方面的超常的贵族式的要求
.

《卫灵公》篇说
:

“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

这是说男女之情欲
。

孔

子还肯定人有对于富贵的追求
,

《里仁》篇说
: “

富与

贵
,

是人之所欲也
” ; “

贫与贱
,

是人 之所恶也
” 。

富与

贵虽密切关联
,

但深究就会发现富与贵还是两个概

念
。

富是指财富
,

重在求利
;
贵是指声望

,

重在求名
。

除以上四种欲望
,

孔子还论及人 的争斗欲和 占有欲
。

《季氏》篇说
: “

君子有三戒
。

少年时
,

血气未定
,

戒之

在 色
。

及其 壮 也
,

血 气方 刚
,

戒 之 在斗
。

及 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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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血气既衰
,

戒之在得
” 。

这里讲的三戒涉及三种欲

望
:

男女情欲
、

争强斗胜
、

贪婪守财
。

人生的不 同时

期有不同的主导欲望
,

好色
、

好斗
、

屯积守财在人生

的不同阶段表现的强度不同
,

因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

这是一种发展的
、

阶段论的观点
。

孟子将孔子关于欲的论述
,

加以继承和 阐发
。

他 明确地说
:

好色
,

富贵
,

均为人之所欲
。

(《孟子
·

万章上 》 )又说
: “

鱼
,

我所欲也
;
熊 掌

,

亦我所欲 也
。

二者不可得兼
,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 ”

(《告子上》 )意

味着人通常选好的吃
。

还说
: “
口 之于味也

,

有 同嗜

焉 ; 耳之 于声 也
,

有 同听焉
; 目之 于 色也

,

有同美

焉
。 ”

(《告子上》 )将欲望 与特定 的感官联系起来分

析
,

与孔子相 比
,

显得较为深人和系统
。

特别是孟子

将这些欲望归结为人性或人 的共同性
,

使欲望论成

为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应该说这是欲望论的重

大发展〔6 ]
。

《老子》说各种颜色使人 眼花缭乱
,

各种音乐令

人听觉不灵
,

各种味道使人 口伤舌木
,

骑马打猎使人

放荡不羁
,

难得之货令人行为不轨
。

圣人只求吃饱

不求声色之欲
。

老 子虽多 以否定 的口 气谈论欲望
,

但他提及的欲望
,

除声色口体之欲
,

还有玩乐猎奇之

类
,

而
“

为腹不为 目
”

似乎是认为
,

食欲与声色之欲相

比更为基本 (《十二章》 )
。

《庄子》将欲望与情绪联系起来看待
。

欲望不得

满足
,

则忧愁恐惧
,

忧愁恐惧则会伤害身体
。 “

夫天

下之所尊者
,

富贵寿善也
;
所乐者

,

身安厚味美服好

色音声也
;
所下者

,

贫贱夭恶 也
;
所苦者

,

身不 得安

逸
,

口 不得厚味
,

形不得美服
,

目不得好色
,

耳不得音

声
;
若不得者

,

则大忧 以惧
,

其为形也亦愚哉 !
”

(《至

乐》 )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 看到
,

他所论及的欲

望包括衣食
、

声色
、

安逸
、

富贵
、

长寿
、

为善
。

墨子认为人对于生的欲望
,

对于富贵的欲望
,

以

及对死的回避
,

对贫贱的回避
,

是 自然的
、

合理的欲

求 ((( 尚贤下》 )
。

墨子关注的是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
。

“

民有 三患
:

饥 者不 得食
,

寒者不 得 衣
,

劳者不 得

息
。 ”

(《非乐》 )墨子深知要使天下人都满足基本的需

要
,

是极为不易的
,

他怀着以天下为 己任的精神
,

以

苦行为生活信条
。

要兴天下之大利
,

求天下之共乐
,

必先与民众共苦 〔’ 〕。

这意味着衣
、

食
、

息为人之基本

需要
,

耳 目口体之乐为奢侈性的欲望
。

法 家 的代表 著作 是 《管子》和 《韩 非 子》
。

《管

子》将人欲分为两类
,

一类是生理性 的
,

一类是社会

性的
,

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
。 “

仓凛实则知

礼节
,

衣食足则知荣辱
”

