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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闽南文化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之所纵组织撰写这套丛书，主要基于以下的三点学术思考。
　　一、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
文化。
闽一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
境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了闽南文化，而深具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显得更加
丰富多彩。
当今，区域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个学术热点，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文化，闽
南文化的研究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二、闽南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
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
态；既依归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
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
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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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虽然它的内容远远超出哲学，但是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以
哲学为主要论述对象。
讨论哲学问题有不同的角度，本书主要以哲学范畴为基本内容，以哲学范畴的变化与发展为逻辑线索
，从而形成本书的逻辑框架。
哲学范畴也有很多，我们将从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出发，这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世界的本
质，或者客观本体论问题；人性、人道与社会规律，或者主体本体论问题；以及认识论，也就是主体
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切入，对十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闽南理学家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诠释，由此，构
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
每一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都按照本体论、主体论和认识论等三个方面的哲学范畴加以分节论述。
通过他们对这些基本范畴的不同解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不同时代的闽南理学家，在朱子理学的基础
上，做了哪些创造性的发挥。
笔者试图对这些变化的历史、个人以及环境因素做出具体分析，以期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的
特点乃至规律性，为今后建立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现代哲学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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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大底物    三、万般道理从此出　第二节　心性情一于理与命    一、人生来具有是理    二、心者一
身之主宰    三、情之中节　便是善　第三节　人事尽处是谓天理　　一、根原皆是从天来　　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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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致第三章　陈真晟：安贫乐道讲心学　第一节　道之所在天从之    一、广大而精深之本    二、尽
革其末流之弊    三、兴教育以天从道　第二节　心学正教明天下    一、天性之原与德性之美    二、圣
学真传与传心之要    三、心学之意与心教之法　第三节　诚敬以致知力行    一、致知穷理以立其本    
二、深求切问可择而行    三、人君躬行以立正教第四章　周瑛：理学名臣真性情第五章　蔡清：究通
性命解幽微第六章　陈琛：无愧师门有真乐第七章　张岳：辩难心学理更明第八章　林希元：义理非
一人能尽第九章　李光地：理学复兴的中坚第十章　蓝鼎元：关注于世道人心第十一章　蔡世远：向
传统儒家回归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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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陈淳：闽学南传第一人　　陈淳（1153～1217），字安卿，漳州龙溪（今漳州市芗城区
）人，是朱熹任漳州知府时的亲传弟子，无论从籍贯还是师从，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闽学南传第
一人和闽南理学的开创者。
从朱子学以至于整个儒学发展的进程看，陈淳学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儒家学说的范畴第一次进行了系
统的整理和解释，这是儒家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虑看，要得玲珑透彻，
不相乱，方是见得明。
”而且，陈淳特别强调解析范畴时要从具体的语境出发，如其所云：“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
方可。
”陈淳的思想并未恪守师说不变，而显然意识到朱子理学的客观精神性本体与物质现实相分离的问题
，所以陈淳的本体论表现出对独立的精神性本体的否定。
　　第一节　否定独立精神性本体　　在陈淳对理学范畴进行的解析中，涉及客观本体的范畴与朱子
理学基本一致。
陈淳在其《北溪字义》中主要关注的是精神性本体，比如“道”、“太极”和“天理”。
陈淳在讨论“道”、“理”和“太极”等精神性范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否定抽象、
独立的精神性本体的存在，强调它与物质性存在尤其是社会生活的一体性。
不过他所关注的物质性存在，不是自然界的规律，而是社会伦理与人间事物。
他将“道”理解为“当行之理”，将“理”理解为“当然之则”，将“太极”理解为“理之极致”。
陈淳用“一元之气”表达对物质世界演化的动力的理解，用“至大底物”表达对物质范畴的把握。
其“器”概念包括有形与无形的容器、人的能力及物质范畴的意思。
他的“物字皆可以包言”则表明“物”字是其哲学的物质范畴。
陈淳对物与事的区别，更表现出他精细的辨析能力。
朱子理学的确存在着概念虚化和本体与存在二分的倾向，陈淳显然意识到这种倾向的弊端。
他努力将抽象的本体向现实生活中还原，强调人事之理便是道，道应该在人的身心与事业中去求。
陈淳追求本体与存在统一的努力，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中和”的解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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