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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着重探讨玄学与理学的学术脉
络与思想理路，显然主要是采用“内在理路”的解释方法，说明玄学与理学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
思想文化产生、演进的“内在理路”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我们所探讨的，是一种社会历史
“外缘条件”下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
但是，本书着重探讨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理路，因为这确是一件做得不够但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特
别是对我们思考中华文化如何能够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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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汉民，1954年生，湖南邵阳人。
湖南大学二级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现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等名誉。

　　担任的学术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湖南省人民政府首届咨询委员、教育部历史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研究员、湖南省政府学位委员
会评审专家、中国实学会副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湖南省湖湘文化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会长等。

　　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
育部振兴行动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图书以及其他部省级科研项目十多项。
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多篇。
出版学术专著有《宋明理学通论》、《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合著）、《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
主编）、《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圣王理想的幻灭》、《忠孝道德与
臣民精神》、《中华文化通志·智育志》、《湘学原道录》、《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
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合著）、《中国书院文化》等十余种。
主编《清史·湘军史料丛刊》（10卷）、国家规划教材《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书院》丛刊、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岳麓书院藏秦简》等。
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教材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十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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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一 魏晋名士风度及其双重人格
二 宋明圣贤气象
三 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内在关联
（一）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二）名教可乐的问题
（三）惰性的问题
（四）性与天道的问题
第二章 玄学、理学“身心之学”的思想理路
一 绪论
二 玄学的身心思想
（一）精神权威的崩溃与个体自我的崛起
（二）名士的身心追求与困境
（三）魏晋身心之学的依据：性与理
三 理学的身心之学
（一）理学的个体自我意识
（二）理学的身心一体观
（三）身心之学与性理之学
四 玄学、理学“身心之学”的发展理路
（一）从“遗其形骸”到“形骸与天地相应”
（二）从“无心”到“大心”
（三）从自然之我到名教之我
第三章 玄学、理学“性理之学”的思想理路
一 绪论
二 先秦性理观念溯源
三 玄学：建构性理学说的早期形态
四 理学：性理学的完成
五 性理学的建构与中国哲学的精神
第四章 玄学、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及其联系
一 绪论
二 玄学、理学的言意之辨
（一）经典诠释与言意之辨
（二）玄学、理学对历史文本的肯定：言与意的联系
（三）思想创新的依据：言与意的差异
三 玄学、理学的本末、体用之辨
（一）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本末之辨
（二）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体用之辨
（三）理学体用之辨与玄学本体诠释方法的传承关系
（四）理学体用之辨对玄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发展
第五章 玄学、理学《论语》学的学术理路
一 绪论
二 玄学《论语》学与内圣之道
（一）圣人之道的价值取向：自然与名教
（二）圣人之道的本体：道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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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人之道的方法：“体无”、“明道”
三 理学《论语》学与内圣之道
（一）经典诠释
（二）本体建构
（三）下学上达工夫
四 两种《论语》学的学术理路
⋯⋯
第六章 玄学、理学的《周易》义理学及其理路
结论
主要参考及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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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学的体用之辨固然继承了玄学本末之辨的思辨方法和哲学智慧，但是也进一步弥补了本末之辨
所存在的理论缺陷，故而能够建构一个在理论思辨更加圆融清晰、在思想内容上更能满足社会历史需
要的思想体系。
　　首先，从哲学思辨形式上来考察，玄学的本末之辨将宇宙间一切有形有名的物象视之为“末”，
而将无形无名的“无”视之为“本”，这种“以无为本”的理论，既存在表述与论说上的困难（“圣
人莫肯致言”），又很难解释这个无形无名的“无”如何能够主宰实际上存在和变化的天地万物之“
有”。
理学以体用之辨来诠释经典，建构儒家道德形上学，其关于“体”的哲学思辨既继承了玄学的有无哲
学智慧，又弥补了其理论上的缺陷。
玄学认为“无”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而理学反对“以无为本”，主张天地万物的本体是“天道”、“
天理”、“太极”，“道”、“理”作为本体是无与有的统一。
玄学的有无之辨承道家学说而来，“有”指有形有名之“末”，“无”指无形无名之“本”。
而理学则将有无之辨的方法运用到对“太极”、“道”、“理”的诠释上，用“有”与“无”的辩证
关系来诠释本体的特征。
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有“无极而太极”之说，许多人照玄学“以无为本”的理解，认为这是“以无
生有”的表述，朱熹十分重视这段话，反复用有无统一的观念来解释这个作为本体的“太极”、“天
理”，他说：　　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
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
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形状，以为在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
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形响之可言也。
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物之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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