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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
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
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
，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
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
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
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
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
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
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
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
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
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
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
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
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
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
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
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
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
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
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
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
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
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
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
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
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
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
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
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
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
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
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
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
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
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
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
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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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
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
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
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
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
，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
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
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
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
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
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
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
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
、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
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
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
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
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
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
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三、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
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
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
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
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
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
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
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
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
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
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
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
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
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
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
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
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
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
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
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
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
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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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
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
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199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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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内容概要

《王弼评传》前篇《何晏评传》和正篇《王弼评传》，共同揭示了正始玄学的形成动因、理论内涵和
历史意义：在经学危机、道家复兴和佛教东渐的条件下，何晏初步创立了贵“无”本体论玄学。王弼
则在这一基础上，运用本末体用方法成功地解答了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学术难
题，以形名学逻辑习惯，得意忘言，全面刷新了《老子》、《周易》和《论语》，奠定了魏晋玄学的
理论基础，将中国文化引入儒道融合的新时代。由于王弼哲学的终极关怀不是社会理想，而是生命自
然本色，因而存在着弱化社会凝聚力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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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1954年生，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8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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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的清流》、《放达不羁的士族》、《嵇康评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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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何晏的家族和籍贯，魏晋史书中大都说其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尽管也有其祖父不是何进而是
何苗的记载，但何苗是何进的弟弟，两者又都是汉灵帝何皇后的兄弟，所以何晏的籍贯是南阳宛（今
河南省南阳县）人，应当没有疑义了，因为《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多次涉及这些风云人物，
对他们的籍贯，没有其他不同的说法。然而，《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庐州》却记载何晏的坟墓在庐
江县。“何晏坟在（庐江）县北十七里，其墓高大，景元二年有人发墓得砖铭，是何公坟。”众所周
知，汉魏时期盛行归葬习惯。某人客死他乡后，其亲属或门生故吏往往不辞艰辛将其遗体送回故乡安
葬，营地为冢，烧砖造墓。政府对行刑的犯人，亦是如此。何晏被杀于洛阳东市，其墓远在千里之外
的庐江，足以说是归葬习俗所致。虽然不能排除后人为攀附名流提高本地知名度而伪造古迹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或文献资料推倒《太平寰宇记》的记载，那么何晏的籍贯
和家世则永远跟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何晏的出生时间也是一个使学术界十分棘手的难题。各种史籍均
未涉及何晏的准确年龄。仅《魏略》提到曹操纳何晏母亲尹氏为妾并收养何晏的大致时间：“太祖为
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曹操任司空的时间是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秦宜禄妻子杜夫人和儿子阿苏（秦朗）于建安
三年（公元198年）末被曹操收纳，再加上《何晏别传》有何晏七八岁前已进魏宫的说法，所以何晏的
生年必定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间这样一个长达18年之久的时间跨
度内。因此，学术界对何晏的生年作出了各种推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都是倾向于在这个范
围的上段，即公元190年—195年之间徘徊。王葆玹先生在其近作《正始玄学》1书中，对何晏生年的考
证另辟蹊径。他据《何晏别传》关于何晏七八岁时即在“魏宫”的记载，认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是何晏的生年，理由如下：“宫”字属于诸侯王以上王公住宅的专用名词，所以曹操的住宅被称为
魏宫，只能于建安十八年加九锡之后。假设何晏到魏宫时年龄七岁，那么他的生年不得早于建安十二
年，仍在何晏生年的下限建安十三年之前。我基本上同意王葆玹先生的结论。但仅据“魏宫”二字即
断定何晏被曹操收养的时间，并以此推导生年，难成定论。因为古人写史用词，未必十分严格，远的
不说，那位明确于建安三年末就被曹操收养的秦朗，亦被史家称为“朗随母氏畜于公宫”。但是，王
葆玹先生的见解仍有重要价值，因为它将学术研究视点从何晏生年的上限转向了下限，这无疑是合理
的。何晏的朋友及所交往的知识群体属曹魏第二代士人，多出生于公元208年前后，至于思想倾向，则
更能说明属第二代新派人物，这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将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即使何晏并非生于建安十
二年，相差也不会太大。为了便于记忆，在无新资料、新论点之前，不妨从王葆玹先生说，暂且假定
何晏生于建安十二年。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作如下完整表述：大约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
年），也就是曹操已完全控制了北方并准备南下发动赤壁大战的前一年，已故东汉大将军何进新守寡
的儿媳尹氏，带着不满周岁的何晏，进入了曹操此时还不叫“宫”的深宫，成为众妻妾中的一员，何
晏也自然成了曹操的养子。早在东汉末年，曹操与何进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汉末腐败政治
的宠儿，却又决心为改变这种腐败政治而共同努力。曹操的祖父是权倾朝野却又为人谦和的著名大宦
官曹腾，父亲曹嵩则因出巨款而买到太尉高官，曹操也因之在青少年时代就官运亨通。何进出身于富
裕的屠夫之家，因向挑选宫女的官员们行贿而使其漂亮的妹妹“选人掖庭”，后来成为汉灵帝的皇后
，何进亦因此而平步青云，当上大将军。当时，党锢之祸的冤气，太平道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无休止
的宫廷倾轧已使东汉帝国陷入总崩溃的边缘，中智以上的人都看到它必死的命运，像曹操之类高智者
更不愿随它一起殉葬。所以外戚和士大夫甚至宦官子弟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联合起来准备以武力谋杀宦
官，进行政治革新以挽救败局。何进、曹操、袁绍这三个分别出身外戚、宦官和官僚的人在汉末共同
的阴谋活动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
两宫流血”。汉灵帝为震慑阴谋作乱者而亲自穿上铠甲，自称“无上将军”，站在高十丈的大坛大华
盖下，检阅帝国军队时，何进则以副统帅的身份站在高九丈的小坛小华盖下，而作为军队主力的所谓
的西园八校尉中，“阴谋分子”袁绍和曹操也分别作为中军校尉和典军校尉接受检阅。那时，何进所
依靠的主要政变力量是袁绍和党人，而不是曹操，但曹操也的确参与了最机密的政变策划工作。中平
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后，何进、袁绍、曹操等人研究诛杀宦官的技术措施时，志大才疏的何
进要调董卓进京助威，曹操坚决反对，认为“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可进不采纳曹操的
正确建议，果然事泄被杀，并且导致了董卓进京，曹操、袁绍各自只身逃出京城，中国亦从此陷人了
九死一生的空前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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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精彩短评

