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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孟子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之星。孟子的核心思想包括性善论、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人格理想与修养学说。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人格理想与修

养学说中的“大丈夫”理想人格作为切入点，分析其内涵、实现途径以及弊端，探究其对当代青少年的

启示及现实意义，以期为当代青少年成长成才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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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Mencius thought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t is a bright star of Chinese tradition-
al culture. The core thoughts of Mencius include the theory of good nature, benevolent govern-
ment though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personality ideal and cultivation theory. Under the guid-
ance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and on the basis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
sonality of “Dazhangfu” in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ideal and cultiv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 realization ways and drawbacks. It explores its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youth,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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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孟子对铸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指导性作用，其中他提出的“大丈夫”理想人格，不仅对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起到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当代青少年成长成才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

光明”。将“大丈夫”思想精华与哲学相结合，应用到育人育才中，有利于坚定青少年的理想信念，培

养和提高优良的道德品质；有利于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理想社会，培养品行高尚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为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成才指明努力方向。 

2. “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内容 

2.1. “大丈夫”具有“仁”、“义”、“礼” 

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理想人格，需要通过“仁、义、礼”这三种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成为“大丈夫”的先决条件。《孟子·告子上》中言：“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认为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

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非仁无为也，非礼无为。”“仁”是要具有仁爱之心，“礼”是要具备

高尚和合乎规范的礼仪。孟子认为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才是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远远高于外界的物质

财富。他对身外之财不屑一顾，强调要有义气，体现在“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也”。即便是在极

度饥饿的关头，君子也不会接受嗟来之食。而对于士大夫更是如此，“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

我何加焉？”[1]“仁、义、礼”虽是“固我有之”，但却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可以通过后天

的追求和教化来习得的。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君子非常注重“仁”“义”“礼”三种品质，还非常注

重培养独立精神，维护人格尊严，正道直行，不屈不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 

2.2. “大丈夫”具有远大的志向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君子得志的时候，带领百姓分享喜悦，不得志的时候也

能独善其身，保持内心做人的根本。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树立“大丈夫”理想人

格，“立志”是其先决条件，唯有君子拥有崇高的志向，才能做到兼济天下。“志”可以作为人的精神

支柱，这也是为何“有志者，事竟成”。《论语·子罕》中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有力地论证了“志”的重要性。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志”的思想，他在“志”的基础上又提出了

“尚志”。“尚志”就是高尚其志，提高仁义礼方面的道德修养。“大丈夫”理想人格不求一己之富贵，

不易其心，关心的是天下万民。即便是在不得志的时候，“大丈夫”也不自暴自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

初心和追求。由此可见，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是根据自身境遇审时度势，积极改变处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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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唯一不会改变的是对道义的坚守和对情操的陶冶。 

2.3. “大丈夫”具有“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既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也是一种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

学思想与精神内涵，是“大丈夫”理想人格中道德气质的突出体现，同时也是“大丈夫”理想人格中最

核心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圆满精神状态，这是一股积极向上的凌然之

气，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强调“浩然之气”实则是将“义”理灌注到他所描绘的理想人格里。“集

义”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人格独立、知耻致命、任道担当的“大丈夫”形象从此出现在中国传

统道德理想人格中[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都体现了人具有主体性。道德层面也存在着主体性，这揭示了人在道德实践和道德认知的过程中，对自

身的地位、价值以及能力，是具有主体性作用的[3]。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遵循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

自己的行为表现。这也是“浩然之气”基于性善论思想的原因，性善论认为一部分“善端”是天之所赐，

另一部分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充分发挥人的道德的主体性。 

3. “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弊端 

3.1. “大丈夫”理想人格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中国的古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神秘色彩的共性，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的整体大环境决定的，

“大丈夫”思想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哲学研究，都通过使用逻各斯进行解释、分析、论证，并且都有具

体的条例和框架[4]。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大多思想家、政治家强调“心领神会”、“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孟子对于“大丈夫”理想人格，也觉得“难言也”。虽然孟子有对“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具体

描述，但这些描述大多都是基于精神层面来谈的，其意图是创造一个超乎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具有一

定的神秘色彩。因此，“大丈夫”理想人格的教育对象是上层阶级和文人，普通人难以领会和理解，这

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普适性，剥夺了普通人树立理想人格的权利。 

3.2. “大丈夫”理想人格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 

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大丈夫”理想人格是基于性

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性善论本身就具有二元属性。此外，“大丈夫”思想既具有物质属性：“至大至

刚”和“塞于天地之间”，同时也具有精神属性：“配义与道”和“集义所生”。“大丈夫”思想的二

元本体观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不利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

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在封建色彩下走向狭隘与扭曲，甚至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 

4. “大丈夫”理想人格对当代青少年的启示 

党的二十大对广大青年提出了“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重要

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待。在“大丈夫”精神的熏陶下，要鼓励新时代青

少年要有理想主义追求、吃苦耐劳精神、善良儒雅之性和“三省吾身”功能。 

4.1. 持志养气——新时代青少年要有理想主义追求 

持志养气就是指通过努力拼搏，树立并坚持崇高的志向，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所谓“养气”，可