((( 牧民》 )
。

还说
: “

民恶忧劳
,

我佚乐之
; 民恶贫贱

,

我富贵之
; 民恶危 坠

,

我存安

之 ; 民恶 灭绝
,

我 生育之
。 ”

(《牧 民 》 )这 里涉及到衣

食
、

荣耀
、

娱乐
、

富贵
、

安全
、

生育等多方面的需要 7j[
。

韩非还论及人的欲望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

他

说
,

上古之世
,

人们只要用树枝筑一个巢便满足了
,

有一点熟食可吃
,

不生疾病
,

便 高兴 了
,

而那 时一个

君主的所得还不及现在一个县令多 6[]
。

先秦诸子对欲望本身的性质和种类的看法大同

小异
。

第一
,

先秦思想家大多从人的 自然本性看待

欲望
,

认为人有共同欲望
。

联想两千年后竟有人否

认共 同人性
,

将阶级性看成人的惟一属性
,

岂不令人

感慨 ! 第二
,

先秦思想家把欲望分为衣食
、

声色
、

富

贵等基本类别
,

还涉及争斗
、

占有
、

安逸
、

玩乐
、

猎奇
、

长寿等多种欲望
。

第三
,

在多种欲望 中
,

衣食与其他

欲望相 比
,

是最为基本的
,

其他 欲望是较为次要的
、

或衍生 的
、

或奢侈性 的
,

老子
、

墨子
、

韩非子认为
,

人

只需满足最为基本的欲望
。

这种观点一方面揭示了

各种欲望之间的关系
,

或者不 同的欲望对人生 的不

同意义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 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条

件下人的生存状态
。

3 喜怒哀乐之情

情 即情绪情感
,

与欲望密切联系
。

现代心理学

认为情绪情感乃需要满足与否所产生的体验
。

先秦

思想家对此已有朴素直观的认识
。

《管子》说
: “

凡人

之 情
,

得 所欲则 乐
,

逢 所恶则 忧
,

此 贵贱之 所 同有

也
。 ”

(《禁藏》 )

孔子讲
“

仁者爱人
” ,

将建 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

的爱看成是道德人格的核心
。

孔子是一个感情丰富

的人
。

《论语 》中有丰富的情绪情感方面的描述和记

载
。

开篇即说
: “

学而时习之
,

不亦说乎? 有朋 自远

方来
,

不亦乐乎?
”

(《学而》 )学习
、

交朋友都是很快乐

的事
。

听音乐也是特别快乐的事
: “

子在齐闻韶
,

三

月不知肉味
。 ”

(《述而》 )遇到悲伤的事
,

孔子也不掩

饰自己的悲伤
。 “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
,

未尝饱也
。

子

于 是 日哭
,

则 不 歌
。 ”

(《述 而》 )
“

颜 渊 死
,

子 哭 之

坳
。 ”

(《先进》 )一个人应该有正 当的好恶之情
。 “

惟

仁者
,

能好人
,

能恶人
。 ”

(《里仁》 )但孔子认为忧愁和

恐惧是两种消极情绪
。 “

君子不忧不惧… … 内省不

疚
,

夫何 忧何惧 ?
”

(《颜渊》 )
“

君子坦荡荡
,

小人长戚

戚
。 ”

(《述而》 )孔子对怒的看法是
,

当怒则怒
,

但要注

意
“

不迁怒
” 。

孔子 的生活是快乐 的
, “

乐 以忘忧
,

不

知老之将至
。 ”

((( 述而 》 )多么令人向往 !

