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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思想活跃、思潮跌宕，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
由于汉末以来儒家经学日趋衰落，于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名、道、法之学日见活跃，加之佛教传播，道
教生长，社会思想出现多元化趋向。
这是魏晋时期思想史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人们已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汤用彤先生对此曾做过开拓性的研究。
但是，总的说来，对魏晋思想的研究较之先秦和宋明，仍显薄弱。
而且，以往人们的研究，多着力于玄学思潮，未能对魏晋时期的全部思想线索作出全方位的考察和研
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田文棠同志的《魏晋三大思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一书，在这方
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论稿》是田文棠同志近年来在潜心研究魏晋思想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
著者在书中对魏晋时期以名理学、玄学、佛教三大主流思潮各自的源流脉络、内容特征、范畴建构、
方法特征以及各思潮之问的复杂关系都作了较深入的剖析，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断代思想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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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文棠，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长期潜心于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化哲学的研究。
学术专著有：《魏晋三大思潮论稿》（部分章节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阮籍评传》
（获中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中国文化的整合与认知》、《中国文化源流视野》、《东方智
慧的现代魅力》等多部，曾参与《中国哲学大辞典》魏晋玄学部分词条撰写，先后于《中国哲学史研
究》、《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1994年应邀赴台参加海峡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研讨会，另撰长篇小说《华原磬》（作家出版社出版）一
部，从大文化与文化模式角度，再现西部人的生存方式，揭示西部文化的丰富蕴涵与内在神韵。
近年又参与主编大型书刊《长安学文库》（第一辑，约200万字），为“长安学”的起步研究提供思想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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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重估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序一）魏晋“天人新义”的哲学反思（序二）一部颇具特色的
中国断代思想史（序三）第一章　魏晋清谈与魏晋三大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一、晋之亡国的根本原因不
在清谈二、清谈是开展学术论争的新形式三、清谈促进了三大思潮的形成发展第二章　魏晋三大思潮
的中心主题与层次结构一、“天人新义”思想模式的自然基础二、“天人新义”思想模式的性命原则
三、“天人新义”思想模式的理想人格四、“天人新义”思想模式的自然价值五、“天人新义”思想
模式的优点弱点第三章　魏晋三大思潮的方法体系一、名实相一的方法二、辨名析理的方法三、显中
探幽的方法四、本末相兼的方法五、有无双遣的方法六、色性俱灭的方法第四章　魏晋名理学与刘邵
的《人物志》一、名理学兴起的政治思想原因二、名理学与名法思想三、名理学家刘邵的《人物志》
第五章　傅嘏与“四本才性”之辨一、才性之辨的基本含义二、各家代表人物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状况
三、才性之辨的历史背景第六章　 魏晋玄理学与王弼贵无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一、“无”与“有”二
、“体”与“用”三、“本”与“末”四、“一”与“多”五、“静”与“动”六、“明”与“知”
七、“道”与“德”八、“性”与“情”第七章　嵇康、阮籍“自然’’哲学的两重性一、嵇康、阮
籍的自然观二、嵇康、阮籍的认识论三、嵇康、阮籍的政治主张第八章　郭象《庄子注》哲学思想的
调和色彩一、《庄子注》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二、《庄子注》独化思想与裴頠“物自生论”三、《
庄子注》冥境之说与王弼“以无为本”四、《庄子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调和色彩第九章　郭象《庄
子注》的哲学范畴及其内在联系一、“有”与“无”二、“独化”与“玄冥”三、“性命”与“天理
”四、“有迹”与“无迹”五、“可知”与“不知”六、“自为”与“相济”七、“小变”与“大常
”八、“安生”与“安死”九、“有为”与“无为”十、“自是”与“相非”第十章　魏晋佛理学与
道安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一、魏晋佛理学的发展简况二、道安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第十一章　鸠摩罗
什的大乘般若中观思想一、罗什的青少年时期二、罗什在长安译经的盛况三、罗什的般若中观思想第
十二章　僧肇佛教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渊源一、“非有非无”的本体论二、“即动即静”的方法论三、
“无知而知”的认识论第十三章　慧远的“法性”之说与魏晋的形神之辨一、慧远的博学多识与长期
事佛活动二、慧远的“法性”之说及其理论根据三、慧远的“法性”之说与魏晋形神之辨第十四章　
魏晋思想的文化意义一、文化格局的转换二、文化基础的转换三、文化精神的转换四、文化转换的根
