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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出版了几部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著作之后，1992年我出版了《宋明理学》，此书以二十几位理学
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
念命题和理论特色，着力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
在该书的结尾我写道：“事实上，把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来看，则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主导中国
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
因而，说宋明理学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是不算夸张的。
从而，要展现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的展开、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整个东亚地区的理学
综合地加以考察。
遗憾的是，限于篇幅和学识，本书还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只在明代理学中设了李退溪一节，对读者了
解朝鲜朝的朱子学发展可能略有帮助。
真正站在东亚文明的角度了解理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我在当时写下这些话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妥之处，似乎以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不妥之处，就是中国学者往往不自觉地把“宋明理学”等同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
这种意识在中国研究的范围内并无疑问，但超出中国研究的范围就会发生明显的问题。
如果我的书名为《新儒学》或《朱子学与阳明学》，我自然可以在其中叙述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及阳
明学。
但是“宋明”不仅是某种时间的标尺，而且是中国历史的朝代。
在这个意义上，把李退溪列在宋明理学中叙述是不合理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儒学”的概念是有其优越性的，因为它对整个东亚文明更具有普遍的涵盖性。
也由于此，我们可以说“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但不宜说“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
现”。
把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的“宋明”两字去掉，这一段文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但这个问题说明，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的清晰的、有分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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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展示出宋明理学的
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着力揭示宋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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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李混，字景浩，号退溪，朝鲜时代著名的理学思想家，生于燕山君七年
（1501，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卒于宣祖三年（1570，明穆宗隆庆四年）。
李混生七月丧父，幼从叔父问学。
早年曾任弘文馆修撰、成钧馆司成，明宗初任丹阳、丰基郡守，中岁卜居退溪之上，因以自号，学者
都称他为退溪先生。
此后虽曾受任成钧馆大司成、工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中枢府事等职，但始终一
意归退，以恬退名节。
他晚年筑合于陶山之麓，潜心味道，优游山水，自号陶翁。
发源于中国大陆的程朱“理学”于高丽后期已传人朝鲜半岛，李朝建国后朝鲜理学逐步发展起来。
李退溪曾说：“吾东方理学以郑圃隐（梦周）为祖，而以金寒暄（宏弼）、赵静庵（光祖）为首，但
此三先生表述无征，今不可考其学之深浅。
”[1]朝鲜位于中国之东，故其学者以东方自称。
“理学”在丽末鲜初已在东方奠定了基础，但当时“程朱之书稍稍东来”[2]，学者尚少，亦无以发明
。
明朝崇奉朱学，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李朝受此影响，亦“设科取士以通《四书》《五经》者得
与其选，由是士之诵习无非孔孟程朱之言。
”[3]在理学普及的基础上，16世纪中叶后，与明初心学运动兴起相对照，李朝则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
朱学为主的理学家，形成了李朝时代罕见的学术繁荣，并开始了朝鲜理学自身的学派发展。
李退溪是这一时期理学发展中的划时代的代表。
当李退溪时，阳明学盛行于中国大陆，朱子学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面临危机，退溪以继承、捍卫程朱
道统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4]，“一以朱子为的”[5]。
他一方面批评阳明心学，认为“今者中原人举皆为顿超之说”[6]；一方面又极力抨击罗钦顺等的主气
学说。
所以他的弟子说他因“中原道学之失传，流而为白沙之禅、会阳明之颇僻，则亦皆披根拔本，极言竭
论以斥其非”[7]，又“以整庵之学自谓阐异端而阳非阴助、左遮右拦，实程朱之罪人”[8]。
他死后，门人称他“其学得朱子嫡统”，为“海东朱子”，可以由此看出他作为朱学思想家的特点。
李退溪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早年以《心经》（真德秀著）为宗，注重心地的实践功夫。
南宋真德秀采摭古先圣贤论心格言，汇编成《心经》，其书以十六字心传为首，以朱子尊德性铭为终
。
后来明人程敏政又以程朱诸说为之附注，著成《心经附注》。
退溪“少时游学汉中，始见此书（《心经》）于逆旅而求得之。
虽中以病废，而有晚悟难成之叹，然其初感发兴起于此事者，此书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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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清晰的、有分析的意识。
我们当意识到，“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
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应当把这些贡献展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的逻辑环节的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揭示出
来，也可以把理学和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
——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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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4:东亚儒学九论》由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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