孟子多从道德角度论述情感
,

他认为恻隐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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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恶之心等等是道德的基本
。

君子以 自己行为不合

乎道德而感到羞耻
。 “

君子有终身之忧
,

无一朝之患

也
。 ”

((( 孟子
·

离 娄》 )所忧者 自己 人格不伟大
,

成就

不卓越
。

至于一朝之患
,

君子不以为患
,

也就不会动

心了川
。

荀子对情绪情感的论述较多
。 “

性之好恶喜怒

哀乐谓之情
。 ”

(《荀子
·

正名篇》 )是说人有六种基本

情绪
。

但他又说
: “

说
、

故
、

喜
、

怒
、

哀
、

乐
、

爱
、

恶
、

欲
,

以心异
。 ” “

说
”

即悦
, “

故
”

指烦闷
,

一共是九种
。

如前

所述
,

欲不是情
,

喜悦
、

烦 闷与前面所说六种情绪有

所重复
,

所 以 还是六情说较为合适 7[]
。

其中喜怒哀

乐是较为单纯 的
、

原生性的
,

好恶是较为复杂的
、

衍

生性的
。

荀子认为
,

情绪不好的时候
,

虽然感官接触

到美好的外界事物
,

人也不会感到愉快
;
情绪好的时

候
,

虽然感官没有接触到美好的外界事物
,

人也会感

到愉快
。

这与现代心理学有关心境的论述是完全一

致的 [7 1
。

19 9 3年 10 月
,

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

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
,

出土了一批竹简
,

经古文

字专家整理
,

定 书名为《郭店楚墓竹简沪 ]
。

其中有

两种道家著作
,

十一种儒家著作
。

竹简发表后
,

在国

内外学术界 引起很大反响
,

特别是对儒学的研究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

竹简中的一些 内容可能会导致对

儒学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9[]
。

竹简中《性 自命出》一

篇集 中论述了
“

心
” 、 “

性
” 、 “

情
” ,

其主题是 由
“

情
”

进

而探讨以
“

乐
”

化 民的可能性 9[]
。

该篇对于
“

情
”

的论

述特别具有心理学 的价值
,

如
: “

爱出于性
,

亲 出于

爱
,

忠 出于亲
” , “

欲出于性
,

虑 出于欲
” , “

恶出于性
,

怒出于恶
” , “

喜出于性
,

乐生于喜
”

8[]
。

与后世
“

性善

情恶
”

观念 (从汉儒到理学 )完全相反
,

该篇提出了贵
“

情
”

说 9[]
。 “

道始于情
,

情生于性
。 ”

t8]
“

礼生于情
”

8[]
,

。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
”

8[]
。

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
,

是别处很少见到的
。

由此可见
,

真情流露是原典儒

学的重要 内容
。

宋明理学一直到今 日的
“

现代新儒

学
” ,

在
“

情
”

的问题上离竹简所代表的原典儒学相去

甚远
。

19 1

老子几乎没有论及情
,

只说到
“

慈故能勇
”

((( 老

子》六十七章 )
,

是说母爱会激起保护幼子的勇敢行

为
。

庄子论及的情绪情感主要有喜怒
、

悲乐
、

好恶六

种
,

但均以否定的态度看待
.

庄子主张无情
,

实际是

要超越感情对精神 自由的束缚
。

他看重的是真情
:

“

真者
,

精诚之至也
; 不精不诚

,

不能动人
。

故强哭者

虽悲不哀
,

强怒者虽严不威
,

强亲者虽笑不和
。

真悲

无声而哀
,

真怒未 发而威
,

真亲未笑而 和
。

真在 内

者
,

神动于外
,

是所以贵真也
。 ”

(《庄子
·

渔父》 )

墨子兼爱天下
,

不惜牺牲 自己
,

如无真情实感
,

必不能如此
。

但墨子主张只应发挥兼爱之情
,

其他

情绪都有害于事业
,

应予 以消除 ll]
。

墨家用利害得

失来说 明情感的产生
。 “

利
,

所得而喜也
” ; “

害
,

所得

而 恶也
。 ”

