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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
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
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
，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
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
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杌盎然。
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国学大讲堂》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
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书为《明夷待访录导读》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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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学源 曾用名，斯迈等1935年出生于江苏，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
化研究与教学研究与教学工作，1996年受聘于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受聘于宁波
师范学院浙东文化研究所任研究院，2000年受聘于宁波服饰学院任教授，学报主编，服饰文化研究所
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浙东文化，《红楼梦》研究，主要著作《红帮服装史》等　　桂兴浣 1939年生
196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从事古典文学，儒家思想，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研究，1999年退休，论文有《中庸伦理思想与儒家思想信仰的历史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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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导论　　一、中国民主启蒙主义先行者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我国早期的伟大启蒙
主义思想家、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
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等，浙江余姚黄竹浦人。
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610年9月24日），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
日）。
　　黄宗羲是生逢其时的，时代几乎为他的成长创造了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黄宗羲亦没有辜负自己
的时代，他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驾驭时代风云，昂奋前进，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黄宗羲的时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又一个大转折的时代。
历经两千多个岁月的封建主义的老朽躯体内，正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地震，整个封建制度开始
瓦解了，新世纪的晨曦已经依稀可辨。
我们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正在自蹈死地、自掘坟墓。
君主专制的极端化和腐朽化正同步驱向顶端，皇帝可以多年不召集大臣议政，朝政日趋昏聩荒废；阉
臣则趁机篡权乱政，加强特务统治，残酷搜刮勒索财物，气焰熏天，无恶不作；大臣则上台下台，行
若儿戏，生死全系于皇帝和太监的好恶喜怒之间。
邪恶者，和阉宦狼狈为奸；苟且的，投闲偷生，至万历末年，内阁仅剩一人，六部长官，正副职总共
只留下四人。
君主专制制度的末世光景日见。
　　此情此景，促使一些较为清醒正直的士大夫，先后形成东林党、复社等政治派别，反对专权的贵
族、宦官，他们冷风热血，言议英发，力图洗涤朝纲，拨乱反正。
但是，他们对朱明王朝的耿耿忠诚，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且被视为灾星，惨遭剪
除。
此情此景，又使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绝境。
贵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继而又大片抛荒；广大农民无地可耕，衣食无着，而租税却日益繁苛
，以至闹得民怨沸腾，农民和手工业者四起造反。
南方半壁，工商市民还日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互相支持，在苏州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暴政运动。
西北地区，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更以推翻朱明王朝为目标，其势锐不可当。
　　在阶级矛盾白热化的时刻，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伺机而起，以其勃起的军事力量，实行民族征
服。
入主中原之后，继起明王朝的衣钵，在漫长的封建锁链的末端，又加上了一个新的环节。
　　这是一个方面。
历史还有另一面：封建社会开始裂变了，资本主义的新芽顶破了千年冰封，破土而出。
到黄宗羲长成智勇少年的时候，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已经在南方蓬勃发展起来。
那些相继出现在苏皖浙赣的手工业中心，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那些作坊主、手工业匠、商人
，已经以新的面貌登上社会舞台。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带动了空前的大量信息交流，封建社会的凝固状态被打破了，人们的思想观
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但敢想，而且敢说敢做了。
　　与此同时，印刷、出版事业兴旺起来，它们不但作为工商业投入了新时代的潮流，而且直接为文
化教育事业革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物化手段，反映新兴市民意识和社会、政治需求的读物（如《三言
》、《二拍》）大量出现，大受欢迎；西方文化也在这时冲破东方封建主义的土城涌进中国，得到传
播。
处在最僵化境地中的农村自然经济，也开始了分化，江南农村的商品化成分的日益增长，迫使人们不
得不刮目相看，江浙交界地区的蚕桑生产的商品化尤为突出。
　　上述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在民族征服战争中遭到了严重摧残，几近夭折，但是，新时代的火种
不但未被铲除，而且在各种时代因素的撞击中不断迸发出火花。
这种时代之光照亮了社会叛逆者和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心，使他们猛省，使他们奋发，使他们不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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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主义的夕阳古道上踯躅，不愿继续在宋明理学的桎梏中苦熬，不愿继续让人们被当成六畜（《
