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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志气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守正创新性挖掘、诠释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孟子的

“志气”是“志”和“气”的合成概念，其中“志”是指“志向”“意志”等心理品质，是“本心”的表

现。“气”是充满身体的情绪情感、能量或力量。“志气”是根源于本心的、合道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行

仁义的志向、意志及其主宰的实现志向的积极的情感、能量或力量。它具有如下特征：根源于本心先天的善

性、“心”的主宰性、动力性、正向性或积极性、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依据孟子志气思想，在培养和增强

志气时，应育志、养气、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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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3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

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习近平，2021）2021年4月，他在视察清华大学

又指出：“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

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202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再次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2022）。这些论述明确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是当代中国人具备的核心心理素养，因

此，应培养当代中国青少年学生这方面的素养。 

培养有“志气、骨气和底气”的中国人，是治愈中国文化身份认同“软骨病”的良方。近些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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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现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缺乏文化自信、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不敢不愿甚至羞于认同自己的中

国人身份，出现了“精日”（精神日本人简称）、“精美”（精神美国人简称）等精神上的外国人，他

们以自己在精神上认同的外国人自居，在中国人身份认同上出现“软骨病”、志短心穷、底气匮乏，处

处贬低乃至攻击中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和社会影响。这些人不仅无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愤图

强，反而极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杨晓慧 等，2020）。

要培养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就首先应弄清其概念及其心理内涵和特征。由于《孟

子》中有寓意深刻、影响深远的关于志气的阐述，这些阐述体现出中国文化尤其是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

儒文化的志气思想，故此，对《孟子》中的志气思想加以挖掘、重新诠释和重构十分重要和必要。

2  《孟子》中的志气概念及其文化心理特征

在《孟子》中，志气是“志”与“气”合成的概念，而“志”与“气”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孟

子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

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

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在这段话中，孟子明确告诉人们，“志”与“气”是两

个密切相关的相互影响的不同的概念，“志”主“气”次，即“志”是主宰，起主导作用，而“气”居

于被主宰被支配的次要地位。“志”是“气”的统帅，为“气”的运行指明方向，引导着“气”的运行

和作用的发挥。“志”指向哪里，“气”这种能量或力量就到达哪里，在哪里发挥作用。因此，人应当

培养并增强自己的“志”，在“志”的引导下发挥“气”的力量或能量作用，而不能缺乏“志”的指导

滥用其“气”。那究竟什么是“志”和“气”呢？

2.1  《孟子》中的“志”

从孟子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志”是指“志向”“意志”等心理品质，是“心”（注：“心”指的

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善心，即孟子说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的表

现，是人所确立的按照天生的善心行事的志向和排除任何内外干扰，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坚持行善的意志

品质，是“心”的道德价值判断力和实践力的体现。道德价值判断力是人心天生具有的明辨是非善恶的

能力；道德价值的实践力是人为善去恶的实践能力和毫不动摇的为善去恶的自觉性、果断性、坚定性和

自制力，以及勇敢献身精神。

孟子对“士何事？”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是“尚志”；对“何谓尚志？”这一问题的明确答复是

“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

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明确告诉人们，要确立高尚的行仁义之志向，并坚定不移

的实现这一志向，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他人理解不理解，都不改变自己行仁义（乐善行善）的志

向，如此便可以内心没有痛苦烦恼地悠然自得自乐。“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尊德乐

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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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

上》）明确告诉人们，行仁义是内心的本性使然，是人的道德价值自觉，并不在于别人知晓不知晓、理

解不理解，行仁义的志向能否实现都不会改变行仁义的初心，按自己的本心或初心去做就可以了。得志

即实现了自己的行仁义之志向时，不会得意忘形，仍然不背离自己的本心或初心，仍坚持按道义做事，

人民就会从自己的行仁义中受益，不会对自己失望。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时，也不忘本心或初心，不断

增强自己的仁义品性，强化德性德行。

公孙丑问道：“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

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尽心上》）孟子明确指出：“有伊尹之志，则

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其中的“伊尹之志”是指伊尹不在乎自己的毁誉、

利害、称讥、苦乐等的为国为民之志。“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

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这是把光和水的良好品性与人的求道悟道的志向和意

志品质相类比，不弄明白道誓不罢休，即使这一过程充满坎坷，也要战胜坎坷奋力向前。就像孟子说的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那样，向着大海无尽跋涉，奔

流不息，战胜坎坷，奋力向前。

按照孟子的思想，人具有先天的善性，这是人天生的本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

子下），是说天生就具有像尧舜那样的圣人的品性，都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

心”（《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孟子·告子上》）明确指出，人的本心的善性就像水向低处流的天然性质那样是与生俱