(《墨子
·

经上》 )得到喜爱的东西便是利
,

得到憎恶的东西便是害
。

韩 非子讲法制显得严厉无情
,

但他又讲慈爱之

心
,

推崇老子
“

慈故能勇
”

的观点
。

他说
: “

圣人之于

万事 也
,

尽 如 慈母 之为 弱子虑 也
。 ”

(《韩非 子
·

解

老》 )慈爱之心使人深思熟虑
,

明了事理
,

也使人坚定

不移
,

勇气倍增
。

韩非子认为一个人像母亲爱自己

的孩子一样去为人处事
,

必然会取得成功
。

先秦诸子关于情绪情感 的论述
,

有如下几点值

得重视
:

第一
,

认为情与欲密不可分
,

需要满足与否

是情绪发生的重要因素
。

第二
,

人有几种基本的情

绪
,

最常被论及 的是喜怒哀乐
,

其次是好恶忧惧
;
高

级复杂的情感如 同情 (恻隐 )
、

兼爱 (博爱 )
、

慈爱
、

羞

愧
,

大多与道德体验相联系
。

第三
,

情绪会通过表情

表达出来
,

面部表情
、

声音 表情都是情绪的外部表

现
。

第 四
,

从情绪情感 与人生的关系看
,

人贵有真

情
,

贵在以兼爱
、

慈爱
、

同情之心去待人待事
,

这就是

以爱为根基的人生态度
。

4 欲与情之关系

关于欲与情的关系
,

先秦诸子的论述较为零散
,

并非每位论及欲和情的思想家都论及二者之间的关

系
。

涉及此问题的一些言论
,

集中在欲与情何者是

更为基本的东西
,

或者说究竟谁在谁的基础上产生 ?

一种观点认为欲是在情的基础上产生的
。

荀子

说
: “

性 者
,

天之就也
;
情者

,

性之质也
;
欲者

,

情之应

也
。 ”

((( 荀子
·

正名 》 )就是说
,

先天生就的性是最根

本的
,

情是天性的实 际内涵
,

欲又是情 的表现
,

是情

对外物的感应而产生的
,

情与欲都是人性的表现 2[]
。

欲
、

情
、

性三者
,

既相互蕴含
,

又依次上升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情是在欲的基础上产生的
,

欲

望满足与否是产生情绪情感的根源
.

持这种观点的

人为多数
。

《墨子》说
: “

利
,

所得而喜也
” ; “

害
,

所得

而恶也
”

(《经上》 )
。

得到 的东西好
,

能满足人的需要
,

就产生喜悦之情
; 得到的东西不好

,

不能满足人的需

要
,

就产生憎恶之情
。

《管子》说
: “

凡人之情
,

得所欲

则乐
,

逢所恶则忧
,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 ”

((( 禁藏》 )

倘若欲豁难填
,

永不知足
,

则得到所欲之物也不

足以解忧
。

韩非说
: “

圣人衣足以犯寒
,

食足 以充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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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忧矣
。

众人则不然
,

大 为诸侯
,

小余千金之资
,

其欲得之忧不除也
。 ”

((( 韩非子
·

解老》 )欲望满足与

否会产生情绪体验
,

但何种程度为满足何种程度为

不满足
,

则取决于人对于欲望的态度或价值观
。

孟子却认为
,

人的声色富贵之欲即使满足了
,

也

不足 以解忧
,

只有孝顺父母才可以解忧
。

这是一种

颇令现代人惊奇的极端孝道论的观点
。

《孟子》说
:

“

好色
,

人之所欲
,

妻帝之二女
,

而不足以解忧
;
富

,

人

之所欲
,

富有天下
,

而不足 以解忧 ; 贵
,

人之所欲
,

贵

为天子
,

而不足 以解忧
。 ” “

好色
、

富贵
,

无 足以 解忧

者
,

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
。 ”

