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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多年的学习中，我对宋明理学有着特殊的兴趣。
应朋友之邀，撰写《理心之间》一书，我感到非常荣幸。
　　先秦百家争鸣之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中国的思想史，后
浪逐前浪，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真可谓五色斑斓，光辉灿烂。
　　而其中，尤以宋明理学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意识风貌。
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理学在塑造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性格特征方面，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即
便在今天，亦有着深远的意义。
　　宋明理学，蔚然大观，纵横七百年，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极为广阔和深远。
《理心之间》这本书并不企图对整个宋明理学做一系统概论，也不对理学义理一一详尽探究。
它所做的，只是在理学的百花园中采撷一二，略作陈说。
　　朱熹和陆九渊作为理学的双璧，辉然烛照七百年的理学史。
在他们两人的其人其学中，可以把握到理学的深邃本质，亦可以领略到理学的整个风姿。
《理心之间》所呈现的，与其说是理心二学的学说体系，不如说是朱陆两人的精神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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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是理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本书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思想学说，不如说是朱陆二人的精神仪范：一个强调虚心以致敬，致
敬在认知，一个强调明心见性，收拾精神；一个是虔敬为学的智者，一个是雄姿英发的哲人。
两种学问，两种风仪，恰好构成了中国儒学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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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天地之心　　南宋理学虽有三系，由于张杖早逝，且缺乏后进，实际上真正双璧辉映，分
主坛坫的，是朱熹和陆九渊。
　　朱熹的理学博大精深，似有囊括百代之势。
但是，没想到异军突起，在江西金溪另有一个论敌出现，他就是首创本心之学的陆九渊。
心学以发明本心为主旨，不重事外功夫，直指本心，澄然清明，挺然峻拔，开辟了理学一个新天地。
　　朱陆之后，其门人弟子各自弘扬师道。
宋元以来，朱学大盛，成为官学，但亦流弊日深。
在此之际，心学又卓然而起，王阳明倡导陆九渊的心学，提出致良知的学说。
随后，心学潮流一日千里，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变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即便在今天，新儒学的崛起，亦与心学有着道契神会的内在联系。
这一切首先应该追溯到陆九渊的首创。
　　陆九渊以天下为己任，在当时士风委靡、读书为官的腐朽虚伪的情势中，首创本心之学，企图将
士人学者从科举和物欲中拯救出来，唤起人们的内心良明，重现士人的精神生命。
这是陆九渊所面对着的时代课题。
与朱熹的大器晚成，严毅敦厚相比，陆九渊的风格则是少年英成，超迈卓识。
他的心学灵明透彻，意气风发，如同清泉直指灵魂的深处，别有一番超迈冲盈的雄姿。
　　吾心即是宇宙　　宋室南渡，中原文化亦随之南迁。
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心从北方转到南方。
程门高足杨时学成南归，程颢曾有“吾道南矣”之叹。
胡宏的湖湘之学、朱熹的闽学尽在南方，陆九渊的心学亦在南方江西。
此外吕祖谦、叶适、陈亮，以及明代的大家王阳明，明清之际的弘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全都
是南方人。
　　从家学渊源来说，宋代诸儒中首推吕祖谦。
吕氏由山东迁至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据宋元学案所载，吕氏一家获登学案者就有八世二十二人
之多。
吕氏之外，南宋家学就推陆门了。
　　陆门是一个大的世家，陆九渊的八世祖陆希声曾为唐朝宰相，五代末，陆希声的孙子陆德迁为避
战乱从北方携家迁至江西金溪。
到了陆九渊这一辈，陆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陆门三兄弟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生有六个儿子。
当时陆门的田地不多，家业已趋衰落，不得不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徒来维持。
陆贺见识不凡，治家有方，当时陆门的家风之整肃，闻名于州里，因而受到孝宗皇帝的称赞。
陆氏六兄弟，尤其后面的三兄弟以学闻名于世。
陆九韶，字子美，排行老四，学者称梭山先生。
他主持陆氏家政，对家规家教遵循甚严，治理家中经济也有良法。
据载，一大早他就带领众弟兄谒见先祠，家中弟子有过，则举会责训。
他亦雅好古学，与朱熹是朋友。
关于《太极图说》，他有过疑问，认为非周敦颐所作，为此曾与朱熹讨论。
后来其弟陆九渊接着他的意见与朱熹大辩一场。
　　陆九龄，字子寿，排行老五，学者称复斋先生。
陆九韶宽和朴实，陆九龄却深沉周谨，颇有才气。
他少有大志，对儒道义理探究不舍。
当时，秦桧当国，科举场中已不讲程氏洛学，而他读了程氏遗书，却多有倾慕。
他博览群书，常常通宵达旦，当时已有学者看出他的为学宗旨乃是子思和孟子的直接承继。
陆九龄并非一介书生，对武技战术也有研习，读书休暇时，他常带领众弟兄去场圃练习射箭投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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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习武也是男子丈夫的事。
当时，他那个地方常有湖寇骚扰，人们皆请陆九龄主持防御事宜。
　　陆九龄的眼界很高，对当时的士风极为不满。
他说，或者终日谈虚，不知践履，或者一心仕途，不问正道，这些全都不是为学的根本。
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孔孟之学，对本心体悟颇有所得。
但他又不像其弟陆九渊那样高标独立，对朱熹的理学亦十分心仪。
陆九龄于淳熙七年（1180）病逝的时候，朱熹以及吕祖谦等老友都十分惋伤，朱熹曾书祭文，以表痛
惜。
　　陆氏的家风，厚实严谨。
在当时的环境，陆家正像《家问》所训饬的那样，其弟子“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仪为忧
”。
陆门弟子并非一心科举中榜为官，而以礼仪圣学为生活事业的指针，他们关心的是真正的学道荣衰、
国家兴亡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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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并不企图对整个宋明理学做一系统概论，也不对理学义理一
一详尽探究，它只以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学说以及他们之间的诘辩为中心，展现了宋
代理学的精妙之处，叙述了理学对中国文化巨大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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