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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地之间，万物众生，何者最为灵明？
自然是人。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自然是“惟人为万物之灵”。
然而人究竟为什么最为灵明呢？
有些动物不是也很灵性、很聪明吗？
人之灵明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呢？
人之所以最为灵性聪明，在于心也，在于心的虚灵不昧，在于心之洞然而虚，昭然而明，能够超乎尘
外，周乎八极，在于它能够弥纶天地，贯通古今，烛明天理，使万象无所隐遁。
而人心虚灵不昧，在于人性之美与人性之灵，在于人有“好是懿德”的本性，有仁义礼智的本质规定
性。
此天之所赋予人者，故曰“天命之性”。
人惟有此性，有此本质规定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四德备，万理俱，才生色睟然，至神至灵，才能天
道变化，正得性命，才能继善成性，涵养扩充，成己成物，成圣成哲，成为天地间的伟大生命。
此人卓然异于禽兽者，亦孟子所说“几希”者也。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心，乃是指人虚灵不昧的天理之心，指以理设心，操存舍亡的存在，而不指一块
血肉；而我这里所说的性，乃是指人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指天之所赋、人之所禀于义理者，而不只
是指食色情欲之类的本能。
这个心，乃是天渊神府的存在，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存在，是万理俱备，集得众义的存在。
而这个性，乃是天植灵根的存在，是人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灵，而不能泯灭者。
此心此性，天然之灵机，造化之神府，时时运转，新新不停，不仅率性而动，天机自张，活活泼泼，
健行不息，自见天则，而且发而为明觉，烛明天理，使森然万象，万象森然，无外乎吾心。
人之生天地间，有此天渊灵根，有此造化神府，有此一点灵明不息的真种子，才能万感万应，会通天
地之道，至极之理，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
而自我会通此理，收拾此理，得此把柄，往古来今，四方上下，一齐穿纽，一齐收拾，才能万事万化
，皆出我心，才能像陈白沙先生所说那样，“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不断地进行创造性
活动。
此人之灵明心性之大用者也。
人之生天地间，正是凭着这种灵明心性，浩浩不息地进行创造活动的。
他们不仅以穷神知化的盛德，精义入神，出入利用，通变化裁，备物致用，创造了一个物质文明的世
界，更是以通几微，存圣蕴，灵明不息的智慧之心，观化握几，存神入化，创造了一个个美的世界、
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及纯纯不已的世界。
可以说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富有之大业，及经纶品类、层出不穷的人伦日用，无不出于人之灵明心性的
创造。
天下熙熙，万象纷纭，人们欢呼雀跃，争奇斗巧，以各种所谓的知识相互驰悦。
然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
可以说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
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
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
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哪一点不是人创造的呢？
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创造的呢？
不是出于这个本原，这个主体性存在呢？
天地毁，则易不可见，则生生之机或几乎息矣！
心性毁，则灵明之机不可见，则创造生化之机或几乎息矣！
此心此性，灵明之主宰，创化之大原，澄明可也，存养可也，岂是可以或缺的？
岂是可以亵渎、污染、奴役、遮蔽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性灵明论-大道哲学通书-人文精神与心>>

然这个主宰大原，这个心性本体的存在，进入近现代以来，不仅随着西方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
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入，变为物的存在，变为刺激反应之生物有机体的存在，失去了本体大用，而
且随着哲学上极“左”思潮的泛滥，张口批“唯心”，闭口批“唯心”，更使心性本体及其灵明大用
的研究，几乎成了禁忌。
但是，人无灵明之心，无这个本体大原，这个天理良知的存在，还能做什么呢？
宋明理学家讲“天理良知尚不能存，还做什么人？
”人都做不得，还讲什么生生化化的创造呢？
心失主宰则荡，性无根柢则流。
若心性失却天理良知的本体地位，变为形气知觉的存在，则必流荡放失而无主宰。
特别是在一些实用主义哲学支配下，如坐利害胶漆盆中，以鼓动天下之私，则不仅使心性流荡放失，
若游骑无所归，而且人物化，天理失，必将毁灭整个精神世界，使美的、善的、庄严神圣、纯纯不已
的世界，变为物的世界、机械的世界、利益的世界、本能与物欲横流的世界。
但人并不是动物，并不只是饥于一饱、渴于一饮的存在者，而是天降衷于民，有道德本性，有精神追
求者。
人不仅渴望美好的社会人生，更追求大美、崇高、神圣的精神生活。
特别是对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渴望一个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道德精神世界。
这个世界被毁灭了，也就无法解决人的信仰信念及存在意义一类问题了，也就要出现精神的匮乏与危
机了。
现在虽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人们所以总是感到“生活没意思”，不能说不是精神匮乏与危机
的表现。
因此，恢复和重建人文精神，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担当的一种社会历史责任。
本书正是为此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圣贤明哲，无不具有一种历史的担当精神。
远的皋陶、伊尹、周公不说，三代之后，自孔孟至宋明理学家，哪一位不是体认天理，涵养心性，致
良知，存放心，以贞正天下性命之理为己任的呢？
故清儒李颙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于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肇处下手，则事半
而功倍，不劳而易举。
