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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最灿烂也是最活跃的时期，以儒、道为代表的九流十家，皆产生于
这个时期，并形成一座座无可企及的思想丰碑，出现一批照耀古今的思想文化巨擘。
在儒学发展史上，先秦时期无疑是最重要的时期，儒学的基本体系和思想内核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中
国思想文化领域最伟大的人物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王博的这本《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从思想观念、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经典三方面进行了论述，以
理清先秦儒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反映先秦时期儒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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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段话同样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空石中人的名字鰕或者就影射着子思（孔仅），②这是个好思的人，因为担心与外物接触而影响他的
思，所以就弃绝耳目之欲和蚊虻之声，在闲居静思的时候似乎能够达到通的状态。
可是什么叫做通呢？
通该是心灵和整个世界的相通，③而不仅仅是内心的自通，这种自通不过是不真实的幻觉。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能回避和外物接触的。
闲居的时候可以通（空石之人似乎有这样的寓意），那么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呢？
因此荀子反问道：“思仁若是，可谓微乎？
”前面只讲到思，这里就出现了思仁。
我怀疑它是直接地针对着子思而说的，《五行》中曾经提到“仁之思也精”的话，精不就是微的意思
吗？
但在荀子看来，这样的依赖弃绝外物的方式来思仁的做法，恐怕是不能够称为精的。
与其说是精，还不如说是危！
诸如孟子因为恶败而出妻，有子由于恶卧就蟀掌，这也许可以称为自强、自忍，虽然难能可贵，但都
属于此类。
以荀子的看法，至人是无所谓忍、强和危的。
圣人并非靠远离情欲的方式来控制情欲，如孟子所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
他会直面情欲，但以理来进行节制。
这里有的只是心灵实现大清明状态之后的从容，“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解蔽》）如孔子所述
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状态，而不是勉强、苦行和脆弱。
“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
”没有刻意的造作，也没有外力的勉强。
如果真有思的话，那么这种思也该是到达某个阶梯之后的一种心情，如“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
乐”，①而不再是一种主要的德行内在化的工夫。
到此，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思孟与荀子确实是主张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路径。
前者看重的是思，后者而重视学。
如果从成圣的角度来考虑，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和荀子说“涂之人可
以为禹”（《性恶》）是类似的，都在肯定普通的人能够成为圣人。
但是其成圣的基础和工夫却截然不同。
对孟子来说，其基础是每个人都有的善性或者良心，其工夫则是“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
的思。
对荀子来说，其基础却是人性的恶，以及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掌握的化性而起伪的能力。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工夫分别概括为思以致圣和学以致圣，它们代表着儒家内部的学思两途。
思以致圣肯定生命内部的善性以及良心，道德的根源不能从外部去寻找，必须返回到生命的内部.因此
把反身的思看作是确立道德生命的根本途径；学以致圣则相反，人性是恶的，没有所谓的本心或者良
心，生命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才能确立其道德的一面。
因此需要通过学，通过虚一而静的心来了解作为生命之衡的道，进而由此道来规范自己的自然生命。
可以看出，学与思的不同显然不能够孤立地去了解，它们实际上牵连着荀子和思孟各自的核心观念。
学注重外向的索取，思强调内在的发掘。
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
更要紧的是，对两者的侧重关涉到对生命的基本理解：或者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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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儒学史:先秦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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