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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孙以楷先生曾跟我讲过，研究中国哲学史，有时是尴尬的，很可能你研究出来的成果既不属于哲
学，也不属于史学。
孙先生的原话，我记得不太准确，但他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
随着学习中国哲学年头的增多，我对孙先生的话体会越来越深了。
大凡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谈“哲学问题”时，往往是一个中国人在谈“西方”哲学；谈“哲学史”
时，则是一个现代人用“现代”哲学阐释中国古代思想。
在这里，无论是古典“中国哲学”还是现代“中国哲学”，其实都被虚化掉了，存在的只是“现代的
西方哲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中国哲学身处何方。
哲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历史意义上的，指向过去的“古代的西方哲学”；一种是当下意义上的
，指向未来的“现代的世界哲学”。
所谓中国哲学，不可能是属于第一种的，它只能是指向未来的“现代的世界哲学”。
在我的理解中，哲学是普遍的，中国则是一种主体期待。
就是说，我们期待“现代的世界哲学”是中国人创造的。
对于“现代的世界哲学”而言，古今中外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智慧，都只是有资创造的资料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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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通过解剖惠栋的思想历程，发现他将传统的考证行为改造
成自觉的证明性行为，将“经义之真”理解成真实性与真理性的合体，从而使其义理考证具有 “知识
论”的倾向：同时，惠栋融合汉宋之学。
总结出易学的“象化模型” 作为新的行为范本，并且提出理“情”成善的“礼治”哲学，从而构建出
朴学易的“逻辑化世界”。
惠栋的思想经历说明，“理性”与“心性”的融合，并不一定要采用“普遍性”或者”无限性”的视
角，从“有限性”视角出发，也一样会有新的创造。
如何将“理性”融合到“心性”哲学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哲学”，是中国学人一百多年
来的追求。
长期以来，清代朴学被视做一种缺少思想性的学术类型，它在这个融合过程中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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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朝晖，1971年生，湖北省黄冈市人先后师从于孙以楷先生、萧汉明先生学习中国哲学。
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服膺“传承
经典，守先待后”的教育理念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和清代朴学，已经在《周易研究》、《学术论坛》
等刊物上发表《论惠栋易学中采用的“逻辑化”方法》、《略论惠栋的考据学特色与既济思想》、《
略论惠栋重构汉学的方法》、《论惠栋的循理观》等论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述者微言>>

书籍目录

引言一、研究动机二、研究材料与方法三、研究创见与一点说明第一章 创造学术范型的朴学人生第一
节 家学传承与学术积累第二节 由史到学——尊汉学的提出第三节 融汉宋之学为朴学——清代学术的
定型I第二章 惠栋易学的“知识论”倾向第一节 缘考据以求义理第二节 经世思潮的理论化第三节 惠栋
学术倾向成因略析第三章 惠栋易学的“证明论”倾向第一节 用证原则第二节 考证方法第三节 逻辑化
方法第四章 惠栋易学的行为论模型第一节 以天文历法为原型的卦气说第二节 建立统一法则的取象说
第三节 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乾升坤降说与之正说第四节 法天化民的明堂大道论第五章 惠栋易学的情
理论“哲学”第一节 兼两说第二节 既济论结语 惠栋的学术成就、影响与评价附录一 惠栋研究综述附
录二 惠栋著述表附录三 惠栋著述考辨两则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述者微言>>

章节摘录

除了运用上面所说的一些考据学方法外，惠栋在易学研究中还采用了一些“逻辑化”的研究方法，虽
然这些方法还不是严格逻辑学意义上的方法，但他们与传统方法相比，逻辑性确实要强烈一些。
当然，惠栋采用这些方法，也与易学的潜在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象数易学的思维方式有符号化和演
绎化的特点。
总体而言，惠栋的易学研究方法有形式化的思维实践，但还缺乏对形式化思维本身的反思。
“逻辑化”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惠栋个人的思维方式，也代表了清代朴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后来的
朴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惠栋的逻辑化研究方法具体说来，第一是将传统的史学叙事方式发展成为“逻辑化的叙事方式”，第
二则是在条目化写作形式中采用了“概念化的注解方式”，第三是“归纳化的研究方式”，第四是在
注释中采用了“演绎化的推理方式”，第五是“语法化的分析方式”。
这五种方式的运用，说明惠栋除了注重“经义之真”的历史性证明以外，更加重视“经义之真”的“
合理性”证明，这一点与宋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里的“逻辑”并非是逻辑学意义上指称的逻辑，而是指惠栋将一个历时性事件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思
维架构中进行讨论的方法。
也就是说，惠栋关注的中心不是中国传统的不脱离时空背景的“事实”，而是事物之“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述者微言>>

后记

当我修改完我的博士论文后，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
一方面是因为本书相对于原来的论文，没有本质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我切实感到，虚假的学术繁荣
不但无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要花费研究者们更多的精力去辨伪求真。
在研究中，我深深感到，学术的进步既依赖于学者们诚实的研究，也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学术对话氛围
。
关于惠栋的研究，诚实研究的数量增长缓慢，这也使真正的学术对话变得稀少。
因此，我认为，在学者们，尤其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研究综述中，不仅仅要在总体上指出现在的
研究成绩和不足，更应指出哪些研究成果是代表性的，值得在相关研究课题的研究史上流传下去，哪
些成果是假冒伪劣的，需要列入另册，以使后来的研究者将宝贵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学术进步上。
如果有一天学者们发现，在研究综述中再无必要进行专门的辨伪工作，我相信，那必是中国学术真正
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时候。
无论是原来的博士论文写作，还是本书的修改工作，都要感谢我的导师萧汉明教授的悉心指导。
萧先生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他要求做学问要穷尽式地占有资料，在此基础上，要深入挖掘中国思想
的本有内涵。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述者微言>>

编辑推荐

《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尽管学界对惠栋的研究尚欠深入与全面，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前提下，也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将前人的不系统的研究结论系统
化，另一方面将这些研究结论往前推进了一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惠栋一生的思想发展，
可以分成三个既相区别也相联系的时期。
顾栋高、钱大昕、江藩以至一些现代研究者如漆永祥，都将惠栋的思想发展分成两个时期，他们之间
的观点虽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是分成泛滥经史和专心经学两个时期。
本书在研究的基础上将惠栋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复古文、尊汉学、创朴学（范型）三个时期
。
第二，指出惠栋朴学实由融合汉、宋之学而来，并首次将朴学范型的特征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即缘考
据以求义理与经世主张理论化。
第三，指出了惠栋采用的一些与近代西方研究方法近似的逻辑化方法。
第四，指出惠栋在重构易汉学的基础上用卦气说为基础将取象说、升降说、明堂论贯为一体，并且指
出他的卦气说已剔除了天人感应论的内容。
第五，指出惠栋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即兼两说与既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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