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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
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
。
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
，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
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
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
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
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
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
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
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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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心体的重建，王阳明由性体走向了心体，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哲学视域的转换。
以心体(良知)为基石，王阳明在心物关系上指向意义世界的建构，在伦常之域中要求化理念伦理为德
性伦理，在本体与工夫之辩中坚持二者的统一，在人格之境上强调从“说”走向“在”。
本书从理论层面对心学内在的哲学意蕴作了深入分析，具体阐释了心学中心体与性体、本体与工夫、
言说与存在、德性与规范、存在与境界以及心物之辩与天人之际等重要理论问题，并探讨了其中蕴含
的哲学意义。
 　　作者从一个新的视野出发，对阳明心学展开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
尤其从“存在”的维度上阐明阳明心学的个体性特征，进而提出“存在意义”的转换问题，明确肯定
阳明心学将情感、意志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这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
     又如从阳明学关于“心体”、“本体”与“工夫”等方面所表现的二重性引出其演变分化的历史叙
述，得出阳明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完成于黄宗羲的结论，亦有前人所未言者。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学之思>>

作者简介

杨国荣，浙江诸暨人，1957年生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
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
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llosophy，编
委。
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
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Phllosophy: Eastand West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200余篇。
有多种论著被译为英、德、韩文等在国外出版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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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一、心体的展开与性体的回归  二、致良知说的衍化  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附录一  
哲学之路附录二  儒家的人格学说附录三  理学的衍化——从张载到王阳明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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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良知，不同的哲学系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按正统理学的看法，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引二程语）。
出于天而不系于人，意味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
对良知的这种界说，可以视为本质之超验化与本体之形而上化的具体展开。
与提升性体相联系，正统理学更注重普遍的天理对个体的制约，事实上，当它强调良知出于天而不系
于人时，亦意味着化良知为天理。
就实践理性之域而言，天理所体现的，主要是形而上的理念，以天理规范个体，同时也就是贯彻和落
实普遍的理念，这种看法带有某种理念伦理的性质。
相对于正统理学之化良知为天理，王阳明的注重之点在于化天理为良知。
化良知为天理，着重的是良知“出于天”这一面；化天理为良知，则意味着展开“系于人”之维。
从系于人这一路向看，重要的首先是由良知到德性的转换。
对心学来说，良知固然内含知善知恶等理性的分辨，但同时，它又应当通过行著习察的道德实践而化
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这种与人的存在融合为一的内在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即取得了德性的形式。
作为实有诸己的人格，德性构成了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从知善到行善的过渡，即以内在的
德性为自因；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亦相应地表现为一个基于主体自律的过程。
与化良知为德性相关联的，是化德性为德行。
德性既要通过具体的德行而获得现实的确证，同时又作为恒定的人格结构而统摄着主体的行为。
德性对行为的这种统摄，与普遍规范对个体的制约显然有所不同。
相对于德性之内含人格意蕴，普遍规范带有无人格的特点：它总是呈现为一般律令而超乎个体。
在正统理学中，普遍规范往往取得天理的形式，作为道德命令，天理与自我构成了相互对待的二极，
道德行为则相应地表现为“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朱熹：《论语或问》卷一）。
这种看法诚然注意到了道德的崇高性及道德行为的自觉向度，但它亦多少使规范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
，并难以完全摆脱行为的他律性。
与超验的天理不同，作为德性的良知和个体存在无疑有更为切近的联系。
由天理颁布命令，行为往往具有异己的性质；以良知引导行为，则意味着扬弃对行为的外在强制：良
知的呼唤本质上表现为主体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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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时，我的思绪不觉又回到了10年前。
当时我正受教于冯契先生门下，博士论文刚完成，而论题也涉及王阳明的哲学。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先生授业解惑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在我再度回到王阳明哲学时，先生却已作古。
遥忆当年，又一次唤起了我对先师的怀念。
哲学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们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对其回省。
柏拉图、康德属于这一类的哲学家，王阳明也是如此。
也许正是王阳明哲学内含的深沉意蕴，促发我在10年前初涉其思想之后，又延缓了牛津访学时（1994
—1995）所拟定的研究计划，再度把心学列为研究对象。
当然，尽管涉及的对象相近，但前后切入的角度并不相同。
作为博士论文的《王学通论》，主要着重于思潮的历史考察，本书则更多地以心学意蕴的理论阐释为
内容。
二者都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在历史与逻辑的各自侧重上，则又有所不同。
本书所作的，当然仍是一种哲学史的研究。
不过，哲学史的研究，总是很难离开哲学之思。
黑格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看法在学界虽
然并不陌生，但真正理解和认同却不很容易。
从现实的形态看，哲学史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哲学，离开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诸种哲学体系，
也就没有西方哲学；同样，在先秦以来的百家众说之外，也不存在另一种中国哲学。
撇开哲学的历史，便无法解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就哲学思考与研究而言，一方面，哲学不能凭空构造，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以往哲学提出的问题
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对哲学史的梳理阐释也总是以研究者的哲学观为“先见”，
并渗入了研究者的哲学见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的研究，历史的分
疏与理论的阐发难以彼此相分。
哲学与哲学史或思与史的这种统一，也可以看作是本书所试图体现的研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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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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