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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魏晋玄学”的现代研究，汤用彤是开创者。
他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
争。
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主线。
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
　　本书是作者有关魏晋玄学的主要著述。
除去《魏晋玄学论稿》，还收有《魏晋玄学讲课提纲》和《魏晋玄学听课笔记》，这些著述多产生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生活颠沛流离，原计划中的《魏晋玄学》专著终未
能成书。
但是这些陆续刊发的论文和讲课提纲、听课笔记，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魏晋玄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
的体系框架，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后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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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和教育家。
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担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哲
学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
代表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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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章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　第十一章　结论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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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兹已不可考）。
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公孙龙、惠施）。
据其所论，以循名责实为骨干。
如日：“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
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
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
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
人物品鉴遂极重要。
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
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
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
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
一方清议势盛，因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踧而胁从（崔寔语）。
党人之祸由是而起。
历时既久，流弊遂生。
辗转提携，互相揄扬。
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
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
声价已定，征辟不就。
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
随其臧否，以为予夺。
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惭叹逃去。
黄晋二人本轻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实未必相符也。
及至汉末，名器尤滥。
《抱朴子·名实篇》日：“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
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
”（《审举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言遂见流行。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仲长统。
崔寔综核名实，号称法家。
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
并谓世人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
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
然《昌言》日：“天下之士有三可贱。
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
”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
文有日：“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
”徐斡《中论》日：“名者所以名实也。
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
故长形立而名之日长，短形立而名之日短。
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
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
贵名乃所以贵实也。
”刘廙《政论·正名篇》日：“名不正则其事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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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
”“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
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
”据此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
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
惜今不可详考。
惟其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
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日：“名实，名家也”）。
《材能篇》日：“或日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
”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
《效难篇》日：“名犹（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
”又日：“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
”（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事功，则其名败。
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相显。
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
夫邵既注意名实，察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
其上疏有日：“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
”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
邵作有《法论》（《隋志》人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
按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
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
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
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
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
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
其说虽涉人儒名法三家，而且不离政治人事，然常称为形名家言。
至于纯粹之名学，则所罕见。
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
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
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为刑（依孙校作形）名二篇。
爰俞之言今不可知。
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
其叙日：“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
”又日：“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云云。
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魏晋清谈，学凡数变。
应詹上疏，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风不同。
戴逵作论，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
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
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正始有异也。
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而好正名分，评人物。
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
盖均以综核名实为归。
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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