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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内容概要

《原儒》是熊十力先生论述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分上卷《原学统》、《原外王》篇，下卷《原内
圣》篇，以《周易》、《春秋》、《周官》等儒家经典为依据，综合考辨分析，论述孔子开派儒家政
治伦理思想的宗旨与内涵，责斥后世对孔子儒家正统思想的曲解与比附。同时又立足现代政治生活的
现实，探讨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和对中国现当代的影响和贡献，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理论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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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作者简介

熊十力（1884－1968），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晚
年称漆园老人。湖北黄风人。曾参加武昌起义和护法运动。1920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1922
年至五十年代末到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复性书院讲不，晚年定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秉“中体西用”
模式对佛教唯识论加以改造，创发以“恒转”为本体的哲学体系。重要著作有《新唯识论》、《体用
论》、《乾坤衍》、《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原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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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书籍目录

　　题记 　　回忆父亲熊十力 　　原儒再印记 　　原儒序 　　上卷 　　绪言第一 　　原学统第二 
　　原外王第三 　　下卷 　　原内圣第四 　　附录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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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章节摘录

　　又有曰：“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不侵削人以自逞也。可谓至极。”　　余按庄子述及此条，
而赞为至极，其意深远矣哉!《春秋》之大同社会，必　　天下之人人互相宽容，无有逞大欲以侵削人
者，而后太平可保。　　道家之学本出于孔子《易经》。道家言道，言阴阳变化，明明自《易》　　
出。墨子初为孔子之学，《淮南要略》已言之。道家亦出于孔。余谓关尹、　　老聃为道家之祖者，
《天下篇》称关老为古之博大真人，其年代去孔子当不　　远，故道家之兴必自关、老始。向者有后
生谓《老子》书纯由后人窜乱及杂　　袭而成，其愚妄固不足道。近闻友人以《老子》书作于李耳，
且谓其成书宜　　在庄子后苟子前，故每取庄文以入其书云云。道家高文典册甚多，今其书目　　在
班《志》者尚不少，耳造伪老何必独取庄书乎?以此持论，余未知其可也　　。独谓李耳非老聃，不当
混作一人，余亦素怀此意。见《十力语要》。耳当　　为老聃之后学，而《史记》以聃为李耳之谥，
则马迁之疏谬而不考也。迁既　　合李耳老聃为一人，于是以李耳之世系说为老聃之世系。《传》称
老子之子　　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汪中以为即魏世家，安鳌王四年之魏将段干崇　　，其说
当不误。证以《庄子·天下篇》称关尹、老聃并为古之博大真人，则　　李耳在庄子后，何可以李耳
为老聃乎?友人谓刘《略》班《志》皆以《老子　　》书为李耳作，要为得之。殊不知，刘、班之说并
缘马迁《史记》以李耳、　　老聃混作一人，乃迷谬相承而不辨耳。友人乃袭刘、班之迷谬，轻信《
老子　　》书作于李耳，何弗思之甚耶?战国时学人好尊其师传，而假古人以为重，　　如孔子问礼老
聃，必缘于老之后学，欲绌孔以尊老，始造此谣。老聃为关尹　　著书，亦必老之后学欲尊老于关之
上。老子之名既尊，妄人之假托者，其情　　益诡，于是李耳、老莱、史儋辈之后学，各各诡称其本
师即老子。而老聃之　　化身遂多，马迁不考，俱载之《老子传》，遂成千古疑案。《史记·乐毅传
　　》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云云。诡托者　　众，真传益难知
，河上果何所承，马迁之父亦不必能悉也。迁谨而缺疑，友　　人乃谓其诡词，迁何故作此诡耶?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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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精彩短评

1、过去熊十力的书看的不多，真惭愧
2、字里行间有家乡风土气息，过年了，读出声有一种年味~
3、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儒家。
4、在读此书，2010、7、22晚
5、十力先生作为儒者之诚之情实不可掩，然其持论则不敢全信。
6、略有夸大儒家。但是总体上很好。
7、乾元性海，具为画饼。
8、以熊十力先生的才能，其实还能写一部唯物儒学论，力排释道，既应时代之需，又能与时俱进，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9、重点读了原外王部分。
10、可和胡适之天马行空的儒家职业溯源说对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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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精彩书评

