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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在写作本书期间，曾两次住北京肿瘤医院做治疗和手术，都直接面对生命，因此对生命有切
身的体验，对傅伟勋教授赠送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备觉亲切。
　　如果说我平日在学校授课讲学，面对学生；看书读报，面对书报；与人交往，面对他人；那么，
这次倒是有机会摆脱了种种世俗的事务、文债、烦恼和焦虑，放下心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真正地做到
“吾日三省吾身”，把自己当做客体对象来剖析：一是为人方面，我经历了1949年以后每一次激烈的
政治斗争运动，自觉既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亦没有跟着做坏事、恶事，而做了一些好事、善事；二
是这次手术前医生把病情给家人说得很严重，我自己倒比较镇静、安定，但家人友好的脸色就忧伤难
看了！
手术后我上下都插了管子，吊针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晚上12点，体验到自然的生命与生命的自然问题，
这是不幸；术后一星期肿块活检结果为良性，这又是幸。
我一生坎坷，总是被作为改造的对象，必须“脱胎换骨”。
1951——1952年间又被错误地列为“反革命托洛茨基派外围分子”而受批判斗争，这是不幸；但1956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系统学习，而被分配到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任教，使我中小学寒暑假在私
塾学的古典文本知识得以运用，这又是幸。
人之一生似乎总在幸与不幸中“轮回”，很难超脱。
　　自己生命的幸与不幸！
人的生命为什么有幸与不幸?儒、道、释、耶回答各异。
佛教、基督教都强调一种必然性。
佛教讲“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在好与好、恶与恶以及好恶之间有一
种必然的联系、回应和转化，于是给予人以自我修炼的驱力和高度自觉、自律的动力，启发人去主动
掌握因，而不要去等待果，以因去补果，或以因去改果，即以今世之善以弥补前世之恶，或以今世之
善以修来世之福。
基督教认为，人带着原罪来到人间，所以人要不断忏悔自己，为自己赎罪，以便死后进入天国。
他们都把人生的幸与不幸的主动权交与人自己，而不在佛与上帝手里。
这不仅给人以思考自己从事好坏、善恶活动的空间，而且给人以价值理想的关怀和期望。
　　然而，元典儒学给予人直接面对人生生命空间的力度却不够。
人为什么要善?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能获得什么?恶人怎样得到惩罚?即在好与好、恶与恶、善与恶之
间，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找不到一种必然的联系，很难激发起自我修养的激情和克己自律的动
力。
虽然儒家有一套较完善的做人的规范、原则、标准和《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养功夫及价值目标，
但只要追究为什么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什么要
这样做?儒家就没有给出一个完善的、终极的回答；这样做与人的今世或来世生命活动的好坏、善恶有
否联系，也没有做出说明。
元典儒家虽然设置了天命论，但天命论只讲结果，而不追究原因。
幸与不幸，贫富贵贱，生命长短，都是命定的。
这就把人生的幸与不幸的主动权交给了外在的“天命”，与人自我的修善无关。
既然命定，人只有俟命、顺命，而不能违命、抗命。
或者说是天命如此，但为什么天命如此?能否改变天命?如何改变天命?元典儒家天　　命论没有完满的
回答。
王船山虽提出“君相造命”说，但如何造命?造命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王船山没有系统的设计，因此也
显得软弱无力，这也是船山学没有超越理学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根据之一。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学与开新>>

内容概要

　　《正学与开新》通过经学的新诠释，子学的解构和超越，船山哲学的逻辑结构，道理与新性命，
道器理气与物器等篇章，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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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经学的新诠释   一、安身立命的关怀   （一）忧患以体知《易》道   （二）体认诚性的《尚
书》学   （三）情感生命的《诗》学   二、价值理想的开新   （一）《礼》学贯通天人的诠释   （二）
《春秋》贵夏尊王的理想   （三）《四书》的圣人理想人格 第二章 子学的解构和超越   一、老庄的终
极关怀   （一）道的形而上学   （二）生命价值的体验   二、生命价值的体验   （一）墨家兼爱物与   （
二）法家严刑霸道   （三）会通儒道的玄学   （四）立言不审的神灭论   （五）韩愈辟佛的浅薄   三、
太极心性理气   （一）太极图说   （二）横渠正学   （三）二程推崇《学》《庸》   （四）朱子格物穷
理   （五）阳明援神入儒第三章 船山哲学的逻辑结构   一、哲学的逻辑结构   （一）字通词 词通道   （
