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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前言

　　宋明理学历来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以及通论性的撰述，甚是繁富
。一般来说，学术的研究犹如科学的进步，后人站在前人的肩上，不论材料的考订，还是名理的辨析
，当是一代胜过一代。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自有其特殊性，不可一概而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
域之学术挟船坚炮利之势，很快占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及学术的中心。其中对自然与社会的研究，得
名之为科学，不过是对异域学术之复制，至多只是异域之“普遍真理”与吾国之“具体实际”各种形
式的结合而已，几无创造可言。至于吾国固有“文以载道”之学，则裂而为三，日哲学，日历史，日
中文。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斯道既隳，斯文遂以扫地，而斯文斯道之学沦为俗学，唯逢迎时
尚、牵引异学是务。至若宋明义理之学，则以异学之范畴加乎其上，离析支解，排比罗列，无所不用
其极，遂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别。近百余年间，多少学者皓首其间，而于事理
之实际，渐行渐远矣。今之治宋明理学者大致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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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内容概要

《宋明理学》讲了宋明理学历来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以及通论性的撰
述，甚是繁富。一般来说，学术的研究犹如科学的进步，后人站在前人的肩上，不论材料的考订，还
是名理的辨析，当是一代胜过一代。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自有其特殊性，不可一概而论。19世纪
末20世纪初，西域之学术挟船坚炮利之势，很快占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及学术的中心。其中对自然与
社会的研究，得名之为科学，不过是对异域学术之复制，至多只是异域之“普遍真理”与吾国之“具
体实际”各种形式的结合而已，几无创造可言。至于吾国固有“文以载道”之学，则裂而为三，日哲
学，日历史，日中文。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斯道既隳，斯文遂以扫地，而斯文斯道之学沦为
俗学，唯逢迎时尚、牵引异学是务。至若宋明义理之学，则以异学之范畴加乎其上，离析支解，排比
罗列，无所不用其极，遂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别。近百余年间，多少学者皓首
其间，而于事理之实际，渐行渐远矣。今之治宋明理学者大致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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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理学之开山：周濂溪之太极图与诚的思想第一节 太极性命之说第二节 无欲诚身之功夫第
二章 张横渠：天人互贯。诚明交进第一节 太和所谓道：天道与性命之贯通第二节 知礼成性与大心穷
理：诚明交进之功夫第三节 《西铭》及其在道学谱系中的意义第三章 程明道：本体即功夫。功夫即
本体第一节 天道与天理第二节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第三节 仁与识仁第四节 定性与定心第四章 程伊
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第一节 性即理第二节 闲邪存诚，居敬集义第三节 格物穷理，进学致知
第四节 洛学之传承与分化第五章 明道之继述：湖湘学术之察识与涵养第一节 感物而动与感物而通第
二节 仁爱之辨第三节 性善与性无善恶第四节 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第五节 察识与涵养第六节 南轩学术及
其对五峰之批评第六章 伊川之阐扬（上）：朱子之学术交往及其思想演变第一节 早年学术第二节 中
和旧说第三节 中和新说第四节 义利王霸之争第五节 太极无极之辩第六节 道学与庆元党禁第七节 存天
理，灭人欲第七章 伊川之阐扬（下）：朱子主敬致知之学说第一节 功夫与效验第二节 未发与已发第
三节 主敬与致知第四节 格物与至善第五节 心统性情第六节 理气与道器第七节 理一分殊第八章 别子为
宗：陆象山之心学与对朱子之反动第一节 心即理第二节 发明本心第三节 明理与存心第四节 朱陆异同
第九章 象山正传：阳明致良知之学第一节 善与至善第二节 知与行第三节 良知与致良知第四节 涵养与
省察第五节 上达与下学第六节 新民与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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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学之开山：周濂溪之太极图与诚的思想　　周濂溪，名敦颐，字茂叔，原名博实，避
宋英宗旧讳改，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谥元，称元公。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五十七岁。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晚年
任广东转运判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所至皆有政声。晚年隐居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故学
者称之为濂溪先生。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宋史·道学传》）。　　
濂溪在道学的传道谱系中被奉为开山之祖，在《宋史·道学传》中被列为道学之首。但濂溪生前的学
术地位并不高，直到南宋初年，胡五峰（宏）对之始加尊崇，誉为“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
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通书序略》），后
来张南轩（栻）称之为“道学宗主”，朱子称之为“先觉”，更为之作注解。经过道学家们的推崇，
周濂溪的地位逐渐抬高，到南宋宁宗时，被赐谥元，理宗时更是从祀孔子庙庭，从而确立了其道学开
山的地位。　　据《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载黄百家语云：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
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
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在道学
家们看来，孔孟之后，儒者只是传经而已，至于把握经典内在精神的传道之学则是从周濂溪开始的，
《宋史·道学传》谓其“得圣贤不传之学”，即是认为濂溪乃得经外之“性道微言”。周濂溪的传道
之功不仅仅作为二程兄弟少时的受业之师，而且是二程在精神上的导师，“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
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宋史·道学传》），更重要的是，在五峰、朱子等人看来，道
学对“心性义理”问题的讨论是从濂溪开始的，“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朱
子《太极通书后序》）。　　濂溪最主要的著作是《太极图说》与《通书》（本名《易通》），经二
程子而传于世，据朱子所云，“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
（《太极通书后序》）。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周敦颐集》，收集了濂溪所有著述及相关资料。　　
第一节　太极性命之说　　濂溪之学术尽在于其《太极图》以及对之加以解释的《太极图说》，而《
通书》不过是进一步发挥《太极图说》所蕴涵的道理而已，“《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二
书皆“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可以说，性命之
说是濂溪整个学说的核心，这也是朱子看重《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原因所在。朱子又认为，《
通书》与《太极图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
文辞、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通书后记》）。大致言之，《太极图说》“推一理、二
气、五行之分合”，即相当于其本体理论；而《通书》除此之外，尚有“决道义、文辞、禄利之取舍
”，则相当于其工夫理论。　　《太极图说》在南宋初刊的时候，附在《通书》之后，“读者遂误以
为书之卒章”。后来朱子据潘兴嗣为濂溪所撰之墓志，将《太极图说》定为全书篇首，“今特据潘《
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太极通书后序》），“然诸本
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
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关于《太极图》的来历，自南宋
初便已为学者所聚讼，直至今日，亦未有定论。稍早于朱子的易学家朱子发（震）认为，濂溪《太极
图》由陈抟、种放、穆修而来，“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
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朱震传》，《宋史》卷四三五）此说把《先天图》与《太极图》的
传授区分开来，《先天图》由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传至邵雍，其间未提濂溪；《太极图》则由
穆修传濂溪。后来胡五峰的叙述稍有不同，以濂溪所传授即有《太极图》，也有《先天图》。不过，
五峰虽然不否认《太极图》得自道家修真之秘，而另一方面则认为这只是周濂溪“学之一师欤，非其
至者也”（《通书序略》），后者明显体现了宋人的道统意识。朱子则意犹未足，“若胡氏之说，则
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断然肯定《太极图》乃濂溪自己的创造，“知
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太极通书后序》）。明清以后，许多学者如黄宗炎《太
极图辨》、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胡渭《易图明辨》等都重新探讨了此问题，认为濂溪《太极图
》实源出道家。　　至于《太极图说》，本名《太极图易说》，即便与道家有渊源，但不可否认，其
主旨在于阐述儒家奉为经典的《易》中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思想，并把《易》中原来仅具
有宇宙论意义的解释图式奠立为儒家整个心性修养功夫的形而上学依据。　　《太极图说》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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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
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
，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
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据《宋史》旧传，《太极图说》第一句原为“自无极而为太极”，而朱子据当时流行诸本，
认为原文本作“无极而太极”，“自”、“为”二字，乃修国史者所增。朱子在《记濂溪传》中力辩
此事原委，以为“以本文之意，亲切浑全明白如此，而浅见之士犹或妄有讥议”，后又在《邵州特祀
濂溪先生祠记》中亦对此中原委有过说明。大概正因为如此，遂启后来朱子与陆象山关于无极太极之
辩。　　一般学者认为，《太极图说》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至少从文字上看来如此。如“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来自《易·系辞上》，而“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
与义”来自《易·说卦》，至于立论方面承袭《周易》之处，更是不一而足。而另一方面，其中又明
显包含释道二氏的内容，如“无极”一辞，不见于儒家典籍，而在诸如《老子》、《参同契》以及僧
肇《肇论》等则颇有所见，即便公认为其著作的《通书》中也找不到类似概念，后来陆氏兄弟即据此
认为《太极图说》非濂溪所作，而文中“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
说法，则与唐宗密《原人论》论人物生成的理论颇为相似。　　不过，为什么在后来的道学系统中，
如此看重周濂溪之《太极图说》呢？　　一般学者大都仅仅从宇宙论来了解《太极图说》的意义。《
宋史·道学传》谓“《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这本身就极易让人误解为宇宙论。
其实，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对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兴趣，如果我们联系朱子对《太极图说》的疏解来看
，就可以知道此篇短文的意义跟张载的《西铭》大致差不多，皆发明道学极为看重的“理一分殊”之
旨。而“理一分殊”的意义何在呢?不过在于为儒家所理解的、根本区别于佛老异端的世界秩序提供了
一种形而上的根据，并为中国人立身处世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方法与准则，《西铭》“乾称父，坤称母
，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一语实道尽了“理一分殊”的全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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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

