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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与“时”皆是先秦哲学文献中便有的概念，但其后却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概念中所蕴含思想资源
进行充分挖掘，而王船山是个例外。他认为：自横渠以来，佛老之学对宋明道学的影响与渗透日深，
并使得后世道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佛老的“有无”思想范式来进行思考，而这一点道学中的佛老
之流弊应该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对甲申之变的悲剧负责。因此，上承横渠，船山力图在思想上排除佛
老的影响并重建道学精神，而对“几”与“时”这两个概念的重构与提撕正是其所提出的道学新范式
之关键所在。
这本书介绍了王夫之思想的易学基础和新方法论，以“几与时”来诠释船山哲学的合法性。作者分别
阐述了王夫之的宇宙论及其对太和本体、阴阳二气、“天地之数”、《太极图》、《河图》等的新诠
释；论证了王夫之的道德哲学与新世界观，涉及其道德哲学的宇宙论基础、以“四书学”批判为核心
的道德哲学和研几方法、“排佛老”的思想与趋时方法等；叙述了王夫之“趋时研几”的落实与依归
，其中对孔子确立的“趋时”境界与“研几”依据，以及王夫之的圣人观等作了研究与探索，揭示了
船山哲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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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焱，男，汉族。1984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健康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中西哲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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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研几复见天地心——船山思想的易学基础与新方法论
一、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几”
（一）《系辞》与《五行》中的“几”
（二）宋明道学传统中的“几”
二、“几”之时位与时势——船山易学的思想立足点
（一）《乾》之九三：进退之几
（二）《复》之初九：天人之几
（三）船山易学中的卦爻之时与位
（四）卦爻之“几”与时势之“时”
三、小结：以“几与时”来诠释船山哲学的合法性
第一章因气几而时成——船山的宇宙论
一、船山的宇宙模型在本体论上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一）船山的太和本体与作为气之量度的虚空
（二）阴阳二气之实及其细缊之动几
（三）船山宇宙论对＜太极图》的新诠释
二、船山的生成性宇宙观
（一）船山对《河图》与“天地之数”的新诠释
（二）造作文明的功能性圣人
三、小结：船山的一元宇宙
第二章研几内圣与趋时外王——船山的道德哲学与新世界观
一、船山道德哲学的宇宙论基础
（一）圣人之均数所确立的道德目的与意义
（二）道德与人文的自然发生学起源
二、以“四书学”批判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与研几方法
（一）船山对道学人性论的批判
（二）船山道德哲学中的“恶”与“不思
（三）对船山“性日受”之“性”的进一步讨论
（四）工夫论在船山道德哲学中的基本结构
（五）工夫论在船山道德哲学中的非普遍性特征
三、“排佛老”的思想立场与趋时方法
（一）趋时方法与外王工夫
（二）圣人之趋时与异端之执
（三）趋时方法背后的历史哲学思想与新世界观
四、小结：船山道德哲学的历史转向及其思想中的精英主义取向
第三章夫子时中人不知——船山之“趋时研几”的落实与依归
一、孔子之“仕、止、久、速”与“趋时研几”
（一）船山对“圣之时者”的诠释
（二）“趋时研几”与船山的《论语》文本诠释范例一
（三）“趋时研几”与船山的《论语》文本诠释范例二
二、孔子确立的“研几”依据与“趋时”境界
（一）孔子与“研几”的具体依据
（二）孔子与“趋时”之终极境界
三、小结：船山的圣人观及其矛盾
结语“几与时”所揭示的船山哲学的内在问题
一、从有无之别到显隐之几——船山“排佛老”的实质
二、“启蒙”之商榷——小议船山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与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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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与立的矛盾——作为道学家之船山的多重思想面貌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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