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肇处，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
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
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这在宋儒张横渠先生那里，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像古代圣贤明哲那样进行历史的担当，然心往之。
故奋然向前，著作此书，为恢复重建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
欲唤醒人心，惟在明学术。
因此，重建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担当，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重建哲学的心理本体论学说。
这自然首先要从学术上弄清其基本理论范畴概念。
为此，本部论著不仅一开始就提出了进行这种担当的历史责任与研究任务，更在其后几章，不得不花
巨大的篇幅，研究心性本体论的性质与地位问题。
为此本书不仅探讨了古代圣贤明哲关于心性本体的论述，更开出专章研究了心性本体的灵明知性及其
体悟通神、转识成慧的能力，并亲临精神的诞生，研究了灵明心性在精神创造中起经纶、出万象、超
常伦的主体性作用。
惟知心性本体之大用，讲精神创造，讲万化在我，方有商量；舍此，则是外道，则是舍本逐末之学，
非吾《心性本体论》之学也。
那是谈不上精神创造，也谈不上人文精神的恢复与重建的。
自然，我所说的精神，不是政治宣传，不是新闻炒作，不是社会集团利益的辩护书，也不是时代风气
的装饰品，而是人心人性的真诚流露，是人怀道备德，真宰常存，参赞化育，浩然同流，不断达于至
善之境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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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也不是欲望、目的、要求、动机及情感、情绪一类本能的冲动，而是
仁义礼智根于心，四端万善，涵养扩充，过化存神，浩然与天地同流者，是人的道德之心，虚灵不昧
，体认天理，昭明大道，炳然宇宙，日丽河山者。
人若失去天理良知，只是凭着形气知觉，于感官材料或知觉对象上求知识，取代形而上学的思考，则
若暗室张灯，黑夜举火，自耀其光，照之不远，是谈不上精神及精神创造的。
惟心之为体，湛然虚明，能于形上处周乎八极，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良知明觉，炯炯光
明，始才是人胸次洞彻浩然的精神世界。
因此，我之所谓精神，乃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讲的，是人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
知几通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获得的刚健、中正、仁义、至善、大美、崇高、庄严、神圣
一类思想境界，而不是物的知识或心理本能一类存在。
惟于此处讲精神，讲人文精神之恢复与重建，也才有商量；舍此，则非吾之谓精神也，更谈不上精神
的恢复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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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马云杰所著的《大道哲学通书(第4卷心性灵明论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是一部研究人文精
神与心性本体论的著作。
天下之根本，莫过于人心；欲唤醒人心，就要倡明学术。
治国平天下，全在教化人心。
惟有人心正，才能天下定！
人心邪妄，物欲汹汹，君子失义，小人犯刑，是没有安定、持续发展可言的。
本部论著，旨在唤醒国家民族良知之心，重建国家民族文化精神。
它的研究全部是围绕着心性本体与精神创造展开的。
《大道哲学通书(第4卷心性灵明论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10章，前4章主要是研究心性本体
与精神创造的基本理论；后6章围绕着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问题，研究了圣治之道与重建华夏
礼义之邦的文化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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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
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
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著有《文
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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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道哲学通书》序言
自序
第一章  导论——论人文精神重建与新的历史担当
  一  人文精神危机：一个急待解决的精神性存在问题
  二  论人文精神之为国家民族文化生命精神
  三  论人文精神重建与大道哲学的历史担当
  四  大道哲学的历史担当：回归“知人则哲”
  五  重建人文精神要以永恒的心性为基础
  六  以新的心体本体论哲学奠基华夏人文精神大厦
第二章  关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一  论心性本体论为圣人之学
  二  孔孟从以德知天到以仁义说心性
  三  老庄的心性自然本体论
  四  佛教的本性空寂与以心起灭万物
  五  程朱以天理说心性
  六  陆王向内回归心性本体
  七  杨慈湖与王龙溪的偏颇
  八  《心性灵明论》乃是新的陆王心学
第三章  灵明知觉论——关于灵明心体及其大用的研究
  一  天渊灵根与心性本体——论自然之觉与本体理性自觉
  二  由闻见之知到德性之知——论转识成慧的悟性
  三  “烛明天理，万象无所隐遁”——论心体的大智慧
  四  “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论心能通神
  五  “心大无外，天大无外”——论天下无心外之理
  六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论心体出入造化的大用
第四章  论灵明心体与精神创造
  一  “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论精神的存在及其形上性质
  二  “人从心上起经纶”——论精神创造的本体大原