管子》：“用人如用六畜”），永远安于“专给皇帝拉车”（见黑格尔《哲学演讲录》）的非人地位
。
他们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地呼出了一个新发现的真理：中国已经到了“天崩地解”的时刻！
（见高攀龙《高子遗书·顾季时行状》引顾允成语、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
歌》、黄宗羲《南雷文案·留别海昌同学序》）新时代之火在他们心田上燃起了烈焰，使他们舍得一
身剐，不惮灭十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高度揭露和抨击君主专制的罪行。
何心隐、李贽、傅山、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一大批“豪迈英爽之俊杰”，
在黄宗羲的前后左右呼啸而出，前仆后继，在东方古国的大地上掀起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狂澜，他们
各以其所长，从自然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在中国思想史
上形成了又一个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这一时代只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才能与之媲美，与之前后辉映
。
　　黄宗羲就是由这样一个时代造就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自然，黄宗羲的成就，还有其独特的小气候。
比如，他出生的浙东古城余姚，是中华民族的南方先民——河姆渡人的故乡，这里素有“文献名邦”
之称。
东汉名士严子陵、东晋杰出的天文学家虞喜、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虞世南、明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守
仁（阳明先生）、朱舜水等，都出生在这里。
　　对黄宗羲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父亲黄尊素、老师刘宗周、岳父叶宪祖。
　　刘宗周，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山阴（绍兴）人，官至左都御史。
几次因弹劾阉党、痛陈时弊被革职。
清军攻占杭州后绝食而死。
黄尊素被诬入狱路过山阴时，刘宗周为他饯行，宴上，黄尊素命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
黄宗羲是刘宗周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刘宗周对他的影响很大。
　　叶宪祖，著名戏曲家。
官至工部主事，曾因反对魏阉被罢官。
又因与黄尊素有姻亲，一直受阉党压制。
黄宗羲很推崇他的道德文章，和他过往甚密。
其女叶宝林能诗，是很有胆识的女子，黄尊素被捕时，她临危不惧，深得公公称许。
黄宗羲与之相敬如宾。
　　黄尊素（谥忠端）是明王朝的忠臣，又是东林党人的后起中坚人物。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六年后晋升为监察御史。
他利用这个位虽卑但权颇大的职位，连续上本，指陈时弊、弹劾“客魏”（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和
魏忠贤）的丑恶联盟，结果是自己被魏阉诬陷，罢官回乡。
紧接着又被魏阉诬陷入狱，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一，惨死于酷刑之下，年仅43岁。
黄宗羲描述过他从容就死的情景：“忠端公偕同案四公，高谈狱中，慷慨怒骂，继以诗歌⋯⋯痛哉！
何忍言！
何忍言！
”（《黄氏家录·黄尊素传》）　　黄宗羲是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的，黄尊素也对这个自幼聪
颖不俗的儿子寄予重望。
从8岁起，父亲即带其随任，亲自教诲，14岁在京期间，儿子不留意于科举，父亲亦不介意，却有意引
导其关注朝政时事。
其时，阉党之害日烈，东林党人与黄尊素“昕夕过从，屏左右论时事，或密封急至，独公（黄宗羲）
侍侧：益得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之分”（见全祖望《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下简称《碑文
》）。
这对于早熟的黄宗羲，显然是一种人生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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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老师、岳父的教育、影响，和迭逢危时厄运，正为黄宗羲的“豪杰精神”、“风雷之气”
的形成，铸成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自己的一生，黄宗羲在《自题》中曾作过如下概括：“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
之于儒林。
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　　这个概括，基本上是切实的。
我们可参照他的概括，将其一生划分为三大里程：　　第一里程：从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黄宗羲赴京
讼冤起，到投身武装抗清止。
　　朱由检上台后，是力图挽救朱明王朝之大厦于将倾的。
其第一着就是拿“客魏”开刀，借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
18岁的黄宗羲闻风而起，袖铁锥、草疏、风采凛然，只身北上，呼集东林子弟，大闹京师，为东林父
辈讼冤，扫除国患。
其严辞、铁锥，使魏阉党徒狼狈公堂，鼠窜街巷。
继而，与同难子弟设祭诏狱中门，齐声大哭，恸声震动朝野。
　　申冤、除害的豪情壮举，使黄宗羲旋由“逆党余孽”变为“功臣遗孤”，名动京师，誉满上下。
有诏抚恤死难，赠官三品，荫其一子。
但黄宗羲的头脑已比乃父清醒，他没有留京做官，当年秋天即扶父亲灵柩南归。
　　次年即遵父命，就学于刘宗周。
　　这时的黄宗羲虽然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了大量的史学和哲学著作，但他并未潜心于学术，而是
以其少年血性，挥斥方遒。
实际上，他是以“激浊扬清”、“洗涤乾坤”的“党人”自居的。
所以常常离开师门，广结复社、几社等社团中的风云人物和学者名流，与他们聚集一处，谈经论史，
慷慨骂世。
在工商业最发达、市民最活跃的江浙皖地区各名城中，经常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在交友结社中，黄宗羲接触了社会和西方的科学文化，开始探索旧制度的腐朽、新事物的勃发。
当魏阉余党阮大铖等谋图在南京死灰复燃之际，黄宗羲和东林子弟振臂一呼，便有复社成员、热血青
年一百四十多人，公然大书《南都防乱公揭》，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轩然大波，使阮大铖龟缩家中
，不敢露面。
但弘光小王朝一立，阮大铖骤起，遂按《公揭》捕人，企图一网打尽。
　　就其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斗争，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仍属统治阶级内部的正邪势力之
间的斗争。
但在斗争中，黄宗羲一生所极力倡导的“豪杰精神”，已在他自己身上显露端倪。
　　阮大铖的屠杀阴谋，因清军长驱南下、南京危在旦夕，加上刑部有人从中设阻而未能得逞，黄宗
羲侥幸得脱，返回浙东。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黄宗羲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应有品格，适时地将反
弊政、反权奸的斗争，转变为反对清王朝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的斗争，进入生活的第二里程。
　　当黄宗羲回到浙东时，各路义军正奋起抗清，并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
黄宗羲当即与宗炎、宗会二弟毁家以纾民族之难，呼集家乡子弟数百人，成立“世忠营”，开始了为