精彩短评

1、读了一半，还不错的。
2、2014-11-30这本书连带陈来老师的《宋明理学》都改为三星。毕竟是通识读物，没有独特见解，论
证粗陋。写论文的时候一是有的东西不看这类书还真的是不知道，二是看了知道了引用的话也没太大
价值，但直接改写成自己的语言又有些瞧不上。不上不下的。虽然不敢说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
》是我见过最好的中哲方面研究的书，但是相形之下作者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毕竟我是拿你
的这本书和《心体与性体》相比说你写的不好你也该知足了我要只看你和陈来的那本怎么写得出论文
因为我觉得你们不比我高明多少也是我自己作这本书本来也不在推荐书目之中##再怎么意淫喜欢中哲
喜欢儒家也不过是渐行渐远首先论文就写不出来西哲的论文甚至马哲的论文都写得浑身舒畅意犹未尽
但是再这么死磕中哲论文我都不会写论文了#
3、这个很详细 挺有感觉 我会慢慢研究的~
4、郭老师论述平和生动，曾老师妙语连珠。本书代表了两位老师治宋学的基本观点，即以“功夫与
效验”、“工夫论”作为核心概念重新审定了牟先生的三系，实际仅划作两系，精炼地概括为上达而
下学、下学而上达，并视朱子、象山、阳明为一系。此说努力在古学的脉络理解宋人，尤斥以西学比
附理学的方法。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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