来的先天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明确

指出，仁义礼智这样的心理品质是人一生下来就已经具有的，不是由环境、他人等外部因素造就的。

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本已固有的本心，是因为人没有探求思虑它们——“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孟子·尽心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

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告诉人们，人人都有圣人具有的天理、义等，所

以，理义能愉悦人心。

不过，孟子说的本心尽管是后天的善心之端、根源，但先天的善心仅是潜意识层面，并不必然发

展成为后天的善心。本心要发展成后天的善心，就需要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扩充它们。只有充分发掘、扩

充本心中已有的善端，使它们充分发展成为仁义礼智等心理品质，才能真正认知人的本心或本性——知

性。由于本性或本心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具化或体现，所以知性即是知天理——知天。这样，孟子就把

“心”“性”“天”“道”统一贯通起来，通过省心尽心最终实现明道合道。由于孟子认为人的认识过

程肇始于“尽心”，所以特别重视内省和反省——思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

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思”是思维、思考，是为人生发展思考到达什么人生目标或

境界、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做等的心理活动。“虑”是远虑，是通过思考而对长远的人生发展的结

果进行预见并做出规划的心理活动。这一认识过程表现在人的道德修养的修炼上，那就是“存心、养

性、事天”。如果能够充分发展“本心”，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正如孟子所言：“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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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本心，把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心是“意”即意识、意念，主要是当今心理学所讲的意向性

或心理倾向性。在对本心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仁义礼智意识，由此把它们稳定存留下来并坚定地践行它

们，这就是“志”。所以，赵岐在《孟子注疏》中把“志”注解为“心所念虑”，朱熹在《孟子集注》

中把“志”注解为“心之所之”，即心之所向，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性心理活动。由此可以说，

“志”是实践道德的意向和自觉，是人践行仁义礼智等的志向（包括抱负、理想、动机等）和自觉性、

坚韧性、果断性、自制性等意志品质，主要表现在确立并稳固化“心”的道德抉择和实践方向（周淑

萍，2007）。它不仅体现本心内在固有的普遍的道德本性与必然性，而且把它们意识化、稳固化，并坚

定地毫不动摇地践行仁义礼智等。

2.2  《孟子》中的“气”

孟子说：“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气”是充满身体的情绪情感、

能量或力量。

赵岐在《孟子注疏》中把“气”注解为“充满形体，为喜怒也”，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把“志”

注解为“充满形体，为喜怒也”，都认为“气”是人的喜怒等情绪。情绪情感具有动力性，可以成为人

从事某种活动的动力、能量或力量。比如，化悲痛为力量。不过，这种动力、能量或力量既可能产生积

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至于究竟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关键取决于这些动力、能量或力量

用到什么地方。如果用在正事或积极的活动上，就发挥积极作用，此时的“气”就是正气；反之，如果

用在不正当事情或消极活动上，就发挥消极作用，此时的“气”就是“邪气”。正因为如此，“气”需

要被引导。

冯友兰认为，“气字本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这是稷下黄老派所谓的

‘气’。一种指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这是孟轲所谓的‘气’”（冯友兰，2004） 。这种精神或心理

状态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心理品质。作为“气”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

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它具有价值意涵和人文意义，住于仁

（仁是住所），行于义（义是它发挥作用的路径）；它配合辅助“道”“义”，由正义积聚而来，只有

内心中有正义，实践上行正义，那它就会越聚越多、越强、越大。换言之，这种“气”需要不断地养护

培植。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

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

养，无物不消。……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孟子·告子上》）明确告诉人们，

如果“浩然之气”得不到滋养培植，反而伤害它，那么，它就会逐渐枯竭而荡然无存；反之，如果不断

培植滋养它，不受任何内外刺激的影响，它就会越来越强，最终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具有的正义之气，由此，人就会胸怀天下，人民至上，以天

下兴亡为己任。

“浩然之气”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或精神力量。有了这种“气”，人就会具有大无畏精神，对任

何艰难险阻、挫折失败都无所畏惧，勇于面对并战胜任何困苦或敌人，在战胜困苦或敌人中增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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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炼抗挫折心理能力、必胜信念、乐观精神等积极心理品质。正如孟子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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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子·告子下》）。”

2.3  《孟子》中的志气

“志气”是上述的相互联系的“志”和“气”合并而成的。有上述对“志”和“气”的论析可以看

出，“志气”是根源于本心的合道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仁义的志向、意志及其主宰的实现志向的、积极

的情感、能量或力量。志气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强化动机，发动道德行为；（2）明辨是非善恶，

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3）排除内外种种干扰，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坚持道德行为，直至目标实现。