  三  “灵性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论道体精神的诞生与超拔
  四  “阴阳合德，刚柔同体”——论儒道两种精神的大合唱
  五  “得之谓德，宜之谓义”——论道德精神的体悟与朗现
  六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艺术精神创造的灵性与悟性
第五章  论为天地立心——一个义理神圣价值世界的建立
  一  “咸有一  德，克亨天心”——论天心、道心与义理神圣世界
  二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
  三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论至神的存在及其最高真理性
  四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论庄严神圣与大美崇高
  五  “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论道德昭明与精神提升
  六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论天命的领悟与获得
第六章  论为生民立命——关于天道性命之理的贯通与贞正
  一  “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
  二  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三  论安身立命与贯通天道性命之理
  四  论禀性不移号l生命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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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论乘天地之正与顺万物之性
  六  穷理尽性至于命——论人的道德使命
第七章  论诚明之教——一  种觉醒的理性信仰
  一  隐退上帝，修道之谓教——论诚明之教的理性法则
  二  “诚者圣人之本”——论信仰与真实无妄之理
  三  诚者自诚，明者自明——论诚明信仰的理性自觉
  四  “明明德，止于至善”——论诚明信仰与生命终极意义
  五  “因明至诚，进于圣人之道”——论至诚不息的历史担当
  六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论化性起伪的礼乐教化
第八章  论道德修养与精神生活
  一  论心性道德的静修涵养之学
  二  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
  三  论“喜怒哀乐未发气象”
  四  论“静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
  五  论慎独中养出真道德与真性命
  六  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第九章  论神圣人生与盛治之道
  一  善性：开万世太平的始基
  二  神性：成圣成哲的内在根据
  三  论圣德之治与圣人气象
  四  论自我大化与神圣追求
  五  论圣人即情性中人
第十章论心性培养与精神重建
  一  文化复兴在于人心的觉醒
  二  精神的毁灭与人性的堕落
  三  走出西方现代人性论的沼泽地
  四  还我礼义之邦，重温华夏文明的人性教典
  五  沐浴圣教，传承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
  六  呼唤良知，重建大道哲学的千年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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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按理说，人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但与人交谈起来，总常听其抱怨说：“生活没意思。
”这种抱怨，不仅来自弱势群体的人们，即使那些从权势中走过来，或赚了很多很多钱的人们，细谈
起来，问其态度，也常听其说“没意思”。
没意思，就是空虚无聊，就是人生没有意义。
 人的一生，也许再也没有比生活得没有意义，更使其难以忍受得了。
人可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无法忍受的痛苦，甚至可以付出终其一生的代价与
牺牲，然其不能忍受生活没有意义。
特别是当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目标以及信仰信念，忽然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几乎就无法再支
撑下去，再活下去，因为他失去了存在的信仰和信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不管是别人向他指出了这一点，还是他意识到了这种没意义，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冷酷无情的，甚至
有点残酷！
 但人生没有意义，并不只是中国一些人的思想问题，而是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
所面临的问题。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整部书都是在探讨存在意义问题的。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认为人的存在没有意义。
在他看来，人是无端被抛到尘世上来的，人的此在就是烦，就是“烦的结构”，因此，“生存论真理
就是烦的存在意义的展开状态”①。
而萨特更把人的自为存在看成是一种欠缺，一种虚无，甚至整个人生都是一种“无用的热情”，一种
“存在的虚无化”，或“意义的不在场”②。
人生所以烦，所以感到没有意义，就是精神世界没有支柱，没有理想、信仰、信念和灵魂。
因此，心理学家荣格写了一本书，叫《寻求灵魂的现代人》（1955）。
他在书中指出，“现代人在心理上遭受了一种几乎致命的震动，因此而陷入了一种深刻的不确定状态
之中”，于是“不管是仪式还是精神上，充分地表达出了对灵魂的一切渴求与希望”③。
而神学家蒂里希对此称之为“存在的焦虑”。
这种焦虑不仅是对命运和死亡的，更是对空虚和没有意义的，即人在精神生活中面临着“空虚和没意
义的”侵犯与威胁。
在他看来，人不仅是本体性的存在，更是精神性存在。
因此，研究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对其全部现实加以理解，才能看到
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全部本质，而“对人精神存在的威胁也就是对他整个的威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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