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靠坚定的志向，二是靠平日的善言善行来积累道义。欲想成为一个有志向和追

求的成功人士，必先进行一定的磨炼，这样才会有相应的“气”——完满的精神状态。因此，“苦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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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持志养气的必经之路，也是古往今来成功人士的必胜法宝。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皆由平

日养气时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育人育才中，要引导青少

年把“养气”放在内外修行的重要位置上，培养他们的志向和追求，这也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引导青

少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信念和信仰都对养成正确的三观起到决定性作用，要帮助青少年追求真善美

的事物，摒弃世俗邪恶思想，超越现实和自我。这对于当今的青少年成长成才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将孟子的“持志养气”思想融入课堂和实践，有助于青少年更好的理解如何成为品德高尚、思想端

正的人，有利于为我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主义追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贡献力量。 

4.2. 动心忍性——新时代青少年要有吃苦耐劳精神 

动心忍性出自《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动心忍性就是指锻炼自己意志，尤其是在

逆境中磨炼自己，不向挫折低头，培养自己的抗压能力。孟子常以史为鉴，借虞舜、殷相傅说等事迹来

论证磨炼抗压意识对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古往今来，许多英雄都是在逆境下成为英雄。“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

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有的人经历挫折，毫不退缩，激发昂扬的斗志；而有的人遇到

挫折就萎靡不振、郁郁寡欢。因此，磨炼青少年的抗压和耐挫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这个物

质生活相对充裕的年代，许多人极其容易误入歧途，须多加引导。在青少年育人育才中，要善于利于古

往今来的人物事例，向青少年论证遇到挫折和产生压力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形成面对挫折和压力的

正确态度，培养意志的果敢性、坚毅性和自制性、克服胆怯、刚愎、优柔寡断等不良品质。新时代的好

青年要学会迎难而上，在逆境中不畏惧失败，才能肩负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继往开来。 

4.3. 存心养性——新时代青少年要有善良儒雅之性 

《孟子·尽心上》中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

也。殀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认为人性所固有的自然存在、社会的一切规律法规，

都是天注定的。人可以尽可能利用天时，陶冶自己的修养道德[5]。此外，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人性本质上的平等性，他认为人们的道德、智力都不是先天决定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习得

进行改变，故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孟子肯定了“人是发展着的人”。由于教育是扩充“善端”的过

程，一方面教育要“存心养性”，把人先天存在着的“善端”继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求其放心”，

在人生中把丢失了的“善端”寻找回来，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所以，在青少年育人育才中，要善于引导

青少年挖掘自己身上已经存在的“善端”，并加以保持。对于那些原本没有的“善端”，要拓展自身的

善性，利用饱读诗书、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式用心发掘，成为一个善良儒雅之人。同时，学校教师

也要引导青少年坚信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最终也能成为像尧舜一样的成功人士。因此，要想培养青

少年的“大丈夫”理想人格，要有善良儒雅之性，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扩充自己的善端，存心养性。 

4.4. 反求诸己——新时代青少年要有“三省吾身”功能 

孟子在描绘“大丈夫”的理想人格时，非常重视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内省功能，这就要求青少年在

内省的基础上，一是要能主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自身意识的引领下，能够时时反省，主动地改变

客观世界。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外观看人”，容易看到他人的缺点，但往往忽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熟视无睹；容易轻易评价和指责他人，但却很少每日“三省吾身”。而当代青少年普遍又是“00 后”，

大多数为独身子女，容易缺乏自省意识，甚至出现推卸责任的行为。而中国的教育中，恰恰在自省的教

育板块存在短板，很多学生遭遇困难时，不首先从自身寻找原因，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这也是近年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45


姜俞含，赵昕仪 
 

 

DOI: 10.12677/acpp.2022.116345 2021 哲学进展 
 

来学校事件频发的原因[6]。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好青年，要励志成

为君子，学会约束自己，克服指责他人的行为。要想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也需要在平常的一言一行

中监督和磨炼自己，用顽强的意志促使自己内外兼修，从而成为理想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反

求诸己”思想有利于青少年构建更加科学的心智模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归因方式的改变，是将事件

的原因归结到自身，而不是归结到外部因素，无形中提升青少年的道德标准[7]。此外，“反求诸己”思

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共通之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

在青少年育人育才中，更应该引导青少年改变心智，以“三省吾身”的态度时刻约束自己，加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5. 结语 

孟子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对当代青少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想方

设法引导青少年正确理解“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内涵和实现途径；鼓励青少年将“大丈夫”的精神应用

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这有助于他们树立远大的崇高志向和理想信念，培养吃苦耐劳、不畏艰难险阻的

精神，完善和扩充自己的善性以及提升自我反省的功能。这不仅有利于当代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

培养强烈的爱国精神，而且还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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