它具有如下特征。

（1）志气根源于本心先天的善性

志气由“心”而发，志气具有本心的道德价值必然性、自主性和实践性。必然性指志气具有本

心所具有的好善恶恶的本质特性，以仁义等善性为导向或目标，即志气具有道德价值目标（毛国民，

2008）。自主性指志气具有本心具有的明辨是非善恶的道德价值判断性。实践性指志气具有本心所具

有的为善去恶的实践品性，坚定地做合道的仁义之事，不做违背仁义之事，坚持不懈地实现道德目标

或志向。

孟子认为，志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明确指出，志气

是由人本已有的仁义之心生发出来的，并不是按照外部的社会道德去做、承袭外部的社会道德和规范而

来，更不是外部社会道德规范强加给人的。

（2）“心”的主宰性

志气是“心”之所向，是在本心之善性的根基上生发出来的远大的人民至上的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

远大目标、使命感、责任感及其激发出来的承担责任或使命的动力或能量，“心”是志气的主宰，指引

志气的方向或目标，是志气的实践导向。

（3）动力性

志气具有动力性，是启动、维持、促进人的仁义之行的动力、能量或力量，是人积极进取和承担并

履行社会责任或使命的动力、力量或能量。在志气的动力促发、力量或能量的支撑下，人会无畏并勇于

解决任何艰难困苦，甘愿接受各种艰难困苦的挑战，甚至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兴

奋，越充满斗志，越激发出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或能量。正因为如此，任何艰难困苦不仅吓不倒、难不

倒他们，反而会成为他们磨炼自己，增益自己所不能的机会。

（4）正向性或积极性

志气是正向的、积极的，其正向性和积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正面性、肯定性。对任

何事情哪怕是挫折、失败或艰难困苦等看起来消极的东西都能积极地看待、对待，作出积极的反应（李

炳全，2016）。例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视艰难困苦为磨炼人承担大任素养的机会，

将逆境视为培养抗挫折心理能力、心理韧性、必胜信念、乐观精神等积极心理素养的途径（李炳全，

2023）。这实际上是儒文化所强调的心理化功（Li and Du，2020a；Li and Du，2020b）。该思想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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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对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内忧外患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对现今人们化解困境仍有积极现实

价值（Li et al.，2023；LI and MAI，2024；李炳全、张旭东，2022）。②进取性。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

绝不言弃，而是迎难而上，拼搏进取，不断激发强化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决心。③热心、热情。始终对

所做的事业充满热情热心，全身心地专注于所做的事情或事业。④激励性、强化性。做任何事情尤其是

特别艰难的事情过程中，都能始终激励或鼓励自己，强化自己的信心，增强做事情的动力。⑤争一流品

性。做任何事情都有争做第一，要做就做最好的精神，由此就会不断确立并努力实现越来越大的“第

一”目标，由这些越来越高的持续的第一目标激发越来越强大的前进动力（胡发贵，2015）。

（5） 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孟子的志气是为承担为民为国的社会责任而确立的，前述“民不失望焉”“得志，泽加于民”“民

大悦”等，都是把“民”摆在“志气”的核心位置，作为志气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孟子的“人皆可为尧

舜”体现了“每个人都应当向尧舜那样天下为公”，这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孟子》中蕴含丰富且深邃的民本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体现出“乐民之乐，忧民之

忧”的民本思想。“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

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明确表达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

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明确表达出以人民是否欢迎为判准。正是

孟子强调“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所以，他倡导的志气以民为本，把志气作为承担并践行为民为

国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的保障或支撑。

孟子认为，尚志是尚仁义之志气。“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尚志是

“仁义而已矣”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

上》）爱民尊民是最大的仁义。这是对孔子的“志于仁”“志于道”即培养和强化“求仁行仁”“求道

行道”的志气继承和发展。孟子的志气是求善行仁之志气，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这样的志气，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地为国为民，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不辞。正如孟子所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

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

3  “志气”的培育

3.1  育志

育志，首先是学会立志，立志要高远。志越高远，气动力作用就越大、越强、越久。其次是持志。

持志是保持自己的志向，无论遇到什么境遇，哪怕是极其困苦的境遇，也始终能够持志如一，不忘初

心。最后是行志。行志是积极采取行动实现志向。行志要有一心、恒心、专心、诚心和耐心。

一心是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将“仁义”贯通于一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自始至终都不会改变。

恒心是持之以恒，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遭遇什么挫折或失败，都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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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孟子等儒家先贤特别重视的进德修业的基础。孟子非常重视恒心的作用。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

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

王上》）文中“恒产”，是指“五亩宅、百亩田”之类的财产，而“恒心”，是指良心、良知。孟子这

一说法的核心，显然是在说明“恒心”取决于“恒产”，即“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孟

子·滕文公上》）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道德培养也因此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人民也就有可能“以