(《万章上》 )世道多艰险
,

人间多沧桑
,

声色富贵均可能招致祸害
,

只有回到童

年
,

躲避于父母的怀抱
,

方可以解忧
。

极端孝道论实

际是潜意识中希望 自己永远不要长大
。

只要略懂精

神分析理论
,

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

5 欲与情之对待

如何对待欲与情
,

是先秦思想家关注 的一个核

心问题
,

他们讨论欲和情及其关系
,

最终都是为了讨

论如何对待欲和情
。

由于欲与情 之间的密切关系
,

所 以大多数情况下
,

思想家们并未将二者分开来论

述
。

因此我们这里也将其作为一个问题 (即情欲态

度 问题 )来看待
。

孔子
“

七十而 从心所 欲不逾 矩
。 ”

(《论语
·

为

政 》 )从心所欲又不逾矩
,

实际是将欲望 限制在一个

范围内
,

限制时间长了
,

欲望就会 自动不超出范围
。

规矩就像
“

超我
”

高高在上又 内化于心
。

但要到七十

方能达到此种合情合理的 自由境界
,

可见需要漫长

的修炼过程
.

圣人 尚且如此
,

常人的修炼过程更长

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

由此可知孔子是注重节制而又

相 当宽容的
。

孔子讲
“

己所 不欲
,

勿施于人
” ,

这是

恕
。

己之所欲推之于人
,

便是仁
。 “

夫仁者
,

己欲立

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

(《雍也》 )仁不在无欲
,

而在

推欲
。

孔 子 对欲 的基本态 度是
“

欲 而 不 贪
”

((( 尧

日 》 )
, “

富与贵
,

是人之所欲也
,

不得其道得之
,

不处

也
”

(《里 仁 》 ) ; “

邦 无 道
,

富 且 贵 焉
,

耻 也
”

(《泰

伯》 )
。

人 的欲望
,

不通过正 道得到满足
,

君 子不为
。

对于情绪
,

孔子认为也应有所节制
。

《八情 》篇中说
:

“

乐而不淫
,

哀而不伤
” 。

孔子欣赏安贫乐道的人生态

度
,

为此对颜 回颇为称赞
: “

贤哉回也 ! 一革食
,

一瓢

饮
,

在 陋巷
,

人不堪其忧
,

回也不 改其乐
。

贤哉 回

也 !
”

(《雍也》 )

如果说孔子主张节欲
,

孟子则主张寡欲
,

寡欲的

目的
,

在保全 自己
。

寡欲
,

则少惹祸
;
多欲

,

则祸难

生
。

孟子还主张在面临选择时
,

应首先追求高级需

要舍弃低级 的需要
,

甚至为道德理想 而牺牲生命
。

“

生亦我所欲也
,

义亦我所欲也 ; 二者不可得兼
,

舍生

而取义者也
。 ”

(《告子上》 )这种英雄主义的人生哲学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对于情感
,

孟子认为恻

隐之心
,

羞恶之心等情感
,

还有对父母的孝心
,

是道

德的基本
。

荀子认为
,

欲是人 的本性所具有 的
,

故
“

欲不可

去
”

;但是欲又不可能完全满足
,

故
“

又不可尽
” 。

从欲

望与社会的关系看
, “

人生而有欲
,

欲而不得
,

则不能

无求
,

求而无度量分界
,

则不能不争
。

争则乱 乱则

穷
。 ”

于是荀子提出节欲的主张
。 “

欲虽不可尽
,

可以

近 尽 也 ; 欲 虽 不 可 去
,

求 可 节 也
。 ”

((( 荀 子
·

正

名 》 )
“

君子乐得其道
,

小人乐得其欲
。

以道制欲
,

则

乐而不乱
; 以欲忘道

,

则惑而不乐
”

(《乐论》 )
。

但荀子

反 对去欲
、

寡欲
、

无欲
、

非乐等观点
,

而 主张 导欲
。

“

凡 语治 而 待 去 欲 者
,

无 以 导 欲 而 困于 有 欲 者

也
。 ”

(《正名》 )是说那些否定欲望而治理国家的人
,

实际上是未能正确地利导欲望而被欲望困囿住 了
.

