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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前言

　　小引　　十力丛书单行本即将陆续出版，嘱我写序，我因年老体衰，只得请明心助我将过去写的
有关文字辑录在一起，以介绍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粗浅理解。我虽有三年光景向先生问学求教，但还
不能算是先生的及门弟子，如今先生的高足都已谢世，故这项工作只得由我来做了。　　一九六二年
秋，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往淮海中路二。六八号拜见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嘱告：“近年来
，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色小楼，在十力先生
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说，本人年老体衰，请勿来访。其中说到自己的
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记得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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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内容概要

《读经示要》中论到佛学的特点。作者以为：“以今哲学上术语言之，不妨说为心理主义。所谓心理
主义，非谓是心理学，乃谓其哲学从心理学出发故。”接着，作者从宇宙论、人生论、本体论、认识
论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并作结语说：“吾以为言哲学者，果欲离戏论而得真理，则佛家在认识论上，
尽有特别贡献。”十力先生申明自己整理佛学所遵守的原则是“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
这句话很重要。今天我们剖析佛学，一方面应切忌简单化的一笔抹煞，单是斥责它的迷信虚妄蠹国殃
民，从而把历史上出现的这一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说或思潮看成一无所是全盘错误的陈迹。另方面也应
切忌简单化的生吞活剥，没有切实理会其来历，便望文生义，逞臆妄说，只是在行文中徒有其表地点
缀着一些新名词、新术语，而对于探究佛书的真面目却毫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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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作者简介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字子真，号逸翁，晚年又称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投身
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任都督府参议，并参预护法运动。三十四岁后慨然脱离政界，专心学问。曾入
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研究佛学，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教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入蜀，先后
应马一浮和梁漱溟先生之邀讲学于复性书院、勉仁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后定居上海。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
中西，融摄道释，要归于儒，而自成一家，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重要著作有《新唯识论
》《十力语要》《佛家名相通释》《读经示要》《体用论》《乾坤衍》等。其学说影响深远，以新儒
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高足，熊先生也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宗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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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书籍目录

序：读熊十力札记题记读经示要印行记自序读经示要卷一第一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示要卷二第
二讲  读经应取之态度读经示要卷三第三讲  略说六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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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章节摘录

　　读经示要卷一　　第一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　　国难入蜀，栖止北碚。旧日从游诸子，掌教勉
仁中学。颇以课余，相从问学。余喟然日：汝曹顾可不读经欤？诸子请日：“六经古籍也，恐非今日
所急需。且吾侪出身学校，不曾诵习经书，即有稍事浏览者，亦茫然不知所入。六经浩如烟海，学者
难得津梁。西汉去圣未远，而太史氏之睿敏，犹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遂至讥儒者劳而无功，博而寡
要。则经旨难识，已可见矣。且二千年来，诸儒治经，其态度颇不一致。略陈流别，则汉、宋门户之
分，其问得失，既非小子所悉。即难自定趣向，而莫知所用力矣。总之，经籍是否为吾人今日所必须
读？一问。如其须读，又应持如何态度以读之？二问。且六经大义，可否略为提揭，使初学得有准绳
，以便进而求之？三问。诸所疑问，愿先生一一示其要。”余日：善哉问也！二三子必求信诸心而后
从事，是即为学不苟之精神，而立德之基也。今当以次酬答如后。　　清末，西学输入渐盛。维新派
之思想，初尚依经义，以援引西学。如《易传》之尚名数与制器尚象，及《苟子》之制天思想，资以
吸收科学。《周官》有许多大义，用以比附当时所期望之宪政。而《孟子》有民贵之论。又言舜为天
子，其父杀人，只有窃负而逃，不得以天子之父而枉法。又言民治，必始于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
甚多精辟之论，足与远西学说相融会。当时士大夫称述经义以为西学张目者，其征引甚多，此不具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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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在物为命。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
矣。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通万变而不可易者，仁也。知变而不知常，人类
无宁日也⋯⋯经为常道，庶几无疑。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　　——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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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精彩短评

1、纪念一位中国国学的大师，
对于这本书，我当时看的非常的热血沸腾。。
今天又翻看，感觉还是那样的深刻！
2、许可老师推荐
3、点校错误惨不忍睹。
4、体用哲学
5、經為常道不可不讀也。
6、从小对儒家有偏见，但是看完十力先生的书后竟然有了彻底的改观。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并
不是因为手中的字、嘴边的话、身上的血，而是认同儒家的世界观并在经世日用之间真诚且自然地贯
彻这些理念。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竟惶恐地觉得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东西正在使自己堕化成“
夷狄之人”而却仍自以为是。正是怀着的这种感怵，我打算尝试着去服膺儒家，以此为志。
从去年九月开始一直看了三个月才把这本书看完第一遍，当时个人生活里也遇到了一些重大的转变，
也许这也推动了我的思想的转变吧，以后肯定要看第二遍，到时再写具体的书评吧。
7、还需再读
8、看晚了。
9、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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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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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章节试读

1、《读经示要》的笔记-第1页

        四书五经要互相参对----即经书是统一的；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东西；
结果是我们可以这样写书，把四书五经中的所有的字词和意思可以连着读；
这样才叫做读书！

第二，中国哲学中是没有宗教和神的；
但是我们有理性之本，也有一个基本的大前提，就是：假设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君主；
这是我们的哲学的必知的问题！

唐君毅真的是得到了熊十力的真传；
钱穆不也是得到了吕思勉的真传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对于香港学人的褒奖和对于大陆文人的贬低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譬如说胡适，譬如说唐德刚等，牟宗三

其实不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思想的熏陶的！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所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离开了本土的养育，
则没有根基！

2、《读经示要》的笔记-第1页

        中西辩

中西之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历史还是民族，无论科学还是哲学，
这些话题来源性，很多是西方诸子的谬论！
西方人的偏见满天飞：

第一香港的国学大于中国国学；
其实是意识形态之争，
自由民主的背后是一个大棒和胡萝卜的东西；
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西方人眼里最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和韩国的例子；
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不过是谁听话罢了！

第二，就是西学大于中学；
这是西方的哲学的自信的原因，
无非是科学大于哲学的原因，
在于西方横行世界；
其实科学成为工具的时候，
我们能说这个科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么？
科学不能代替人文科学，这是绝对的，
没有人性的科学，这不叫科学，叫做一种暴力！

第三，中国的大师是谁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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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寿命在于何时？？
我觉得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思想的成熟性的问题，
有人早熟，有人晚熟，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大师在还是不在？
白鹿原和废都都已经证明了中国的文学；
两弹一星说明了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经济现在的排名估计是过去百年人不敢想的把！

第四，马克思至于中国至于世界；
说到马克思对于世界的贡献，
不是一言两语能说的清的，非常大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于对于中国的贡献，却是可以是非常的负面性的；

第五，中国的强大是靠文化强大？
我觉得不是，还是决定于经济和军事，
再好的哲学对于武力来说，
都是非常的贫瘠的，
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3、《读经示要》的笔记-第1页

        中国到了要给中国的文化还魂的时代了！
我认为这本书，才是答疑解惑的东西。
英国人说自己国家人从圣经中得到了善，
而中国人呢？孔子是政客？？
我真的觉得不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民族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洋奴，这样的洋奴不少啊！

经书，
对于经书的读法的关键就是互相参对！
这才是读经之法。
其实中国的经书还是讲统一的，经互参这是关键的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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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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