1、能把新儒學挖掘到這種地步真不易~雖然有些內容有點牽強，但解釋古籍本身就是種創作，“裁成
天地，輔相萬物”，有條件的可以收藏此書，也可以閱讀下熊老的《新唯識論》。。。熊老旗下兩位
大弟子牟宗三與唐君毅是中國現代哲學最出眾的大師，只可惜熊老在文革時慘遭侮虐，落寞而死，現
今的儒學可能已經徹底步入黃昏，這個民族也逐漸地在丟棄自身的過程中，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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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

章节试读

1、《原儒》的笔记-第108页

        此种乌托邦理想尽可蛊惑人心，但绝难为治。何也？社会、人情复杂多诡，诸行并行不殆，若蕲
大治，其唯人人皆尧舜乎？人人皆可为尧舜，然未必人人皆能为尧舜。易之道，变动不居、相反相成
，善恶、明暗皆为大道。人生而非绝对平等，固有聪睿、暗昧之分，体质强弱之比。人类个体之发展
也非齐头并进，有先后、快慢之差异。自由发展、奖惩并重，人类在自我的进步和鞭策中才能更好地
发展。

2、《原儒》的笔记-第105页

        熊老晚年常自谓精力衰竭、无力著述，适足证明老庄绝圣弃智之论有相当的合理性。然再看下一
页，就可以明白雄老所指非仅于个体，其乃指称全人类而言。人类智能具有元源（本体）之一切功能
，故而广大悉备，具有无穷无尽之可能性。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即是天人合一之境界。每个个体都应该
珍惜和善用此智能，而非摒弃它、戕害它。

3、《原儒》的笔记-第87页

        熊先生在学统篇里综判诸经，声称要”穷治其窜乱，严核其流变“，所以对前人有各种臧否，有
些很地道，87页说宋儒的得失，批评他们高谈心性，却拘系于此，所以刻板。”试以《论》《孟》与
宋儒语录对照，则《论语》句句是存养心性工夫，而确不曾把心性当做一物来执着。孟轲便不似圣人
神化，渐为宋儒开端，然其文字间时觉明快，但多迂论耳。宋儒未免死煞，别有一种意味难说，大概
学《孟子》未得，却受佛教影响夹杂许多宗教气味，颇少生气。”  不过，宋时诸先生扬举孟子，确
实也把孟子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倒不完全是熊先生说的学孟子而未得。
学统篇里还有段话，”佛之道，盖欲逆生生之流，宁可沦空耽寂，而不惜平沈大地，粉碎虚空，以建
清净之极，此大雄氏之宏愿也。儒之道，惟顺其固有生生不息之几，新新而弗用其故，进进而不舍其
健。会万物为一己，于形色识本性“，当初这段话背后的含义把那时很长一段时间里进退失据的我挽
救回来，渐渐发现能匹配于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外王篇里熊先生以《周礼》之制来阐发自己的政治构想，叫现在看起来有点幼稚，各种的不合时宜。
不过他对三世之义的解释很合我口味，不知道孔子是否真有造就群龙无首的太平之世的居心，要真这
样那这两位也算千年知音。

4、《原儒》的笔记-第105页

        熊老常自谓精力衰竭、无力著述，其皓首穷经，志向虽坚而身已残，以此明证老庄之言颇有几分
道理。然再看下一页，则知雄老所言非指个体，人类智能具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本质上具有元源之
一切功能，暨内圣外王之道乃是天人合一、体用浑圆，故＂言知周乎万物＂。

5、《原儒》的笔记-第25页

        熊先生说墨家“兼爱兼利，未尝不本于孔子之仁道。然言仁而不酌以义，则仁道不可通也”，这
话可以和荀子对墨子的批评———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结合来看，都相当准确，可证墨家为何难
行。

6、《原儒》的笔记-第251页

        诸恶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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