老子认为人应保持自然纯朴的状态
,

减少私心
,

降低欲望
。 “

见素抱朴
,

少私寡欲
。 ”

(《老子》十九章 )

断言
“

祸莫大于不知足
,

咎莫大于欲得
。 ”

(四十六章 )

因此
,

不应使人看见会引起欲望的东西
,

以保证民心

不乱
。 “

不见可欲
,

使民心不乱
。 ”

(三章 )老子不是主

张压制 欲望
,

而是要人们知足
,

知足就 自然而然无

欲
。

满足现状
,

就不感觉缺乏 ; 欲其实是感到缺乏
,

不感到缺乏
,

就 自然无欲了 1[]
。

老子讲无欲但未讲

无情
,

可他也未言及情
;
庄子不讲无欲而讲无情

。

庄

子一方面把
“

精诚
”

作为真情的标志
,

另一方面又主

张人不应因感情而累及精神 自由
.

人应超越好恶喜

怒哀乐
,

超脱俗世 的烦恼和痛苦
,

顺应 自身的 自然本

性
,

达到不为物役 的 自由境界
。 “

安时而处顺
,

哀乐

不能人也
。 ”

((( 庄子
·

大宗师》 )庄子也主张废弃外在

的道德规范
, “

道德不废
,

安取仁义 !
”

(《马蹄》 )

墨子虽不否认基本欲望 的满足
,

但由于其强烈

的救世情怀
,

几近苦行禁欲
,

以牺牲 自己欲望满足之

快乐而求大众基本需要之保证
。

对于好恶之类的情

绪情感
,

喜好不一定有益
,

憎恶不一定有害
,

关键在

于是否得 当
。

《墨子
·

经下》说
: “

无欲恶之 为损益

也
。

说在宜
。 ”

没有绝对有益的情绪
,

也没有绝对有

害的情绪
。

情绪的功能不取决于情绪本身
,

而取决

于情绪之发生与表达是否得 当
。

韩非反对贪欲 (欲甚 )
, “

有欲甚则邪心胜
,

邪心

胜则事经绝
,

事经绝则祸难生
。

由是观之
,

祸难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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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心
,

邪心诱于可欲
。

可欲之类
,

进则教 良民为奸
,

理又切实可行
。

庄子的精神 自由
、

墨子的救世情怀
、

退则令善人有祸
。 ”

(《韩非子
·

解老》 )又说
: “

欲利甚 孟子的英雄人格均非常人所能为
,

对现代人而声
,

只

于忧
,

忧则疾生
,

疾生而智慧衰
,

智慧衰则失度量
,

失 能提供一些精神参照系
,

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注人

度量则妄举动
,

妄举动则祸害至
。 ”

所 以人应知足
,

要 一些超越性 的因素
。

老 子和韩非 出于政治实用 目

善于克制欲望
。

大众的欲豁是填不满的
,

任其泛滥
,

的
,

主张无欲或控制民众的欲望
,

则是一种生产力极

会危及君主的统治
,

所以要以严厉的法制
,

去控制民 其落后时代的保守政治思想
。

至于纵欲主义倒是颇

众的欲望
。

适合现代消费社会人们的口 味
,

但纵欲主义的实质

以上各家对欲的态度
,

其实都是主张节欲 的
,

只 是主张沉溺于感官享乐
,

显然不利于人性潜能的成

是程度不 同而已
。

但先秦时代也有人主张纵欲
,

此 长和丰富的人性层面的展开
。

人名魏牟
.

魏牟 曾著书
,

但 已失传
。

荀子批评魏牟

等人
“

纵情性
,

安态 唯
,

禽兽行… … 然而其持之有

故
,

其言之成理
,

足 以 欺惑众愚
。 ”

(《荀子
·

非十二

子》 )由此可知
,

那是一种主张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

先秦诸子对待情欲大都持节制态度
。

孔子注重

节制
,

也注重正 当的欲望满足和情感体验
。

荀子从
“

欲不可去
”

的现实出发
,

主张节欲和导欲
,

不失为一

种明智而理性 的态度
。

孟子怀着一种道德英雄主义

理想
,

主张寡欲
,

寡欲然后能保全 自己
,

保全自己方

能有所作为
。

孟子主张情绪不为外物所动
,

也是为

了成就其英雄人格
.