期八年的武装抗清斗争。
其间，历经钱塘江败绩、四明山结寨固守、山寨被毁，避居山中。
顺治六年（1649）六月去舟山投奔鲁王，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积极参赞戎机，力图干出一
番事业，但终因海魁悍将掣肘，有志难伸，只能在落日狂涛间沉思，常以讲学、校注历书为事。
八月，终于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间行回乡。
武装抗清至此基本结束。
此后几年，为逃避清军缉捕，东搬西迁，避居山间，主要精力用于天文历算研究，写成这方面的著作
九种。
　　刀光剑影，天灾人祸，使黄宗羲“濒于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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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死”之余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自己和别的人们对于明王朝的徒然挽救、对于清王朝的徒然
反抗，进行了深沉的历史反思，从而使他由具体的历史追求，转而进入哲学思考之境界。
他顺应着时代的大趋势，又一次表现出了思想家的崇高品格——适时地改变了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
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把武装抗清斗争，转变为思想理论斗争。
于是生活的第二里程结束，进入第三里程。
　　在回顾历史、检讨现实、展望未来的深邃博大的反思过程中，黄宗羲对整个封建制度、思想体系
和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了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一切的强烈愿望。
于是，他的精神境界进入了亢奋状态，于顺治十年（1653）一挥而成闪烁着民主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
专著《留书》；十年后——康熙二年（1663），又在《留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光辉的启蒙杰作《明
夷待访录》。
由此，黄宗羲便被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载入史册。
同时代的顾炎武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
，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见二老阁初刻本《明夷待访录》卷首）清末的梁启超说：黄宗羲的著作是明清之际“极有胆识之
创论”，“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
”（见《清代学术概论》）“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岱年认为：“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代表”，他
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见《黄宗羲论·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蔡尚思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古代反
君权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奠定了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见《黄宗羲论
·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沈善洪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此书之出，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见《黄宗羲全集》序）邱椿认为：“如果黄宗羲一生只写了《明夷待访录》一书，他在中国社会
思想史上已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贡献。
”（见《古代教育思想论丛·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情况看，《明夷待访录》的价
值正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继《明夷待访录》之后，黄宗羲把主要笔墨集中到哲学、史学著述方面，写下了《易学象数论》
、《孟子师说》等杰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十五年（1676），他为中国史学创立了“学案体”，
编著了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
这部巨著收容了有明二百七十多年间各学术流派的二百多位学者及其代表作，蕴含着哲学、政治、历
史、文学思想丰富史料和黄宗羲的精辟见解。
这部著作与《明夷待访录》前后交辉，是黄宗羲成为文化巨人的奠基石之一。
　　同时，黄宗羲又历尽艰辛，四出访书，搜集、整理文献史料，编成《明文案》二百十七卷，《明
史案》二百四十四卷。
　　直到晚年，黄宗羲始终著述不辍，除撰写大量富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传状、碑铭、书序、杂
论和文学散文、诗赋，亲自整理、编纂以“南雷”命名的多种文集、诗集外，又编成史料价值极大的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并开始编著另一部学术史专著《宋元学案》，但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由其
子孙与全祖望陆续编完）。
　　由于黄宗羲学识极博，笔耕极勤，其著作多达一百种以上，至少有两千万字。
其中选编性著作十八种，一千余万字；自撰著作九十多种，四百多万字。
其中大部分均已散佚，全祖望说：“散亡者什九”。
目前，正在大力搜集、整理中。
　　黄宗羲的思想理论探索，并不限于著述活动。
他还十分重视教书育人，在兴办学校、聚徒讲学方面，他投放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黄宗羲的教书育人活动，前后达五十年之久。
但主要活动则集中在第三生活里程中。
结束武装抗清之后，他恢复了其老师刘宗周创建的绍兴证人书院，继而又创立了著名的宁波证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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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全祖望所记述的那样：“讲学遍于大江以南”，“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
者骈集。
”（见《碑文》）著名学者万斯大、万斯同、邰念鲁、仇兆鳌、李杲堂、郑梁、陈讦等，都是在他的
培育下成长起来，并且在他的旗帜下形成影响巨大、源远流长的浙东学派的。
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惊人成就震撼了朝野，清廷曾先后几次以越来越优厚的条件召聘他进京，都被他拒
绝了。
但是，随着清王朝在大局稳定之后政策上的一系列变化和黄宗羲自己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改变，
他对清廷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
但他始终恪守本人不仕清廷这一大界。
就其哲学思想而言，晚年也出现过某些矛盾、混乱的情况，这表明他并未完全摆脱旧时代的羁绊。
但是，从他最后遗下的《葬制问对》、《梨洲末命》等短而精的那些文章看，人们又不得不确认：梨
洲老人已经进入崇高的哲学境界，他的思想、人格已臻于化境。
纵观黄宗羲的一生，应该说：第三生活里程，是其黄金时代。
在思想上、学术上均达到顶峰。
而最光辉的标志就是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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