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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道屡迁”，“唯变所适”。
修订完《宋明理学研究》，对“道”与”变”的感受倍加深沉。
本书自1982年完稿至今日修订，不知不觉已过去将近20年。
这20年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的变化一日万里。
如果按现代观念来俯察20年前的东西，更新替代在所难免，弃之如敝屣在所不惜。
宋明理学毕竟是已逝去的历史思潮，理学家的著作也已成历史文本，由这些文本所记录下的宋明理学
思潮本身，今人是无法改变的，这是历史的个性、独立性。
对于文本中所蕴涵的意蕴，各个时代的诠释者由于其“前见”、“前识”和时代价值取向和学术氛围
的差异，而各不相同。
　　宋明理学作为历史文本，具有不变性、永恒性，再过一千年仍然如斯；作为对历史文本意蕴的解
释，则具有时代性、变易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思维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必然影响着对历史文本的诠
释视角、方法、态度和评价。
不变在变易之中，变易在不变之内。
这次修订就是在变中求不变，不变中求变。
就不变而言，《宋明理学研究》是哲学史的史的范围，文本本身不可变，文本的核心话题、人文语境
、语义有其确定性。
据此，　　笔者在审视本书时，修改与不修改的标准是依是否符合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本来意义，而
非根据后人的诠释；后人的文字、音韵、训诂，只是作为一种参照。
至于对文本意蕴的理解，尽量由字而通其意，由意而通其道，力求名实相符。
　　就变而言，首先，今人对于古人，解释者对于被诠释者，应跨越　历史时空差距，进行同情的理
解、平等的对话，而不应以批判者、主　宰者的心态对待古人和被诠释者，更不应以粗暴的、轻率的
态度对　待历史和文本。
我们要倾听理学“仁且智”者的忧患心声，理解理学“为天地立心”的求索心路，同情理学“为往圣
继绝学”的智慧致思，体认理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
只有这样，才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这次修订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删去不同情理解、不平等对话的批判者的话语和轻率的评价。
这种批判者的话语和轻率的评价是那发疯的、非理智时代痕迹的遗留。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幸运的是没有这种话语、套语不能出版的年代年代已经过去了。
在1982年秋本书交稿以后，1983年秋一家权威杂志发表了对拙著《朱熹思想研究》的批判文章，作为
“清除精神污染”靶子，该文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与哲学史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正确
地把握它们，对科学地评价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作者首先在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
”什么编差？
是因为“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K．N．施达克（1858一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犯
了同样的原则错误。
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
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错误。
《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还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对重要概念的理
解上，也同样显得相当模糊”，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
帽子。
于是该文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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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语意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就是犯罪！
对《朱熹思想研究》的批判，不仅损害了我个人的名誉、道德及身心，而且也影响到本书的出版。
幸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王颖编辑的慧识和支持，《宋明理学研究》才没有被封杀，于1985年
得以出版，并在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作为大中专教材在全国征订，挽回
了一些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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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明理学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标志着理论思维的时间维度，它不能完全跨越时代的有
限性，因而今人在诠释、评价宋明理学家时，应把他们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维结构的环境
中，来审视他们的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不能依据现代的理论思维所达到的水平去要求古人，指斥古人，而只能根据他们比之前人的理论
思维水平超越与否、有哪些创新等等来理解、分析古人及其文本，体贴、领会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
人文氛围 ，使作者对宋明理学有深切的体认，准确的评价。
这次修订就基于这种认知删去理学家所处的时代所不可通用的思想观念，使对文本的诠释，对理学家
历史上位、作用、影响的评价更契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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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教授常年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儒墨道》、《宋明理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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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庆历新政”至“熙宁新法”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濂学”、“关学”、“新学”
、“洛学”、“蜀学”、“涑学”等。
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相互论争，学说精进。
但在“熙宁新法”失败以后，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
为禁学。
曾糙的《高斋漫录》说：“元枯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
⋯⋯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
’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已基本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
争，于“新学”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衰微了。
“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
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
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陷入了政治的党派纠纷之　　中。
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
　　　　宋明理学是一种追根究底的理性主义哲学，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
它最切近的学术目标就是“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
这个理是形而上的存有，是天地万物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
　　求理精神是宋明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
智慧和价值关怀。
在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与行为之“所当然”的和合本体，是先验的价值
原则与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融贯。
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
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意义。
用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理学家把理的精神或原则推及一切领域，自然、社会、人生、心灵都被召唤到理的天秤下，被追究其
“所以然”与“所当然”，被判断为合理抑或不合理，以至决定其是否存在的命运，使儒学理性精神
发展到一个极限，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根本特性。
　　　　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他的哲学是北宋以来思想解放的产物，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融突和合的成果，适应了重建道德形而上学
和重构伦理规范及价值理想的时代需要。
　　《续资治通鉴》对朱熹学术思想做了总结：“熹自少有志于圣道，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
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
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自经旨不明而道统三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
所著书为学者所宗。
”指明为学宗旨、内涵和功用和影响。
朱熹完成了“道学”的集大成的工作，建立了“道学”哲学体系。
朱熹在世时，南宋王朝并没有认识到朱熹“道学”的社会价值，而一度予以禁止。
但统治者一旦觉醒过来，朱熹的哲学便成为维护宗法统治的武器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世。
　　　　“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是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
