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本善還是惡？作者以這問題拋磚引玉，帶動全
書的思維。 

環視四周，人可以是如斯的偉大、善良、高貴、令

人感動；但同時，又不斷有事實告訴我們，人竟也可以

是如斯的卑鄙、醜惡，甚至殘酷得令人打冷顫。 

本書作者溫偉耀博士從觀察人性善、惡並存的弔詭

和矛盾中，確認兩點： 

（一） 人有判斷善、惡的能力； 

（二） 人始終相信：人應行善，不應行惡。 

因此，人行善是順著人性的積極性及道德信念而行。這樣，人是否普遍認同

應該優先選擇行善的嗎？就算人在行惡時，心中又是否仍會存有善的信念呢？本

書嘗試從中國的人生哲學及基督教的理解，去探討對人性美善及邪惡的看法，從

而再探討如何攀登人性美善的顛峰。 

一直以來，中國文化精神的興趣，主要不是在於對外在客觀宇宙的探索，而

是在對人內心世界的探索，主要是落在人生體驗的反思和智慧。作者認為中國傳

統儒家、道家、佛學在人類精神文明方面，最優越的成果就是提倡通過修養，以

達致對人性善良、高貴的確認。 

儒家的「成聖」 

從孔子開始，中國儒家思想的探索和關注，都是在道德人格操守和怎樣建立

有道德規範的社會這些課題上。當人按儒家建議對外以「觀察」身邊每日發生的

事，從而發現「四端」；對內又以「靜以觀心」或「靜觀」以靜坐來觀察、反思

自己，從而留意並享受到人的滿足不單祇是來自外來的刺激，也可從實踐高尚道

德之品格情操而來的。若能再進一步，便能以「存」和「養」帶動的行動來表達

並實踐那原來擁有的道德心。當人領會到對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有要求時，就會

被儒家思想推動，在「義」、「敬」和「慎獨」上多花工夫去強調和表達人的高

貴情操。儒家不單停留在道德的自覺性，還要求自己以「仁」和「誠」的道德情

操向外開展。當人達至內外一致，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甚至整個世界時，這

樣就達到了儒家「聖人」的境界了。 

道家的「成仙」 

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教導人要先回復「自然」，然後進到「無為」。在

徹底和諧及不強求的狀態下，進而達到「忘」和「適」的境界。同時，為免因忘

我而墜進了隨波逐流的情況，道家建議「遊」，即「遊」刃於得、失之間：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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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會沖昏頭腦；挫敗時，不會喪失動力。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的境界，

這樣，便會進入「無待」的自由狀態。若要達到以上的逍遙自在的狀態，道家提
出要修練「虛」及「靜」的工夫：「虛」是積極地透過思考、思維上的突破；

「靜」是訓練自己心靈的控制和自主性。兩者都可透過「靜坐」，達到「除障」、

「明鏡」、「心齋」、「坐忘」的狀態，這樣就能與世界周圍發生的事物有「遊

刃而有餘」的協調。這就是道家「仙人」灑脫、逍遙的生命境界。 

佛家的「成佛」 

佛學的起源地是印度，其核心所仰求的是關懷人生的「苦」，重點落在「離

苦」這問題上。苦的根源是「妄執」，若有智慧去體會及認識「如實觀」，就會
看透世間一切的事都是「緣起性空」。印度的佛學，最有代表性的是「空宗」和

「唯識」兩個學派，他們運用不同思辨理論的手法，去明白世上善惡都是「緣起

性空」。佛學傳入中國後，經中國文化土壤發展出的佛學思想，不只停留在理論
層面的辨析，更是具體地落實在現實修煉的行為實踐上，達至放下執著、體驗解

脫。至此，中國佛學再翻上一層，以「妙有」作為依據，去看透世事善惡偕「鏡

花水月」。當中以天台宗和華嚴宗的貢獻最獨特。天台宗的「一心三觀」是以徹
底靈活的自由心靈，不斷地轉換角度去看事，心就不會停滯而盲目地執著；華嚴

宗的「法界觀」倡議全面地、徹底地以統攝的心，從一切所有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物，這樣就不會因無知而產生執著，達到了佛家「成佛」的境界了。 

表面上，中國的儒、道、佛都強調「仁義內在」的看法，認為一切道德的問

題，都是歸結於心的問題，要從心裏下工夫。而基督教亦有相類似的見解，例如：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四

章23節）。另外，耶穌說：「從人裏面出來的，才會使人污穢。因為從裏面、就
是從人的心裏，發出惡念、淫亂、偷盜、兇殺．．．這一切的惡事，是從人裏面

出來的，都能使人污穢。」（《馬可福音》七章20-23節）。可是，近年西方的道
德心理學，經過嚴謹的觀察、研究和實驗，都發現善念或惡念都不可以單一簡單

地化約為只是源出於內心的善性或惡性。其實，起念背後的心理動力和所牽涉的

因素，遠比我們想像的繁多和複雜。而如何真正成為一個能面對人性善惡的人，
基督教提供了出路。 

基督教--「發現自己」、「發現上帝」 

在探討人性本善還是惡這問題上，中國儒、道、佛在人格修養工夫上，都是
著力於「發現自己」。然而，基督教信仰不單認為人必需要「發現自己」；同時

也要「發現上帝」。當然，「發現上帝」不單是停留在一種知性上的認識，而是

要成為自身的體驗。「發現上帝」使我們與上帝開展一種溝通的體驗，讓上帝的
靈（聖靈）進駐我們的心靈，讓我們經歷祂的真實和力量，不是靠己力，是靠上

帝以致真正的攀登人性美善的顛峰。 

若要開展與這位無限的上帝建立關係，上帝並不要求我們首先要修心、養性

（儒家），或者要清、虛自心（道家），又或者要把捉那「明心、見性」的大智



慧（佛家）。上帝所要求的，祇是我們的一種「願意」的態度，不需用力追求，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拿出來的一種態度。 

作者寫這本書時，是想以簡易而不簡化、淺白而不膚淺的文字來與讀者分享

他對基督教及儒、道、佛教的理解。然而，看完這書後，我個人感覺它一點也不

簡易、也不算淺白！書中引用了很多專有名詞，再加上作者造學問的嚴謹態度、

環環緊扣的文筆，以及對注釋及補充參考的重視，我們閱讀時，必須也以同樣認

真的態度、清晰的頭腦，才能理解他的想法、研讀他的立論，跟隨作者的思路。

這不是一本休閒閱讀的書，但卻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不應是為傳福音而閱讀，

而是為作為一個中國人基督徒，去同感作者愛中國的心切、同思基督信仰對中國

精神文化的重要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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