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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诸位先生，我这一次得有机会，向诸位作一番有系统的讲演，甚为高兴。
我的讲演，将连续四次，分成四个讲题。
综合起来，暂定一总题，名为《中国思想里的几个普泛论题》。
　　让我先略一申说所谓“中国思想”一语之涵义。
讲到思想，有指个别而言，如孔子思想，王阳明思想等。
亦有指共通而言，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等。
　　人类思想之开始，本都是共通的。
如饿了想吃，渴了想饮，冷了想穿衣服。
但后来渐趋分歧，如米食和麦食便分成两途，有些人在想如何烤面包，有些人在想如何煮米饭。
饮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制咖啡，有人在想如何培茶叶。
衣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养蚕织丝，有人在想如何牧羊织毛。
　　人类思想，如此般的分歧演进，今天我们所讲，固不是煮米饭和织蚕丝的问题，但所讲尽属抽象
，而仍有其共通性。
所谓中国思想者，则是在人类思想大共通之下之一个小区别。
而就孔子思想以及阳明思想等而言，则所谓中国思想，仍是一共通性。
　　讲思想，又必注意其联贯性。
换言之，思想必有其传统。
这一时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时代中有渊源，有线索，有条理。
故凡成一种思想，必有其历史性。
而讲思想，则必然该讲思想史。
　　人类行为，必受思想之指导。
惟其思想有传统，有条理，人类行为始能前后相继，有其持续性。
此种行为之持续性，我们则称之为乃一种历史精神。
历史精神也有其共通性，而仍不能不有其相互之分歧性。
此种分歧，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之各别性，即特殊性。
在各民族中，则又有其各时代之特性。
于分歧中见共通，在共通中又有分歧。
所谓中国思想，则就中国民族各时代思想之分歧中，来籀出其共通性，以见与其他民族思想之分歧处
。
　　在任何一民族中，必有几许共通的思想，贯彻古今，超越了时代，跑进了人人心坎深处，而普遍
影响及于社会之各方面，成为这一社会所普遍重视、普遍信仰或普遍探讨的论题，几乎成为一种口头
禅。
我们或许对此项口头禅，因惯常熟习听闻，熟习引用，而忽略了，甚至昧失了其内涵之深义。
但当知，此乃一民族共通思想之结晶体，惟有此项思想才是活的，有力量的。
一切思想分歧，都由此而演出。
　　今天我们处身在一大时代，在一思想斗争的时代中。
我们该能开创我们时代所急切需要的新思想。
但要开创时代新思想，我们该探讨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因其积欠埋藏蕴蓄在我们大群的心中，即在我
们每一人的心中。
它已演成了我们从来的历史，它已不啻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重要的核心。
我们一切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大都由此演出，我们如何能不注意？
我们该把握历史传统思想来开创我们时代的新思想，来完成我们时代的新使命。
　　我这四次讲演，便是根据上述观点来讲中国思想里的几个普泛论题。
此项论题，则必将是贯彻古今，而为每一时代之思想家所共同讨论者。
此项论题，则又必是渗透深入于现社会一般人之心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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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讲思想史，即无异于是讲现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蕴蓄在现代思想之心坎底里，而有其深厚的生命
，故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讨与发挥，以求其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而成为一番新思想。
我因于时间限制，只分讲四次，来举例申述。
     谈到学术，人们往往联想到厚厚的书籍、深奥的术语、复杂的论证、晦涩的表达。
可是偏偏有人能把那让人望而却步的道理用薄薄的小书、生活中事例、杂文式的发挥、聊天式的语言
表达出来，还不失深刻。
这样的人是大家，钱穆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指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思想家的作用在于发掘、吸收这大多数人的思想，再将这思想讲给多数
人听。
听起来象毛泽东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国人习用的概念与名词，如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等入手，追根溯源，由浅入深地阐述诸观念之
内在语义及其相互汇通，从而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之大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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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
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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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道理今先讲第一论题，即“道理”两字。
道理两字，在中国社会，已变成一句最普通的话。
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
我们也可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
中国历史，乃是一部向往于道理而前进的历史。
中国社会，乃一极端重视道理的社会。
中国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的民族。
因此中国人常把道理两字来批判一切。
如说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何在？
又如问，你讲不讲道理？
这一句质问，在中国人讲来是很严重的。
又如说大逆不道，岂有此理，那都是极严重的话。
道理二字，岂不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现社会人人之心中与口中，而为中国人所极端重视吗？