二）体系的整体贯通   二、气化絪緼的和合体   （一）阴阳二气的融突   （二）絪緼和合之体   三、虚
空皆气论   （一）气的内涵   （二）太极与阴阳   （三）诚为极顶字第四章 道理与心性命   一、天命之
性   （一）天人性命   （二）性命降受   二、力命心性   （一）君相造命论   （二）心统性情论   （三）
性体心用论   三、天理天德与事理性理   （一）气化乾化人物生   （二）道心人心的藏发   （三）性情
的相寓相需第五章 道器理气与物器第六章 形神物遇与体知第七章 和合动几的生生第八章 义利理势与
理欲第九章 埋心不死留春色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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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船山以礼为权衡夷夏之辨的标准，礼作为典章制度、行为方式、生活形态等，是仁智的体现。
无礼，仁智即无安顿处、挂搭处。
仁智获得完整的体现，便是立人道，与人道相对应的是狄道，即禽兽之道。
譬如“僭王，盗行也。
亡礼盗行也。
有狄之道，则必有盗之行，狄故盗也。
何也?以狄为道，则盗行而不知盗，荡然蔑礼，斯以僭王矣。
”诸侯所僭，即为僭礼，荆、吴、徐、越四国僭礼为狄；杞、莒两国不僭，但礼亡亦为夷狄。
　　礼以别夷夏，礼是一种文化因素，即以文化别夷夏；人禽之异，亦可谓文化之异。
船山认为：“吴、楚、秦皆《春秋》之所狄，尤有等也。
诸侯之不安于侯，于是而有伯。
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贱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则君子犹不绝之。
盖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敌也。
伯之始兴，类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强。
”王伯之分，蕴涵王道与霸道之异。
王衰而成霸，近霸而王未亡，所以春秋目吴、楚、秦为狄，但情况复杂，而各有等差。
秦国得霸而霸不止，《春秋》夺其伯而狄之；楚兴起而首僭王号，《春秋》始见，即使从狄，但楚得
霸而有止，变而近霸，免之为狄；吴不知有霸，所以不蕲霸，亦不近乎霸，而为狄矣。
吴、楚、秦三国为狄有等，此等就在于对礼重视程度和贴切王道程度而别。
譬如齐灭谭遂，悲王道之沦于伯；楚灭江黄，悲伯道之沦夷。
灭夷狄，是为了维护王道，免使中国沦于夷狄禽兽，也即维护中华　　文明。
　　（三）《四书》的圣人理想人格　　船山于四书学，甚为重视，甚为用力，其著述之篇幅字数亦
超过诸经颇多。
他著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训义》、《四书笺解》、《读四书大全说》以及已佚的
《四书详解》、《四书集成批解》等。
若把《礼记章句》中的《大学》、《中庸》章句包括在内，计有八种。
《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两书属考证名物训诂、史实制度的著作，未采进《四库全书》。
《四书训义》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训释其义理。
刘人熙云：“《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而亦传之，使学者得人其门焉。
”作为教授学生的讲义，而具有“阐邹鲁之宏旨，畅濂洛之精义，明汉唐之故训，扫末学之秕糠，儒
林鸿制，伟矣皇哉”的价值和地位。
《四书笺解》是船山在为家塾弟子讲解《四书》时所作的笺释，其意在于使弟子涵泳原著，因文见道
，以免受明季高头讲章，俗滥时文的恶劣影响。
王之春认为，《笺释》批驳明季时文讲章，“吾宗船山公讲求质学，兼综汉、宋，于《四书》尝有《
稗疏》、《考异》、《读大全说》诸篇，既多所发明，然或核同异，或辨性理，于初学为文模范者未
之及焉，居尝诟病塾时艺讲章，莫轨正谊，课督之暇，辄取全书随意笺释，务使阅者恍然有悟，快然
自得于　　心。
”具有清本正源的作用。
《读四书大全说》为船山取胡广奉敕编撰之《四书大全》为资源，就问题进行辨析，畅抒已见，发挥
义理，心所独契，自成系统。
　　1．明为学次第之《大学》。
《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章，自汉以来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取出
来，加以章句注解，并与《论语》、《孟子》两书编在一起，合为四书。
大凡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都要从自己的新视角、新思维、新观念出发，重新解释经典文本；这
种解释的过程，亦是对经典文本重新选择的过程；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也是新理论形态的建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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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一方面表明新的理论形态有其传统经典的依据，这在视经典文本为金科
玉律的时代，新理论思维可借以避免被目为离经叛道的罪名；另一方面说明新理论思维有其经典文本
的依据，而不是凭空独撰，减少学者士子的怀疑心理，便于被人所接受认同，但又不能完全沿袭旧的
理论思维形态所固有的经典文本，所以重新选择，确立新选择经典的地位。
这便是朱熹四书学建构的因缘所在。