1、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汉大将军何
进之孙（《魏略》认为其有可能是何进弟何苗之孙）。其父早逝，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妾，何晏被收养
，为曹操所宠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娶魏金乡公主。服饰拟于魏太子曹丕，故为曹丕所憎
，称其为“假子”，文帝时未授官职。明帝以其浮华，亦抑之，仅授冗官。正始年间（240－248）曹
爽秉政，何晏党附曹爽，因而累官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爵列侯，仗势专政，因依附曹爽，为司
马懿所杀，夷三族。
2、整体叙述内容和一般的评论没什么区别，再对何晏的品评上理应更客观一些。
3、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今山东济宁、鱼台、金乡一带）人，
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曾为《道德经》与《易经》
撰写注解。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
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
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
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4、没的说
5、史料梳理很好。“理想社會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精神彼岸”
6、最好的思想家评传。此书拥有详实的资料，作者拥有抽象思辩的能力，最难得的是，行文间带有
一种令人动容的，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一般的学术著作很难同时具有这些优点。
7、作者对魏晋玄学之研究，余敦康之外，当代堪称独步。以正始玄学为整个玄学体系生成的切入点
，对何晏、王弼的分析丝丝入扣。虽不以考证见长，却擅长于哲学的探讨，恢复了汉魏之际恢弘壮阔
的思想图景。
8、一个天才
9、比那本老子评传写得厚实多了⋯
10、我现在正在阅读此书。发现这本书真的非常好，我一般不大爱评论，因为自己懒惰。但这本，我
想说非常好，其中看到何晏皮肤白一段，书中讨论很平实但又非常好笑！赞一个、余嘉锡（注释《世
说新语》的那位）可爱啊只要喜欢三国、魏晋历史、哲学的朋友都值得一看。
11、關於天才少年王弼的一生和他的學說。感覺作者有些地方沒有說透。
12、王弼重新解释了《周易》《论语》《老子》等，完成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划时代转折，他
推动了自由解释经典的风气，推动了魏晋思想解放运动。
13、辅44赛高~~不过从学术上来讲，4jj不如辅44，如此倨傲的少年能对4jj如此青睐大概有其他原因的
吧~至少现在太多资料证明4jj并不是如三国志里说的那样薄情寡义~而且4jj的一生一直都很精彩，不光
是最后的三个月......
14、写的相当好，不仅有哲学角度对于玄学的解读，而且也关注了政治与玄学的关系
15、王晓毅！我是追人的。
16、只記得荀粲那句，婦女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17、《王弼评传》还附有《何晏评传》。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真是不错，我已购得六七本重要思
想家的评传了。看了之后，感觉对研究中国哲学受益匪浅。我还会继续关注这套丛书的。
18、里面很详实，我没有全看完，但是真实一本好书 。王晓毅的书都很好，书出的不多，建议大家买
啊，文章写得有史实 有文采 有深度，是我喜欢的书。
19、书还厚看来是用功了，与嵇康的作者比此书还是有欠功底呀
20、123456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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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精彩书评