据附录一、傅玄思想简论二、魏晋大事及学术活动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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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魏晋清谈与魏晋三大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古往今来的学者，对魏晋清谈瞩目者甚多，
但赞誉者却很少很少。
“清谈亡国”、“清谈误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定论”。
但对这些议论，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
比如在魏晋时期，就有人赞扬当时的清谈名士王弼是“妙思通微”，而何晏为“神怀超绝”。
唐代的著名学者孔颖达则称赞王弼的《周易注》“独冠古今”。
宋人更说它“晒如朝阳，坦若大逵”。
清时朱彝尊著《王弼论》，认为“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其义理”；钱大昕则著
《何晏论》，把王弼和何晏的《周易注》与《论语注》称为“更数千载而不废”的名著。
《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王弼的《周易注》，尽废象数之学。
章炳麟赞扬王弼的《周易注》、皇侃的《论语义疏》“近古莫能尚也”。
梁启超一方面认为，“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王
弼、郭象等人，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家之言，“皆有其所得心之处”。
刘师培则认为清谈虽然“无益于治国”，但“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他赞扬“二晋六朝之学，不滞于
拘墟，宅心高远，祟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是“不染于污时者”。
唯独明末清初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敢于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为魏晋清谈刷洗历史上的罪
名，给以比较公正的评价。
他在《读通鉴论》中这样写道：晋之所以乱国、亡国，“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
小人谒乱，国无与立，非王衍辈清谈误之也”。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对于魏晋清谈，及其在魏晋三大主流思潮，即魏晋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依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客观的评价，以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
确结论。
　　一、晋之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清谈　　“清谈亡国”、“清谈误国”，这是晋时一些坚持儒家立
场的政客、学者最早提出的一种责难。
他们立论的根据，主要是所谓清谈学者蔑弃名教，不师周孔。
简文帝时曾以“洁己修礼”、“崇学敦教”闻名的范宁，认为“中原倾覆”之源始于王弼、何晏，指
斥他们“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聘繁文以惑世。
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
（《晋书》列传四十五·范汪）晋明帝时的东中郎长史卞壶也在皇帝面前斥责清谈学者王澄、谢鲲，
谓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晋书》列传四十·卞壶）东晋桓温于北伐途中，登高眺望中原故土，也很有感叹地说：“遂使
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晋书》桓温传）晋时学者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葛洪在《抱朴子》中，都对清谈名士的所谓
“恶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指责他们不能使人们“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佑君子”。
后来，南朝的肖绎在《金楼子》的《立言篇》中写道：“道家虚无为本，因循好务，中原丧乱，实为
此风；何、邓诛于前，裴、王灭于后，盖为此也”。
梁时的陶弘景也写诗述怀，名为讥讽梁武帝，实讲西晋灭亡于清谈的“教训”，诗云：“夷甫任散诞
，平叔坐论空。
　　岂悟昭阳殿（侯景作乱篡梁，居此殿），遂作单于宫”。
（《题所居壁》）这些议论绵延不断，影响久远，以致清代学者如顾炎武等也骂清谈名士“视其主人
颠危，若路人然”。
（《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总之，魏晋清谈及魏晋的清谈名士似乎已经是骂名千古，实在难以洗刷
的了。
　　固然，上述种种议论，从某些方面来看，似有可取之处，比如对放达浮华之风的批评，对王衍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流败师亡身之患的谴责。
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议论却未免失之于片面，以至将亡国的责任统统都推到清谈学者的身上，这就
势必给人留下为当权者多方开脱的嫌疑。
　　本来，晋之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清谈，而在于当时的经济凋敝和政治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其根本因素在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由这种经济状况
所决定的政治制度；虽然，一定的意识形态对一定时期的历史演变，也会起到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
这种历史作用的大小，仍然由当时的经济状况及政治制度所制约。
秦汉以后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它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地主阶级私有制下的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经济。
一般说来，什么时候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保证，整个社会也就会随着向前