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向善进德了（鲁芳，2005）。

专心是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或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或活动上。专心的人，能够避免浮

躁，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坚守自己的事业或活动而不动摇，所从事的事业或活动的回报或价值如何变

化，都能坚守下去。孟子把专心作为人们获得成功所应具备的心理品质。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曰暴之，十曰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

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诚心是实心实意，诚实守信。儒家在讲“诚”为“天之道”“人之性”的同时，从来不离“心”而

论“诚”，从荀子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到朱熹的“诚以心言”，再到王夫之的“诚，心也”，莫

不是将诚与心相联系，以心言诚（李炳全，2024）。孟子说：“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

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把诚心作为做人的基石。

耐心是定力，是人能够忍受承受艰难困苦和压力的心理品质，要求人正念坚固，排除内外干扰，不

为物喜，不以己悲，耐得住寂寞、孤独、苦寒。孟子用《揠苗助长》的故事说明了耐心的重要性。

3.2  养气 

孟子说的养气是养“浩然之气”。由于浩然之气生于“集义”，所以养气首先应“集义”。“集

义”是培养、强化、集聚内心的仁义礼智等德性。如前所述，孟子的“四端说”明确指出仁义礼智等德

性是人本来就具有的，这是养浩然之气的基础或根基。养浩然之气除了认知发现本已具有的仁义礼智德

性外，还要排除内外因素的影响，不断扩充强化它们，而不能损害、伤害、丧失它们。“非独贤者有是

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都明确告诉人们，

普通人与圣人贤人一样都具有仁义礼智之心，那为什么普通人没有成为圣人贤人？是因为他们损伤了自

己的本心本性，“梏之反覆”，“苟失其养”（《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集义养气要在日常为人处事处世中进行。为自己当为的，如孝敬父母、与人为善；

不诽谤贬低他人，说别人的坏话；行中庸之道，做事无过无不及，不做过分之事；有诚信，讲信用；

不求虚名，不慕虚荣；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等。

集义养气要循序渐进，不断累积。孟子用“揠苗助长”来说明要根据自身内在的“道”逐渐的集

养，而不能急于求成。道文化的基本理念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循自然之“道”的“无为无不为”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无为”是不妄为即不合道的人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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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六十四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内篇·应帝王》），按照事物的

“道”或自然属性来对待它们，为它们顺应自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而不加人为地、不合其道地干预，

即凡是与道相悖的都不要做（李炳全，2024）。其实质是循序渐进地不断激发和扩充内在的仁义礼智等

善性及支撑它们的潜能，外在表现为循序渐进地不断增强、增高、增大志向，以及实现志向的能力、能

量或力量。

3.3  修心

由于“心”是志气的主宰，“志”生于“心”，“志”主宰、引导“气”，因此，培养志气需要

修心。

修心首先要寡欲节欲。孟子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

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养心”亦即“存心”，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

是导致良心放矢的直接原因，而外部物质世界引发的乃是人心中的各种欲望，所以孟子才提出“寡欲”

为心之存养的方法（白奚，2005）。寡欲能够使人清醒恰当地认识自己，明确人生价值或意义所在，掌

控人生发展，恰当定位，志坚行笃，心如坚石，坚忍质直，坚定地做自己想做、该做、能做的事情，不

跟风，不受他人和外物的影响和干扰（李炳全，2023）。

修心要修德轻利。“德”是德性。从“德”的字源、中国文化精神和儒、道文化进行分析，“德”

是包含道德品质在内的多种积极心理素养结合在一起的心理系统（李炳全、徐嘉骏，2023）。孟子说：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要求人们始终要遵从本心，站的正行得

正，要舍生取义，而不要见利忘义。孟子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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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

甚于死者”（《孟子·告子上》）把仁义德性看得比生命还珍贵，因此人要修仁义之德，否则，就会

“失其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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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Ambition in Mencius

Chen Yingqi Pang Zishan Guo Qi Yang Shilin Li Kaixin  

Kong Dexian Li Bingq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Abstract: Mencius contains a wealth of aspirational thought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se thoughts innovatively. “Zhiqi” in Mencius is a composite concept of “Zhi” and “qi”, in 
which “Zhi” refers to “ambition”, “will”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heart”. 
“qi” is an emotional emotion, energy, or force that fills the body. “Ambition” is the positive emotion, 
energy or power of the will and the master to realize the ambition of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heart and is in harmony with the way and takes the world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I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t is rooted in the innate goodness of the heart, the dominance of the “heart”, 
the power, the positive or enthusiasm,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sense of mission. According 
to Mencius’ thoughts of ambition, we should cultivate ambition, nourish Qi and cultivate heart when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it.
Key words: Ambition; Cultural psychology; Mencius; Psychological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