1、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汉大将军何进之
孙（《魏略》认为其有可能是何进弟何苗之孙）。其父早逝，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妾，何晏被收养，为
曹操所宠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娶魏金乡公主。服饰拟于魏太子曹丕，故为曹丕所憎，称
其为“假子”，文帝时未授官职。明帝以其浮华，亦抑之，仅授冗官。正始年间（240－248）曹爽秉
政，何晏党附曹爽，因而累官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爵列侯，仗势专政，因依附曹爽，为司马懿
所杀，夷三族。
2、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今山东济宁、鱼台、金乡一带）人，经学
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曾为《道德经》与《易经》撰写
注解。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
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
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
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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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3页

                什么是王弼的新方法呢？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辨名析理”说，有“得意忘言”说，有“本
未体用”说。其实，上述方法并不矛盾。它们在王弼玄学体系的创建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辨名析
理”，是其逻辑思维方式；“得意忘言”，是其解释经典的工具；“本末体用”，是其解决本质与现
象关系的哲学思路。这些思想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崇尚理性，反对迷信盲从。

2、《王弼评传》的笔记-第31页

                玄学流派是怎样实践儒道融合的玄学理论的呢？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与政治态度的割裂，即
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行

3、《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4页

                象数思维方法是汉代经学的突出特点。象数有狭义与广之别：狭义的象数，是指《易》学的一
个流派；广义的象数，是指把物象符号化、数量化归类，以此理解宇宙万物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规律
的思维方式或学术研究方法。广义的象数思维渊源于狭义的象数易学，严格说，渊源于《易传》中的
象数思想，但又超越了《易》学范围，成为汉代学术思维的基本模式。

4、《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5页

                可以根据各类“气”的特征（象）和结构(数）将大千世界和一切事物或属性纳入由元气（一
）、阴阳（二）、四时（四）、五行（五）、八卦（八）组成的庞大的象数系统中分门别类。

5、《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38页

                “无所有”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佛教的本体思想，即缘起性空的思想。这个“无所有”的“空”
，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形而全有的宇宙本根“无”。它不是宇宙万有的生成者和决定者，而
是宇宙万有的真相。

6、《王弼评传》的笔记-第57页

                也许是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才能使曹操创造了千余人的“新兵”，收降“兵皆精悍”的二十万
黄巾军“青州兵”的军事奇迹，并使之成为曹操尔后南征北战的主力军。另一位割据汉中的五斗米教
教主张鲁竟然也“宁为魏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宾。”从曹丕的年号“黄初”和曹睿的年号“太和”看
，曹魏帝国的哲学依据与早期道教的信仰有共同之处。