缓慢地发展；反之，什么时候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经济，由于受到外部或内部力量的破坏，整个
社会的缓慢发展也会随之而停滞。
魏晋时期，随着曹魏集团掌权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后来司马氏集团权势的恶性膨胀，以其为代表
的士族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压迫和掠夺农民，使他们遭到破产，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沦为人身
依附极强的农奴，即所谓部曲、佃客。
这样，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实际已经解体，分裂割据、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占据了重要
地位。
他们“积财聚钱，不知纪极”，过着“以*精（麦芽糖）澳釜（洗锅），⋯⋯用蜡烛作炊”，“食必
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的奢侈生活，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他们可以残酷剥削、随
意杀戮。
虽然，当时的当权者，也曾推行过屯田、占田和均田的制度，但实际上只是士族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
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态，仍然要受上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约。
这就势必造成下层农民的流亡迁徙，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加之，西晋王朝又大封同姓诸王，使他们手中有着很大的权力，以致引起“八王之乱”，造成长期混
战不已的内乱局面。
这是晋之所以乱国、亡国的根本原因。
而把乱国、亡国的责任加到清谈名士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之，“清谈亡国”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应当指出，魏晋清谈到了中后期，特别是东晋偏安江左之后，一些主要当权者如简文帝、
王导等，也经常聚集当时的清谈名士，同他们一起共论玄虚，使下僚效尤于此而玄风甚盛，甚至有的
当权者还把能否清谈作为升官的主要标准，有所谓“三言掾”和“一言掾”的先例。
这样，像王衍之辈本来只会清谈而确无带兵打仗才干的人，也被提拔为军事将领，委以重任，以致落
了个败师身亡的可悲下场。
这些事例都只能说明晋时一些当权者的昏庸无能，并不能作为“清谈亡国”的佐证。
　　二、清谈是开展学术论争的新形式　　就魏晋清谈本身来说，它是由汉末魏初的清议转化而来的
以谈论为主的一种开展学术争论促进学术发展的新形式，决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空谈”。
两汉时期主要是通过征辟和察举的办法来选用人才，而这两种办法又都是以乡党清议为其主要标准，
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一个人能否被官府选用有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这种选人制度长时间的延续，乡党清议也就一直专限于“臧否人物”，即把对各种人物的批评与
鉴别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曹魏正始前后，由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发展，一些士
大夫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政治风险并力图消弭这场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以求社会的稳定安宁，他们便
从老庄的著作中寻求精神寄托，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思想武器。
这样，整个社会的学风与谈风便为之大变，即由原来的清议转化为以谈论“玄虚”为主的“清谈”。
这时的所谓清谈，已经不再主要是“臧否人物”，而是谈论玄道，剖析妙理，或叫做清言、玄谈、麈
谈。
　　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魏晋清谈主要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三书（合称之为“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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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思想资料，通过清谈论争而来评论或发挥其中所包含的深刻义理的。
这样，由于汉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了老庄思想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著述对魏晋清谈的形成
也有一定的影响。
汤用彤先生曾经在他的《魏晋玄学论稿》中这样讲过：　　“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非道教
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
”　　特别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通过他的《论衡》一书，运用“效验”事实的方法，
对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大胆的发挥。
因之，《论衡》一书也就成为后来清谈之助了。
唐代章怀太子对《后汉书·王充传》曾经注云：　　“《袁山松书》日：‘充所作《论衡》，中土未
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
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　　又据《三国志》中所载：蔡邕对王粲的才华十分赞赏，因而曰“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后来蔡邕也确实这样做了，《三国志‘钟会传》中注引《博物记》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
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人业。
”而这里所说的业即是王弼的父亲。
由此可以得知，王充《论衡》一书，以及《论衡》书中所阐发的王充思想，均经蔡邕、王粲、王业而
