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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研究理学范畴，虽然采用了西方哲学“范畴”这一术语，但是同西方的范畴学研究有很大区别。
任何哲学都有范畴。
但中国哲学，特别是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宋明理学，并不看重每一范畴的独立意义及其分析，而是重
视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机系统。
这正是我研究理学范畴的目的，也是这本书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
至于这个系统是什么，它能不能说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以
引起学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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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蒙培元，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现任中国哲学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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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学是儒学的完成。
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有一个完整的范畴系统，这个系境集中地表现了儒家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
　　这个系境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人和自然界，包括主体同客体的关系问题，但就其逻辑进程而言
，必须从宇宙论开始。
以“理气”为中心的一组范畴，就是讲理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
这是理学范畴系统的基础、前提和出发点。
理学范畴系统的形成，首先从这里开始，不同学派的分化和演变，也首先从这里发生。
严格地讲，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不是一回事，本体论是讲世界本源、第一存在或第一原理等问题，宇宙
论则是讲宇宙自然界的生成、发展等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哲学提出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初步模式，两汉哲学基本上属于宇宙论，魏晋玄
学和隋唐佛学基本上属于本体论，理学则是二者的结合，建立了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理学家提出理气等一系列范畴，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界如何发生和发展，而且探讨“天地万物之源”，
即世界根源，本原等所谓“形而上”学一类问题。
　　“理气”诸范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从先秦以来，就有“道”、“理”、“气”、“阴阳”、“太极”等基本范畴，但是还没有一一结合
，更没有形成互相对应、互相联结的范畴系统。
先秦两汉的儒家哲学，虽然产生过《易传》这样的范畴学著作，但还没有全面进入“形而上”学阶段
。
只有经过玄学和佛学这个发展阶段和儒学的复兴，“理气”、“道器”、“太极阴阳”等范畴逐步结
合起来，才形成儒家形而上学宇宙论的范畴系统。
首先是张载的气本体论，其次是二程的理本体论，最后由朱熹完成了理气一元论。
从此，凡是宇宙论问题，都以“理气”为中心，组成了一个范畴网络。
中国哲学范畴系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气”是理学宇宙论的基本范畴。
就其基本涵义而言，“气”是标示物质存在的实体性范畴，这一点到张载以后就更加清楚了。
“气”具有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属性和形式，以其连续性、弥漫性、无限可分性为特点。
有人把它和“场”或“能”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能有一定道理。
“理”是标示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样式范畴，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但由于理学派把它实体化、绝
对化，因而变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
但这里所谓“存在”，既有超时空的一面，却又不完全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观念存在，它表现为发育流
行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绝对静止的。
其具体涵义则包括“所以然”与“所当然”两方面内容，作为本体存在的理，则又是“极好至善”的
道理，而不是纯粹的自然规律。
　　“理气”范畴之所以重要，因为理学家都要以此为基础，对自然界的根源及其发展问题作出回答
，并由此建立各自的范畴体系。
气学派以“气”为世界本源，以“理”为“气”所具有的属性或样态；理学派以“理”为世界本源，
以“气”为理的作用或物质表现；心学派把“理气”统一在“心”中，以其本体而言谓之“理”，以
其作用而言谓之“气”，但要说明“心”，却又离不开理气。
正因为如此，理学宇宙论的其它范畴，都由“理气”所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气”是整个理学范畴系统中的基本范畴。
　　与“理气”直接联系的“道器”、“太极阴阳”、“理一分殊”等范畴，都基“理气”在不同方
同、不同层次的表现或运用。
一般而言，它们同“理气“处在相互对应的关系中，但是，由于这些范畴在不同体系和关系中占有不
同地位，因而具有不同涵义，甚至在同一体系中，同一范畴可能具有不同涵义。
这就出现了范畴的多义性、歧义性和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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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使整个范畴网络变得错综复杂，一方面表现了它的丰富性，另方面又表现其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
但就整个思维模式而言，它们都在理气范畴的基础上，相互联结相互对应，展现了一个有机而系统的
自然界。
　　　　“心性”是理学的核心范畴。
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到了主体。
这正是理学的主题。
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就是通过“心性”范畴全面展开的。
“心性”范畴之成为理学核心，也是中国哲学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