　　　　理作为条理、理则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必然联系，如阴雨晴风虽变化无常，但冬寒夏暑
、春生秋杀却是变中不变的理则。
船山说：　　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
时以通乎变化，义以贞其大常，风雨露雷无一成之期，而寒暑生杀终于大信。
　　理是天地所表现的固有秩序，秩序是有理则可循的，尽管变化刁常，但有其大常，即恒常的理则
。
　　船山认为气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气自身所蕴涵的固有规律、秩序就是理。
“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
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
”理不是可见可闻、可把握的东西，它通过气来体认，是气自身固有的条绪节文。
譬如气在升降沉浮、动静流止中所体现的条理性。
“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　　妄。
”万物作为气的具体存在形态，它们各有其自身不同的条理、理则，这些各不相同的条理、规律是真
实不妄的。
　　第三，理为天下万物的属性。
理寓于物中、事中，理不离事物，离了事物即无事物的条理，亦无虚托空悬的理，它是事物的自然属
性。
船山说：　　理一而有象、有数、有时、有位，数赜而不乱，象变而不惊，时异而行之有素，位殊而
处之有常，轻重、大小、屈伸通一而皆齐，可与权也。
　　理作为天地万物的属性，它具有象、数、时、位的特征，具有轻重、大小、屈伸的存在状态，这
是对事物理则的深刻体认。
　　理既寓于事物，只能循物而求理。
“物之有象，理即在焉。
”理即在物，而不是先立理，即事先预设一个理，来限定、限制或规范万物万事。
“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人们不能私自立理以限天，而应该即天以穷理，因为理就存在于天的运行变化之中。
“天则有天之事矣，日月维有运而错行之事，则因以有合而相掩之理；既维有合而必掩之理，因而有
食而不爽之事。
故人定而胜天，亦一理也，而不可立以为宗，限日食之理而从之也。
”日食是日月运行的轨道相互交错的事，有日月相合而遮蔽的理。
虽然人定胜天，但不可立此为宗，而限制日食的理。
理只能是事物的属性。
　　第四，理为健顺五常的道德原则。
理为实理、为条理、为理则、为事物属性等，都是从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意义上对理的规定。
道德原则的人性论基础，则是从船山对理的第二方面的规定来说的。
　　人作为万物中特殊的、有智慧、有理性的一种动物，理是人的内在本质属性之一。
理的这种本质属性，便是人性中的社会道德因素。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
“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
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
”阴阳五行之气和合生人，理寓于人中而凝聚为性，人便具有声色臭味的自然生理属性和仁义礼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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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属性，人们往往把前者称为欲，后者称为理。
船山认为此两者之间的张力，即“厚生”与“正德”的张力，需要由理来调节和制约，以达到适宜的
水平。
　　理作为道德原则、原理，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给予的道德本性。
“天以阴阳、五行为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贞为生人之资。
元、亨、利、贞之理，人得之以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用，则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
声，鼻喻臭，四肢顺其所安，而后天之于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贞之德。
”元、亨、利、贞之理是先天的，人得此四理而转化为仁义礼智之德；元、亨、利、贞之用是后天的
，人以其用而成就元、亨、利、贞之德。
　　人丧失了理，即道德理性，人就不成其为人，而与禽兽无异；同时，人若去掉声色臭味，人也不
会生存。
既要“厚其生”，又要“正其德”，以“正德”调节“厚生”，使人按道德理性的仁义礼智之理去制
约声色臭味，才能使社会有序化、理性化。
　　　　至于对陆王心学的批判，船山更是不遗余力。
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学术界痛定思痛，追究明亡的原因，而以陆王心学的空谈心性为罪魁之一。
船山说：“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陆
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卒兽食人之伥乎！
”直斥陆王之学为异说、邪说，犹为虎作伥。
船山批评陆学识量小，“陆象山、杨慈湖以此诱天下，其说高远，其实卑陋苟简而已”。
并以王学为禅：“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慈也。
⋯⋯至姚江之学出，更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
