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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中国传统哲学中多个重要命题，如先秦“情”概念与“感情”之间的关系、子学传统中关于天
子最高权位的授受、《老子》文本演变的过程与特征、竹简《太一生水》的思想内涵与学派性质、出
土易学与郑玄易学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诸家观点之是非，考辨出土文献与纸质
文献之异同，对学术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较为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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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哲学博士。
厦门大学哲学系1989—1993年本科生，武汉大学哲学系1993—1999年研究生。
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国学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2002—2003年度哈佛一燕京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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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性有善有恶”辩——王充、世硕的人性论思想研究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爱亲与尊贤的统一—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思想论析从简、帛、通行本比较的角度论《老子》文本演变的观念、过程和
规律楚简《太一生水》研究——兼对当前《太一生水》研究的总体批评“《说卦》三篇后得”与汲冢
竹书《易》略论论帛书《缪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易传》类帛书札记十六则郑氏
易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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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按语来看，他认为扬雄善恶混之说“实本世硕”。
可是王充在《论衡·本性》篇说“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对于扬子则说“扬雄言人性
善恶混者，中人也”，显然认为世硕、扬雄的人性论有较大的差别，而不是相同的。
设若王充之说有所本据，那么这里必须对世硕与扬雄的人性主张作出区别。
扬雄人性善恶混的主张，即使按照司马光“善至多而恶至少，则为圣人；恶至多而善至少，则为愚人
；善恶相半，则为中人”的论说将人性划为三品，然而不仅他对于圣人、愚人、中人划分界线不甚确
定，从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扬子三品的人性皆是善恶杂处于心的，不可能有
所谓至善（纯善）与至恶（纯恶）的人性划分。
而这一点，与王充的人性论正有着根本的不同。
王充主要根据禀气的厚薄、多少，而不是根据阴阳情性相需对待的理论，认为人性善恶的产生不是阳
善阴恶在人情性上的继续，而是在禀气的过程之中自然而偶然产生的。
王充元气自然偶生的思想是哲学理论上的一个巨大转折。
王充依此禀气的理论，可以必然地认为有人天生禀得至善之性，有人天生禀得至恶之性。
这不仅在人性善恶的理论根据上与扬雄不同，而且在具体的三品人性理解上也差别巨大。
扬氏是不承认有所谓纯善或纯恶的人性的，然而王充却正是在承认纯善或纯恶的人性的基础上来划分
人性之三品的。
因而，在王充看来，扬雄的三品人性论说到底皆不外于其中人之性。
　　世硕的人性论，在传世文献中表露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论衡·本性》篇。
王充在《本性》中评论世子的人性论时说：“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②，善恶在所养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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