从先秦起，思想家们就给予心、性问题以极大的关切。
如果说，孔子从伦理学的观点奠定了心性学的基础，那么，孟子第一个将其发展为心性合一的道德人
性论，荀子又提出以心主宰性的理智主义思想，形成儒家两种最主要的心性观。
道家则提出超名教超伦理的人性说。
此后的佛学，进一步把心超越化，提出心体即性说。
总之，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演变，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理学心性论正是在继承、综合和发展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心”本来指认识器官及其功能，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荀子所谓“心能知道”、“心能征
知”，都指此而言。
凡是知觉、识知、思虑、情感、意志等活动，都是心这个物质器官的属性和功能。
再进一步，心所思、所知以及情感意志活动的内容，包括观念、意识、精神现象都可用“心”字来表
示，比如孟子所谓“恻隐之心”、“良心”、“操舍存亡”之心，荀子所谓“诚心”，庄子所谓“虚
室生白”、“心斋”、“坐忘”之心，理学家所谓“道心人心”、“真心”、“义理之心”等等，就
不仅仅是物质器官及其属性，功能所能范围了。
实际上，它成了主体意识、观念、或精神的代名词，是同主体以外的客观存在相对立的一个主体范畴
。
作为观念和精神，它虽然不能离开物质器官即“血肉之心”，但意义已经深化了，甚至可以超越自身
，变成普遍绝对的存在。
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心”又是代表主体精神或主体意识的根本范畴。
　　大概言之，“心”有三种主要含义。
一是道德之心，以孟子为代表，指人的情感心理升华而形成的道德意识，是道德理性范畴。
二是理智之心，以荀子为代表，指认识事物的能力，是认知理性范畴。
三是虚灵明觉之心，以佛道为代表，指虚而明的本体状态或精神境界，是超理性的本体范畴。
这几种含义在理学中被进一步综合发展了。
　　性和心有密切联系。
《说文解字》说，性“从心生声”。
《北溪字义》说，性“从心从生”。
从字形看，性是心、生双体字。
从字义看，它是生而具于心者，或心之所生者。
从哲学意义看，则表示人的本性、本质，同时又是一个内在的价值范畴。
性的来源，《性命》章已经讲过。
性的内容，则有不同解释。
告子说；“生之谓性”。
又说：“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这是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论性，荀子，董仲舒都有这类思想。
但告子认为，性无分于善恶，可说是中性；荀子则按其自然的可能发展，如“好逸恶劳”、“趋利避
害”之类，以性为恶，赋予道德评价。
孟子则从人的心理情感的可能发展，提出性善论，如见孺子入井则有“恻隐之心”，孩提之童幼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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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长而敬兄之类。
认为人人皆有“四端”，“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
以自然本能解释性，便有所谓“义外”之说，以道德本能解释性，则主张“义内”之说。
从价值论看，除了这三种见解之外，有杨雄的“善恶混”说及王充的“有善有恶”说。
如此等等。
　　　　理学家论知，一般分“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两种知识，前者指先验的道德知识，后者
指一般的经验知识。
道德知识靠自我反思而发明，经验知识靠耳目见闻而取得。
至于二者的关系，不同理学家则有不同的回答。
　　“德性之知”又叫明德或良知，是关于人性的自我认识，前章所说的“格物致知”，主要是这类
知识。
这是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产生的认识理论。
由于理学家把“所当然”和“所以然”合而为一，不作区分，这种知识便具有最高真理的意义。
　　“见闻之知”又叫学问之知，是关于经验事实的认识，包括从自然界获得的物理知识和人伦日用
中获得的伦理知识。
这类知识既有价值论问题，又有知识论问题，但以前者为主。
由于理学家对这类知识有不同解释和评价，因而表现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某种区别和特点。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同“下学”与“上达”、“博文”与“约礼”、“道问学”与“
尊德性”等方法论范畴，有直接联系，它们大体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逻辑层次，一般地说，前者属于
形而上的道德论，后者属于形而下的知识论。
　　理学家周敦颐，首先把“中正仁义”之性视为德性之知，但是没有从知识论上展开论述。
邵雍明确提出了两种知识的区别：“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
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
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
”（《观物外篇》卷十二）他把“资性”和“学问”区分为天和人、内和外两种知识，但又强调二者
是自诚而明、自明而诚的统一关系。
他所谓“资性”，是指人禀受于“天”即自然界的道德理性，但这种性和自然资质相联系。
“学问”是后天经验知识，但又来源于性。
学问的目的，在于明其性。
“不至于性命，不足谓之好学。
”（同上）这说明邵雍所说的“学问”，主要是道德性命之学。
　　邵雍作为象数学的主要代表，虽然建立了宇宙论的自然哲学，并提出了“观物”的思想，但是在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方面，却坚持天人性命之学，这正是一切理学家的共同特点。
他所谓“观物”，是通过“反观”内照，认识天地万物之“理”而作到无我之“私”，从而实现天人
内外合一，并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客观对象去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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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致力于国内学术书籍的出版，是我社一贯的宗旨。
在哲学史研究领域，幸得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
出版了许多让世人注目的重要著作。
其中宝藏着珍贵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思想财富，为了使之更具规模，更见系统。
有利于新老学人研读查阅和文化积淀。
现将这些书籍汇成《哲学史家文库》。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语）我们愿《哲学史家文库》能为哲学的繁荣、文明的进步尽一些微薄之力。
我们更期望这套文库能不断增添新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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