”实乃挂圣言之招牌，而卖禅宗之货物。
阳明弟子“王龙溪、钱绪山天泉传道一事，乃摹仿慧能、神秀而为之，其‘无善无恶’四句，即‘身
是菩提树’四句转语。
附耳相师，天下繁有其徒，学者当远之。
”王畿与钱德洪的阳明四句教的“四无”与“四有”之辨，犹禅宗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的“无”与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
埃”的“有”的分别。
　　既然阳明心学为明亡的原因之一，船山决不会认同于陆王心学一脉。
这点后来的学者都有所见。
邓显鹤（1778—1851）说：“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又不二百年而邪说炽。
其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复辩论，累千百言，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
”郭嵩焘说：“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
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而忾于人心。
”梁启超则认为船山“其攻王学甚力”，以船山学是阳明学的反动，“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
产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
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以船山学与王学构成对待的两端。
　　船山学在宋明之学中究竟应如何定位?梁启超曾说：“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
山）。
”元明清以来学者皆以宋明理学分为程朱与陆王两派，梁氏提出船山不能归属于程朱或陆王，有其创
见，其“自成一派”的意见亦很可贵。
不过他接着讲：“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着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
，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
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
”这是从地域而言，并不是船山学的学脉。
湖湘学派自张拭以后，其门人弟子或归于事功学派的陈传良，或归于道学派的朱熹，其学说融入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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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船山既不属朱子，亦未继湖湘学派。
　　船山去世前两年多为自己做了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
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前者表明船山的政治立场，后者表明其学术立场。
就前者言，刘越石名琨（270—318）生于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六年，被杀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二年
。
他在晋愍帝司马邺时任大将军、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假节。
坚守并州，与石勒、刘曜对抗，孤军无援，兵败奔段匹碑，被段所害。
琨知段氏害己，而对故从事中郎卢谌、崔悦说：“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
。
人谁不死，死生命也。
惟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下得归诚于陛下。
”刘琨忠于晋王朝，但他不能破石勒、刘曜，以报晋恩，这是其孤愤也。
船山说：“琨乃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颈血溅刘聪、石勒，报
晋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
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长埋于荒远，且如此矣。
”船山以刘琨自况，忠于明朝，所以《自题墓石》为“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并自署“戊申纪元后
三百十有　年　月　日”，戊申纪元为明太祖洪武元年至其死日，而不用清康熙纪年，亦表明其孤忠
于明王朝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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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藉理
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
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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