7、《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9页

                从玄学的历史起点看，正始之音最重要的理论课题就是以圣人人格为中心展开的。

8、《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31页

                虽然何晏《无名论》的本体论思想比较粗糙，但在当时却有划时代的意义，这表现在何晏将两
汉时期一直存在于天地之外的宇宙本根移到了事物之中，并且摈弃了汉代儒道“元气”或“道气”说
。在他笔下，无名的“无所有”，己不再是某种具体物质，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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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弼评传》的笔记-第87页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变动时期，总会出现一些貌似激烈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意义恰如鲁迅所言
：在中国进行改革，主张必须激烈，欲开窗户则宣布拆屋顶，才能使保守派接受开窗户的建议。其实
，这类激烈人物骨子里却往往是旧传统的忠实奴隶。

10、《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05页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理解后来清谈中士人为什么能平等地自由辩论了。因为它最初起源于朋
友聚会时酒席上的娱乐性辩论，这种酒席间的辩论不同于官府中幕僚与官长的决策讨论，也不同于在
皇帝御临裁决下的经学辨析，它是私人举办的酒宴上的谈话，不论参加者的官方身份如何，此刻都是
朋友，而朋友从来都是平等的。

11、《王弼评传》的笔记-第215页

                人性论与天道观是当时哲学的中心间题，荀粲的“言不尽意”论，实际上否定了六经的哲学价
值。汉儒认为圣人的典籍完全表述了圣人的思想，根本不存在言不尽意的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汉儒对六经章句竭尽附会之能事。割裂文义，强行解释经文，而且越来越烦琐，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感
。荀粲指出六经没有表达圣人的深奥哲理，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2、《王弼评传》的笔记-第34页

                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是国家机器上一些没有个性的大小零件和螺丝钉，因而也就不
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心理意识。这种以竖向依附为特征的官僚社会压抑了任何人格独立倾向和
自由思想，它所理想的人格是循规蹈矩。

13、《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6页

                象数思维认为：元气（一）、阴阳（二）、五行（五）、八卦（八）作为施控系统，之所以能
对受控系统的宇宙万物发生作用，是因为为（注：此字疑衍）气的同类相感。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物理
谐振现象这一常识基础上的，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各从
其类。”但是汉儒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沿着象数思路继续前进，将这个原则推广到《易经》六十四
卦，创造了卦气说。卦气说认为卦气的周期性运动产生了六十四卦卦爻象及数字的变化，并且将这些
卦爻象及数字与当时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科学知识揉合在一起，构造了一个庞
大的字宙结构系统，将世界一切现象统统纳入这个系统中分门别类。

14、《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71页

        陈寅恪先生认为，不了解家学渊源而研究魏晋人物思想往往难以切入真际。

15、《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7页

                儒家的名教，在当时有两种含义，一是社会伦理关系本身，二是用这些伦理观念去教化人民。
名教的破产，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失败，即入为教化的失败

16、《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35页

                在《无名论》中，何晏用了一系列道家的哲学术语去表述那个据说无法命名的本体，如“道”
、“大”、“无名”、“无誉”、自然等等，而其中使用次数最多，并以此展开论证的核心概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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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评传》

是“无所有”一词。“无所有”是一个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词汇中找不到的慨念，以至笔者一度误
以为是何晏的创造。其实，将“无所有”作为哲学概念运用，首先见于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用来表
示佛教宗教哲学中心概念“空”。

17、《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23页

                汉代经学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森严的家法、师法，表现出较强的以人格不平等为特点的学术隶
属关系和因循守成的学风。清谈的诞生，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学术气氛。在清谈场上，学者们享受了中
世纪所能得到的最大思想自由。平等辩论，逻辑证明，以理取胜，是清谈的最重要特点。

