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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是时代精神之华。
哲学家却扮演着两重角色：既是时代精神之子，又是时代精神之父。
前者就其哲学是时代产物而言，后者就其哲学对后世影响而言。
　　南宋时代，国势积弱，外患不断，然学术清明，学风鼎盛。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这是朱熹在鹅湖之会后对陆氏兄弟（陆九龄、陆九渊）表明学术思维路向和心志的和诗。
此后朱陆异同之辨，历元、明、清数代，成为中国学术史、哲学史上“数百年未了底大公案”①，可
见影响之久远。
朱陆两人，朱子学（朱学）、陆子学（陆学）两家，可谓时之“双璧”，代之“双星”。
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代使命的担当者。
　　陆九渊的伦理学是以“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学为人”、“尽人道”为其出发点，所以称陆
氏伦理学为人学伦理学。
陆九渊人学伦理学认为，义利公私根于心，亦是性的内涵的一种形式，人通过心性的涵养、剥落、存
心、养心，进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境界，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道德自由。
陆九渊人学伦理学对化解和治疗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文明之
间的冲突和弊病仍有着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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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
但只有学习以往的哲学，才能锻炼和发展这种能力。
因此，总结某一逻辑结构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有益于这种锻炼，并在总结理论思维过程中
，从纵的、横的和纵横结合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揭示人类思维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即
规律性。
这是我们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目的之一。
    宋代哲学思潮是在中国儒、释、道思想有深刻发展的广阔土壤上脱颖而出的，是在各种文化思想既
相对相斥而又相补相济的和合中前进的，因此，宋代思想呈现出五彩缤纷、欣欣向荣的气象。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拿来形容思想界的情况，也是贴切的。
在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中，朱陆两派就其思想特点和深刻性来说，都比较突出。
朱熹的理本、格物穷理、居敬涵养与陆九渊的立心、易简工夫、向内遣外等，作为两种相对待而又相
互补的思想，协调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理想和情趣，交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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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伦理学中，义利之辨是其核心问题之一；义利之辨又以人性论为基础。
陆九渊的义利之辨是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基础上，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然”之故与人应当如
何行为的“所当然”融合起来，而“还我堂堂地做个人”①。
人只有“堂堂地做个人”的自觉，才能激起伦理道德意识的觉悟。
此种觉悟，就是“志”。
志是指人的行为的一种思想动机或志向、意志。
《语录》记载：“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
’对曰：‘辨志。
’正己复问曰：‘何辨？
’对曰：‘义利之辨’。
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②陆九渊称赞傅子渊的回答能中其肯綮。
陆氏平时经常教育学生“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③。
把义利之辨与公私之辨相联系，这是伦理道德中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
　　如何“辨志”？
“辨志”与“义利之辨”的关系如何？
陆九渊受朱熹之邀，于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时说：“窃谓学者于此
，当辨其志。
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
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
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
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④这是一次切中时弊的演讲，不仅使听者感动流涕，而且使朱熹激动不已。
朱熹复请陆九渊书其说，后又刻之于石，并为之作跋，以为时诫时勉。
　　陆九渊在这次演讲中，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切己观省。
体认孔子君子小人义利之辨，要深思自省。
譬如科举取士，考试得失，并不能辨别君子小人，这同有司的好恶很有关系，士子虽读圣贤之书，但
志之所向，不在于义，甚至与圣贤教导背道而驰。
他们只计较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根本不把国事民隐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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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包括心学的产生、陆九渊的家世、心学的著作、社会政治思想、哲
学的逻辑结构、陆九渊与朱熹思想异同之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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