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宇宙的体认，就是考察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构成的?有没有神灵、造物主?自然
和社会是不是神的安排或赐予?等等，这是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的、隐藏的存有的追根究底问题。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说，便表现为人们往往首先探讨宇宙的构成论、生成论，即对宇宙的结构，世
界的图式进行探索，然后进入到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的“所以然之故”的探讨，即现象世界背
后有没有一个更根本的本体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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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生成论或宇宙图式论，在中国古代有“阴阳五行”说，“精气”说，“天人感应”、“人副
天数”论，“天论”和“水地”论等宇宙生成论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和“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论等等。
隋唐时的道教除承袭其教主老子的“道生一，⋯⋯”的思想外，亦发挥了《周易·系辞传》中的“太
极生两仪，⋯⋯”的思想，而构成宇宙生成的图式论，这在本书周敦颐《（太极图）的来源》一节中
，已可窥见这一点。
佛教哲学虽具有较高的思辨性，但归根到底承认彼岸涅架世界的存在。
小乘佛教认为圆道成佛的释迦牟尼是宣教师，大乘佛教则把释迦牟尼说成是全知全能的神，特别是有
宗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空的，这点与空宗相似，然强调最高精神实体（佛、相当
于神）不是空的，而是有的。
“理学”至少在形式上不承认有人格神的存在，否定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和信仰，理学家所谓的“
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的哪个形而上本体“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朱子
语类》卷一）的，“理则只是筒净洁空阔底世界，　　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
气则能醖釀凝聚生物也。
”既“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恐难说“理”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教亦不能与体制化的佛教、道教相并列。
但具有宗教的情操和宗教的关怀，是精神化宗教。
　　“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哲学的理论思维形态。
它从理论上超越了儒家传统的“天命论”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程颐批判说：“儒者有两说：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
岂有人为虮虱而生耶?一说，禽兽待人而生，杀之则不仁，此说亦不然。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八，《二程集》第399页）朱熹在总结历史上“天”的演变过程时说：“要
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
”（《朱子语类》卷一）《诗经》有：“悠悠苍天”，即指自然之天；《春秋繁露·郊祭》有：“天
者，百神之大君也。
”即主宰者之天，二程则训为“理”。
这就是说理学家在复兴儒学时，不是重复以往儒家“天命论”，而是采纳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名教；
不是把形而上本体“理”与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相混同，而是对超自然的信仰的超越。
因为从理论思维上说，“天命论”以“天”为“有”，便有使精神本体等同于某一事物现象之失，还
属于宇宙生成论阶段。
　　“理学”尽管援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人儒，但仍保持儒家重生轻死的观念，在生
死观上，始终与佛、道有别，并对佛、道有神论的神不灭论持批判态度。
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道学人门之书《近思录》第十三卷便是讲辟佛、道“异端之害”。
在这卷里便摘录了张载和二程抨击佛教“死生流转”和道教的“白日飞升”的宗教理论。
张载说：　　浮图（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　　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
谓知人乎?⋯⋯今浮图（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近思录》卷
十三；另见《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第64页）程颢说：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
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
⋯⋯或日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设此怖令为善。
先生日：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近思录》卷十三）张、程均批判佛教
的流转轮回之说，佛教认为，一个人不能求得解脱，就要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
六道”中轮回。
《心地观经》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
”这六处便是众生轮回之道途。
佛教生死流转轮回，无疑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
　　对道教神仙之说，二程批判说：“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
则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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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卷十三）反对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的理论。
　　从汉唐经学或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是理论思维形态逐渐完善的过程。
如果说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是回答宇宙是什么?世界是哪些材料构成的?是谁构成的话?那么，形而
上学本体论是探讨世界是怎样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终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世界的本质、
世界的终极根据问题。
所以，从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进到了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哲学认识史上可谓是一次跃进。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
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
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
”（《导言》，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4页）黑格尔把哲学系统的次序、即理念范畴自身发
展，是与概念、范畴逻辑推演的次序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是分阶段的，这是黑氏对哲学史的诠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就是整个人类思想螺旋式提升的历史，从人类认知运动的角度来考察，凡是在
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影响、做出过贡献或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都有其历史的价值和具有构成每
个阶段链的作用。
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整个“理学”思潮，无疑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春秋到战国，是我国社会、思想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道（天道、地道、人道）是哲学思想
上争论的中心问题，原来居主导地位的“以德敬天”的思想，开始动摇。
天的神圣权威逐渐失落，天道出现了自然化倾向，在对世界的体认上，人道思潮逐渐掀起。
春秋时期出现了怨天、骂天的思潮，孔子怀疑鬼神，主张“尽人事”而“待天命”，“敬鬼神而远之
”，表示了人们企图从绝对“天命论”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努力，也是对人的自我力量的自觉。
墨子与孔子相对，主张“非命”、“尚力”，但又讲“天志”、“明鬼”。
孔子从人道出发，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而墨子从经验论出发，又论证了鬼神的存在。
老子讲玄之又玄的“道”，用“道”来代替“上帝”或“天道”，以“道”的自然“无为”来否定孔
子的“天命”和墨子有意志、有人格的“天”或鬼神；在“古今”、“礼法”、“天人”、“名实”
、“知行”之辩中用“道”来否定礼法、刑政、功利等。
孔子尊重人的理性和能动作用，墨子重视感觉经验、非命尚力，老子致力于事物有生于无的根底的探
索。
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人类哲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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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明理学研究》属哲学史家文库，内含珍贵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思想财富，是一本学术价值含
量极高的作品。
该书主要是对宋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系统中的重要阶段进行了阐述，对其中的相关问题做了作者个人
的解释，其中论述均基于严格可靠的史料来源，自出版后在学术界反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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