18、《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0页

                由于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社会矛盾和时代需求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
明的时代烙印：首先，西汉初年需要修养生息，故这时黄老之学强调的内容是清静无为，外在形象较
为消极；东汉末年的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败，囚而强调简约、真诚和公正是这一时期“黄老之学”
的新特点，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批判精神。再者，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属官方哲学，表现出一元化倾向
。而东汉末年的黄老之学则是官方哲学的批判者，具有自发和多元发展的倾向。

19、《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2页

                严格地说，汉末道教也应算是社会批判思潮的一形态，因为这时的道教，不是成仙的宗教，而
是救世的宗教。换句话说，其终极关怀，不是个人的生死解脱，而是建立一个太平的理想社会，与上
层士大夫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殊途同归。

20、《王弼评传》的笔记-第2页

                经学思潮产生于西汉中期。它是由董仲舒首先创立，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思想基础
，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以今文经学为外在形式的新儒学体系。由于这个体系宣扬君权神授，强调
道德教化作用，比较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理论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尔后在朝廷的扶植下
和思想界的积极参与下，不断获得新的能量，影响日益扩大，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形成一整套理论形态、思维习惯和行为规则，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21、《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66页

                汉末名士政治活动的高潮在桓、灵之时，而其群体关系的形成及共同思想基础的奠定，却成型
于安、顺之际。其中，又以地理上毗连的汝南、颍川二郡最为明显，因此，统称汝颍名士，构成了汉
末名士的骨干力量，汉末清议领袖亦多出于这两个郡。

22、《王弼评传》的笔记-第215页

                从上文看，荀粲并不是认为，《易》中的言、象根本不能反映圣人的思想“意”，而是能够表
达圣人之“意”的。但是这种能够表达的意，是在《周易》的言象中所明确限定和固有的。至于圣人
没有准备在《周易》中阐述的“意”，则是通过《周易》的言象所不可能窥知的，“今称立象以尽意
，此非通过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
。”这种卦爻象之外的意，系辞之外的言，就是“理之微者”，即性与天道。对这种意，圣人根本就
没有在六经中表述。六经也因为没有反映圣人关于性与天道的“微言”而被称为糠批。很明显，荀粲
的“言不尽意”是指圣人未发之言，对经典中的言意关系，荀粲仍持“言尽意”论。

23、《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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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夏侯玄的改革方案看，带有不少理想主义成份，恐怕很难通行。例如合并郡县一项，据夏侯
玄粗略推算，可裁减一万名官吏，这就必然与封建官僚政治所固有的官僚膨胀规律相矛盾。其结果只
能是，不仅被裁减者将拼命反对改制，而且会引起整个官僚阶层的不稳定感和抵触情绪。

24、《王弼评传》的笔记-第32页

                正始时期的玄学人物所具有的儒家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其处世也比较严谨。这种人格特点，决
定了正始玄学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是重老学而不重庄学，因而其学说闪耀着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

25、《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46页

                据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一文统计，两晋高级士族子弟入仕者，不通过察举征
辟而直接吏部推选的，占总数的50%。

26、《王弼评传》的笔记-第194页

                关于宇宙的生成，汉儒大概参照生物胚胎从无形到有形的各个发育过程，创造性地改造了先秦
思想家的各种宇宙本根论学说，虚构了以元气生化为基础的宇宙生成的复杂过程。其中，以《周易乾
凿度》的描述最为典型，基本思路大致如下：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宇宙曾是一片空寂状态，这是一
无所有的“太易”时期。后来，元气萌生了，并不断发育壮大，可分为太初、太始、太素三个表示元
气递进发育成熟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元气孕育天地万物的无形的气化过程，统称之为“太
极”时期。发育成熟的太极元气终于开始了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太极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凝固为
天地；分化为四时之气，产生了春夏秋冬四季；分化为五行之气，构造了万物质料；分化为八卦之气
，形成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象和东、西、南、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
个方位；分化为六十四卦之气，控制着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和三百六十五天的变化交替。人类，则
是元气及其诸形态中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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