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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中国哲学史(下)》编著者冯达文。

《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维、新方法的
基础上，运用传统训诂和现代诠释等方法，以文献史料为主，兼顾考古发掘史料，尽力摆脱和打破以
往哲学史简单分类、教条化及西方模式，凸显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围绕中国哲学史每一
历史时期各哲学学派和哲学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思想来展开有重点性的梳理、阐发、探讨、分析，力求
准确地诠释和通俗地表达传统哲学思想的意蕴，并充分注意传统哲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全面展示其
哲学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各个侧面，从而建构和撰写出一部耳目一新的中国
哲学史教材。
《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由冯达文、郭齐勇两教授主编。
全书约70万字，时间跨度自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共分为先秦时期的哲学、汉唐时
期的哲学、北宋至明中叶时期的哲学、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哲学、近代中国（鸦片战争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哲学发展等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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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　　方以智将所有的知识分为三大类：质测、宰理和通几
。
所谓质测，相当于实证自然科学；所谓宰理，则指传统的“外王之术”，相当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学和
经济学；至于通几，是指研究事物存在依据的学科，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哲学。
如“问宰理，曰：‘仁义’。
问物理，曰：‘阴阳刚柔，。
问至理，曰：‘所以为宰，所以为物者也’。
”（《仁树楼别录》，《青原志略》卷三）在这里，宰理自然是指社会伦理而言，而揭示万物存在之
具体特性的物理自然就是质测，至于“所以为宰，所以为物”的至理，正是就通几而言。
所以，他又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物理小识·自序》）“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同上）　　从认知方式来看，由于质测与宰理都具有实证实测的性质，其相互的差别仅仅在于是
以自然为对象还是以社会为对象，因而可以说都属于具体的实证学科。
至于通几，由于它是揭示万物所以存在的依据，既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所以他划分这三种学科实际
上就相当于哲学与具体科学，其关系也就是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方以智作出了极为深入的思考。
　　一、“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　　关于质测与通几的关系，方以智首先坚持的一
点就是质测包含着通几。
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
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物理小识·自序》）就其最直接的涵义而言，是说具体科学本身就含着哲学的道理，或者说，
哲学的道理也就表现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中。
显然，这是从质测的角度看通几，说明通几并不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外，而是落实在实证科学之中。
乍看起来，这一看法似乎近于常识，但实际上却是方以智对历史、对前人深入反思的结论。
他说：“汉儒解经，类多臆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
”（《通雅·考古通说》）显然，在方以智看来，不仅宋人，就是汉人也有疏于质测实证之病，这正
是其思想沦为“臆说”或“不达其实”的根源。
具体到宋儒，自程朱以来，理气关系已成为一大理论问题，气学虽从理气关系中形成了面向实际的指
向，但如果不质测化，不落实于具体的质测之中，就仍然难免“臆说”与“遗物”之病。
最后，从明亡的教训来看，王门后学之所以“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正是因为疏于质
测之学的结果。
所以，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之说，不仅包含着对前人的批判与反思，而且对新崛起的气学，也
有着明确地将其格致化、质测化的指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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