传给了王弼和王弼同时代的一些名士与学者。
由此，我们可以把魏晋清谈的直接思想渊源，追溯到汉代的王充，换句话说，正是王充《论衡》书中
所阐扬光大的老庄自然思想，经蔡邕一传而再传，以至开拓出魏晋清谈之风。
　　事实上，王充的思想虽然产生于汉代，但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加之，
王充的《论衡》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人们发现，因之，其真正发挥作用，并直接或问接地影响后来学
者的思想形成，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魏晋清谈名士中一些代表人物的言论里，差不多都
能找到受王充思想影响的证据。
仅就魏晋时期几次较大的清谈论争而言，每次几乎都是以王充曾经提出过的问题或王充所提供的思想
资料为主题。
比如，名理学家关于才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思想资料的来源而论，则不能说
与王充关于才性问题的论述无关。
再如，玄理学家关于有无之辨，除了主要依据于老庄思想之外，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受了王充有关
天道自然思想的影响。
又如，佛理学家关于形神问题的激烈论争，其论战的双方或者是从王充那里寻找理论根据，或者是针
对了王充有关“精神依倚形体”的观点而进行反批评的。
对于王充在这些方面的具体论述，我们还要在后边论及，但仅据上述分析，已经足以看出，王充思想
对于魏晋清谈，确实是起了重要的“谈助”作用的，而且，也可以看出，魏晋清谈的思想内容的的确
确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
　　从形式方面来看，魏晋清谈又是相当于逐步形成的一种小型的学术讨论会，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
首先，参加清谈者必须是大家公认的具有一定学识的名士。
南朝人刘义庆编著并由刘孝标作注的《世说新语》一书，虽然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
至魏晋间的历史和思想的人们所重视。
主要是此书采集了大量已经散失的史书资料，涉及当时不下五、六百个重要人物，上自帝王卿相，下
至士庶僧徒，大都有所记载。
而且，其中很大篇幅是直接记载魏晋清谈活动的，是一份研究魏晋清谈发展历史和魏晋学术演变过程
的珍贵资料。
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参与清谈活动的诸多人物大都是一些名士，他们勤学敏求，多善辞
令，研读《老》、《庄》已经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如果“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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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文学》）可见这些人为了清谈取胜是肯在做学问上下工夫的。
其次，清谈并不是漫无边际的乱谈，每次都有一定的主题，如名理学的“才性之辨”、玄理学的“有
无之辨”、佛理学的“真俗之谈”等等，都是当时清谈的重要内容。
再次，辩论中也有一定的方式。
最主要的是“主”“客”问难式，先由主家提出内容及个人的见解，即为“竖义”或“立义”，然后
一客或数客问难，也叫做“咨疑”、“作难”，对于客家提出的问题或看法，主家要予以“辩答”，
这样经过互相对答，多次往还，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即所谓“送一难”而“通一义”。
对于双方争执不已一时还搞不清的问题，允许各自保留意见，并由第三者出面“释二家之义，通彼我
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这就是说在清谈过程中不能由于看法不同而伤害相互之间的和气
与感情。
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充分说理的自由讨论，始终是以探寻“理源”为其主要目的。
最后，每次清谈都有实际的主持者，这个主持者可能就是“竖义”的主家，也可能就是当时大家公认
的善于清谈的清谈主将，他们必执麈尾为道具，或以助谈锋，或显示身份。
这里所说的麈尾，是一种形如树叶，下部靠柄处比较平直，有点像现代的羽扇，可又不是扇子，但与
一般人所说的拂尘也完全不同的东西。
清谈的主持者手中拿着它就可以发号指挥，犹如一种叫麈的大鹿，摇动麈尾指挥群鹿的行动方向一样
，所以，清谈者一执麈尾，就立即身价倍增，取得了组织、主持和指挥清谈的资格。
因之，名士、清谈和麈尾三者是不可分的，后世有人称清谈为“麈谈”就是这个意思。
1960年，在新发掘的南京西善桥大墓中，发现一块名为《竹林七贤图》的石刻，上有阮籍执麈尾的图
像，其意是说他为竹林七贤中善为清谈的公认领袖。
在《世说新语》书中，多次写到魏晋人手执麈尾进行清谈的情景。
《世说新语·容止篇》说：“王夷甫（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
”又据该书《文学篇》记载：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
：‘至不？
’客曰：至！
’乐因又举麈尾日，‘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
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这种执麈清谈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梁代。
　　总之，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清谈是在曹魏正始前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探求“三玄”之
理为其主要旨趣的一种说理与思辨性很强的小型自由讨论。
其性质是一种学术性的思想争辩，而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空谈”。
实际上这种学术性的清谈讨论，在当时对于解放人们思想，丰富智慧才能，开展学术争鸣，提高抽象
思维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意义。
可以说魏晋清谈与魏晋三大主流思潮（即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如果没有魏晋清谈的酵母和助产作用，魏晋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对于魏晋思想的
发展给予魏晋清谈的促进作用也不应当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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