但中国人如此极端重视的所谓道理，究竟是什么一种道理呢？
这不值得我们注意来作一番探讨吗？
依照常俗用法，“道理”二字，已混成为一名，语义似乎像是指一种规矩准绳言。
在中国人一般思想里，似乎均认为宇宙（此指自然界）乃至世界（此指人生界），形上及于形下，一
切运行活动，均该有一个规矩准绳，而且也确乎有一个规矩准绳，在遵循着。
但此项规矩准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人类的知识能力，又何从而认识此项规矩准绳呢？
这正是中国思想史上所郑重提出而又继续不断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若我们进一步仔细分析，则“道”与“理”二字，本属两义，该分别研讨，分别认识。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
大抵东汉以前重讲道，而东汉以后则逐渐重讲理。
《宋史》有《道学传》，而后人则称宋代理学家。
今天我们通俗讲话，则把此两字联结起来，混成为一观念。
这正是两三万年来中国思想家所郑重提出而审细讨论的一个结晶品。
现在依次先讲“道”。
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
”这犹如说，道路是由人走出来的。
唐代韩愈在《原道》篇里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这是说，道指的由这里往那里的一条路。
可见道应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并加上人类的行为与活动，来到达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者始谓之
道。
因此道，必由我们之理想而确定，必又由我们之行动而完成。
人之行动，必有其目的，由于实践了整个历程而到达此目的，若再回头来看，此整个历程便是道。
因此道，实乃是人生欲望所在，必然是前进的，是活动的，又必然有其内在之目的与理想的。
由是演绎开来说，道是行之而成的。
谁所行走着的，便得称为谁之道。
因此道可得有许多种。
如说天道，地道，鬼神之道，人道等是。
即就人道言，既是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则由此至彼，也尽可有好多条相异不同的道。
而且由此至被，由彼至此，皆可谓之道，于是遂可有相反对立之道。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故说王道，霸道，大道，小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尧舜之道，桀纣之道，皆得称为道。
譬如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中庸》又说：“道并行而不相悖。
”而且道有时也可行不通，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是指大道言。
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这是指小道言。
《易经》又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小人道长，君子道消。
”因有相反对立之道，故若大家争走着那一条，这一条一时便会行不通。
于是又有所谓有道与无道。
无道其实是走了一条不该走的道，那条该走的道反而不走，这等于无路可走，故说无道。
以上述说了道字大义。
何以说先秦思想重于讲道呢？
如《论语》《孟子》多言道，六经亦常言道，少言理。
庄老也重言道，所以后世称之为道家。
但《庄子》书中已屡言理，惟《庄子》书中的理字，多见于外杂篇。
在《内篇》七篇，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语。
若说《庄子》外杂将较后出，则理的观念，虽由道家提出，而尚在晚期后出的道家。
又如《韩非子·解老篇》：“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管子·君臣篇》：“顺理而不失之谓道。
”上引两语，都可归入晚期道家。
他们都提到理字，与道字并说，但理字的地位显然在道字之下。
又如《易·系辞》：“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乃及《小戴礼·乐记》篇：“天理灭矣。
”此为经籍中言及理字之最要者。
然《易传》与《小戴记》本非正经，皆属晚出，殆亦受道家影响。
而后汉郑康成注《乐记》“天理灭矣”一语，云：“理犹性也。
”可见直至东汉儒家，他们心中，还是看重性，看重道，而理字的观念，尚未十分明白透出，因此遂
把性来解释理。
许叔重《说文解字》曰：“理，治玉也。
”又谓：“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玉不琢不成器，玉之本身，自有分理，故需依其分理加以琢工。
孔门儒家重人，不重天，故仅言道不言理。
但到宋儒，乃亦重言理字，却说“性即理”，才开始把上引“理犹性也”一语倒转过来，把理来解释
性。
这是中国古代和后代人对理字的观念看得轻重不同一个绝好的例证。
此外如高诱《淮南子·原道训》注，说：“理，道也。
”《吕氏春秋·察传篇》注，说：“理，道理也。
”可见汉儒一般都对理字观念不清楚，看得不重要，因此都把道来解释理。
但到宋德则都把理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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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意在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几许观念与名词——如道理、性命、德行、气运
，由此上溯全部中国思想史，由浅入深，即凭众所共知共喻，阐述此诸观念诸名词之内在涵义，并及
其流变沿革，并及其相互会通之点，而藉以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一大轮廓。
                                                                      ——本书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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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在涵义，并及其流变沿革，并及其相互会通之点，而藉以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一大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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