老子讲无欲
,

韩非要人知足
,

都

是为统治者考虑的
。

韩非撰文解读老子
,

今人也有

将老子与韩非合而论之的
,

可见他们有较多相似之

处
。

庄子一方面讲精诚之真情
,

另一方面讲无情
,

是

说人不应因感动而累及精神自由
。

他强调的是精神

生活的超越性
。

墨子存有强烈的济世救 民情怀
,

主

张以克制 自己 的欲望 去实现民众的基本欲望 的满

足
。

他有禁欲倾向
,

但他又认为人应有适 当的情绪

体验
。

无论是节欲
、

导欲还是无欲
、

寡欲
、

无情
、

苦

行
,

都是讲节制
,

不过程度不 同而 已
,

不是严厉的禁

欲主义
。

总体看来
,

孔子与荀子的观点较为合情合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南京师范大学杨鑫辉教授的

指导
。

参 考 文 献

张岱年
.

中国哲学大纲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 82
.

4 6 7
,

4 5 0
,

4 7 1
,

4 6 8
,

4 5 2

杨鑫辉
.

中国心理学思 想史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19 94
.

15 6
,

15 7

张立文
.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人道篇 )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19 9 5
.

2 7 3

高觉敷
.

中国心理学史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 85
.

29 一

9 5

燕国材
.

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
.

第一卷
.

北京
:

人 民教育出

版社
,

19 8 8
.

2一 4 3

李庆
.

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
.

北京
:

学林 出版社
,

19 %
.

30 6,

3 2 0

高觉敷
.

中国心理学史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 85
.

1 19,

8 7
,

86

郭店楚墓竹简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 99 8
,

2 0 3一 2 04
,

1 79
,

20 3
,

19 4

姜广辉
.

郭店简与儒学研究 (《中国哲学 》第二十一辑)
.

沈 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 0 0 0
.

2 6 3一2 6 4
,

8 5
,

4
,

19
,

2 6 9一 2 70



1期 郭永玉
:

先秦情欲论 8 7

TH E OR Y O F D E SI R E S A N D E M O T I O N S IN P R E
一

QI N P ER I O D

G u o Y o n g y u

( D印 ar

tme
n t fo p 移 ch o to gy

,

uH
a hz o n g NO

r

ma l nU i v e r s i印
,

Wu h a n 4 3 00 79 )

A b s t r a C t

T ll i s P a pe r e x P l o er d het ht e o ir e s ab o ut d e s ier s a n d e m o it o n s i n Per
一

Q i n pe ir ed w hi e h 15 a Ph as e o f

an e i e n t C hi n e s e P s y e h o l o g i e al hi s ot yr
.

hT
e er w e er fo ur as pe e st ab ou t het

s u bj
e e t: d e s i er s

,
e m o it o n s

,

het i r

er l iat o n s hi P
,

ht e

het
o ir s st

’
a itt ut d e s ot d e s i er s an d e m o it o n s o f h切m an be i n g s

.

hT
e P a ep r i n v o l v e d het

het
o ir s st suc h as C o n f u c lus

,

M e cn iu s
,

X un 2 1
,

L a o iz
,

Z h u an g 乙
,

M o 乙
,

H a n
eF i iZ

,

an d 5 0 o n
.

lA
s o

het P a ep r d i s e u s s e d het het
o ir s st

’
e o n itr bu it o n ot m o d e m P s y c h o l o g y a n d het

v al u e ot m o de m

h u m an be in .g

Th e s c h o lasr o f het P er
一

Q i n ep ir o d s haer d n e
alr y het

s a r n e o P l in o n o f het
n a t u er an d ht e v

iar e it e s

o f d e s i er s
.

hT
e y etr aet d de s ier s fr o m ht e P o i n t o f h u m an

n a tU er an d e las s i if e d i t i n ot s e v e
alr b as i e

e
aet g o ir e s

.

hT
o s e d e s ier s fo

r
fo

o d a n d e l o ht e s w e er er g a r d e d as P ir m a yr o en s
.

In ht e id s e u s s i o n s ab o u t

e m o it o n s b y het Per
一

iQ
n s e h o l明

, s e v e

alr P o i n st s h o ul d be P ia d s ep e i al a tt e
int

o n ot : e m o it o n s a dn

d e s ier s

aer
n o t s e P a r a b le : m an h as s e v e alr b as i e e

m
o it o n s s uc h as P l e as uer

,

an g e r ,
s o rr o w an d e nj oy m e n仁

e m o it o n s if n d o u it e st i n e x P er s s i o n s
,

faC i al o r v
oc al ; i t w as in c e

fo
r ep o P l e ot be s icn e er a n d ot etr at

o
het sr w iht u in v e sr al lvo

e ,

P i it e s an d s y m P a t h y
.

N b s y s et m iat e
het

o ir e s ab
o ut het er l a it o n s hi P be wt e e n

d e s ier s
an d e m o it o n s e

an be fo un d
,

bu t w e
m ay e o cn l u d e ht a t het

e m Ph as i s o f het Per d e e e s s o sr
’

agr um
e n t w as

“
w ih e h w as het b as i s o n w ih e h het

o
het

r w as Por d u c e d
,, .

S o m e s e h o lasr
suc h as X u n iZ

i n s i s et d ht a t In h e er n t n a ut er w as het m o s t e s s e n it al
,

w hi l e

het m aj o ir yt ot o k het
o PP o s i ot s at n d

.

In
hit s

agr um
e n仁 M e

cn i u s h ad
a s u

rp ir s i n g ly r a d ie al v i e w P o i n t o f if l ial P i e yt
,

w hi e h 15 i n

fac t a er fl e e it o n o f

het
s u be o n s e i o u s w i s h o f be ign fo er v e r i n o n e ’ 5 e hi ld h o o d

.

eH ht o ug h t ht at e v e n ht ou g h al l ht e d e s i er s

fo
r

mu
s i e

,
e o lo r ,

w e al ht an d h o n o r w e er s
iat

s if e d
,

i t w as s it ll im P o s s i b l e ot er l i e v e o en
’ 5

axn
i e

yt
,

w hi e h
,

ac e o

idr
n g ot ih m

, e o ul d o n ly be er l i e v e d 勿 fl l i al iP
e yt ot o en

’
5 P aer

n st
.

eR fe irr n g ot ht e
etr

a奴n e n t o f

de s ier s a n d e m o it o n s
,

het Per
一

Q i n s c h o lasr m o s it y ag er e d ot c
he c k het m

.

eG
n e

alr ly s ep iak
n g

,

het
v i e w po i n st P o s s e s s e d 勿 C o n fu c lus an d X un 21 aer

r a it o n al an d P acr it e al
,

w he er as het
s iP ir t u a l fer

e d o m

by Z h u an g iZ
,

ht e s e n it m e n st o f a sva i o r
饰 M o iZ

,

即 d het he or ie ep sr o n al iyt b y M e cn i u s a er be y o n d

het er ac h o f t h e e o n ll n o n
.

L a o 21 an d H a n
eF i 21 s ot o d fo

r n o n 一de s ier a n d e he e k o f het m as s ’

de s ier s
,

w hi e h c an be v i e w e d as a c o n s e vr iat
v e

ht o u g h t o f op l i it e s i n

het it m
e o f e x

etr m e ly low Por d u c it v iyt
.

K e y w o r d s d e s i er s ,
e m o it o n s ,

het
o ir e s ,

P er
一

Q i n
pe ir d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