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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3）》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
学之关系。
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述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
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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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
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等数校任教。
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钱氏为学，兼涉四部，博大精深，著述数十种，享誉海内外。
有关经部者，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有关史部者，有《秦汉史》、《国史大纲》、《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史记地名考》；有关子部者，有《孔子传》、《论语新解》、《庄子纂笺》、《庄
老通辨》、《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有关集部者，有《理学六家诗抄》等。
另有数百篇学术论文。
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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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读《陆贾新语》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生年考太史公考释刘向《列女传》中所见之中
国道德精神东汉经学略论略述刘邵《人物志》葛洪年谱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袁宏政论与史学读《文选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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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略述刘邵《人物志》    今天我要约略讲一部将两汉学术思想开辟到另一新方向之
书，此即刘邵之《人物志》。
此书仅有两卷、十二篇。
刘邵之时代已下至三国，此书以前向少为人注意；直至最近，始有提及。
我们一看其书名，即知此书是专讨论人物的。
我尝谓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于人文主义，因此也特别着重讲人物。
如在《论语》中，即曾批评自尧舜以下直到孔子当时之各类人物；《孟子》书亦然。
中国人一向甚重视对人物之批评，此乃中国思想一特点。
    因讲政治教化皆需人。
在汉代，政府用人必以读书人为条件；读书必以通经为条件；非读书通经即不得从政。
此在孔孟当时，可谓仅存有此一理想；而到汉代，却已真在制度上实现了。
政教合一，政治上之人物即是学术上之人物，此项制度，可谓是根据了经学中之最高理论而来。
但后来汉代亦趋衰乱，终至于不可收拾，此中原因何在，岂不深值时人猛省？
在汉代开始时，讲黄老无为，但亦须有理想适合人来推行，不是随便讲黄老学的都能胜仟愉快。
为何到东汉末年，产生了黄巾、董卓之乱，终于导致三同分裂？
不容得当时人不觉悟到政治上之失败，其理由即因于政治上二用人之不够理想。
故退一步先从人物方面作研究，庶可希望在政治卜能用到合理想、合条件之人。
此亦可谓是一个反本穷源的想法。
刘邵《人物志》即根据此一时代要求而写出。
    《人物志》主要在讨论人物。
物是品类之义。
将人分成许多品类，遂称之为“人物”。
西方人常依职业或知识来分人物，如宗教家、医生、律师或某类专门学者，这些都从外面职业知识分
。
中国人却重在从人之内面品性道德分。
此一态度，显然与西方不同。
中国人向来看重人的道德、性情，如《论语》中讲“仁、孝”，讲“圣、贤”，讲“君子、小人”，
此等皆是道德上字眼。
汉人最讲求道德，及汉代中央政府崩溃后，曹操却提出了新鲜口号，他说：“治天下，平时尚德行；
有事尚功能。
”他把才干看重在德行之上。
若论曹孟德自己，就其道德论，实在太差了；然其人甚能干，正是乱世之奸雄。
在此一风气下，更激起有思想者之郑重注意，于是方有刘邵《人物志》之出现。
    孟子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孔子亦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义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从个人立场讲：当世界陷于绝望时，只有退避一旁，采明哲保身之一法。
但自另一方面讲：世道否塞，终需要物色人才来扭转此局面。
刘邵写《人物志》，并非站在私人立场着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场着想。
他的意态是积极的，非消极的。
因此他衡评人物，一讲德性，一重才能，务求二者兼顾。
换言之：衡评人物，不能不顾到其对当时人群所能贡献之功利一方面。
若要顾到人群功利，即需讲才智。
若无才智，如何能在此社会上为人群建立起功利？
故刘邵《人物志》极重人之才智，但也并未放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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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书里，也并未提到隐沦一流，这是此书一特点。
    今问人之才智何由来？
刘邵以为人之才智乃来自自然。
此即所谓人“性”。
《孟子》亦是本才以论性。
当三国时，才性问题成为一大家爱讨论的问题。
因在东汉时，社会极重“名教”，当时选举孝廉，孝廉固是一种德行，但亦成了一种“名色”。
当时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这样名色的人，教人应立身于此名色上而再不动摇，如此则成为“名
节”了。
惟如此推演，德行转成从外面讲。
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规定，从性讲成了行，渐渐昧失了道德之内在本原。
现在世局大坏，人们觉得专讲当时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够；于是又要将道家思想掺人，再回到讲自然
。
认为人之才能，应来自自然。
但一讲到自然，又会牵连讲到邹衍一派之阴阳家言。
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别来讲；但汉以下各家思想已渐汇通，不能再如先秦般严格作分别。
当时人把自然分成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别属之。
即如近代命相之说，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
当时人把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配入五行，变成了五性。
那一性的人，其所长在何处，如：木性近仁、金性近义等。
直到宋代理学家们，也还作如此的分别。
    但刘邵《人物志》并不看重那些旧德目，他书中提出了许多新意见。
他说：人才大概可分为两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于一方面有专长者，如今称科学家、艺术家等
。
在刘邵说来，应都属此偏至之一类。
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于一方面，而能有兼长者。
依近代人观念，其人果是一文学家，若定要同时兼长科学，岂不甚难?然此等本属西方人侧重职业与知
识的分法，中国人则不如此看人。
人品不以知识、职业作分别。
今天的我们，都已接受了西方人的说法，多将人分属于某项知识、某项职业之下，乃对刘邵所提兼材
一项，骤难了解。
    我们试再就此讲下：刘邵在《人物志》中将人分成十二“流”。
中国人所谓流品，亦即是品类之义。
此f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
人之“才”皆自其“性”来。
如有人喜讲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辞。
此皆所谓才性不同。
刘邵所分十二类中之第一类，称为“清节家”。
他说如吴季札、齐晏婴等是。
因此类人禀此性，便宜做此类事，即其才之专长在此也。
其第二类称“法家”。
此非指先秦诸子中之法家学派言。
法家学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刘邵所指则是某一类人之性格。
如管仲、商鞅等，此一类人性喜讲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于此方面见长。
第三类称为“术家”。
如范蠡、张良等是。
因于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现之才能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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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管仲、商鞅，他们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权术应变处，即见他们之才短。
    前三类皆是所谓偏至之材。
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类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
此所谓兼材，即其才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类事。
刘邵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谓之德。
依照刘邵如此说来，德自在才之上。
但其所用德字之涵义，显与指仁、义、礼、智为德者有辨。
刘邵又谓：“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种人则可谓之圣人。
”故刘邵心中之圣人，应是一全才之人，至少应是一多才之人。
刘邵主张在偏至之材之上，更应注重兼材，此种人始是有德。
如曹操不可托以幼主；而诸葛孔明则可以幼主相托。
此因孔明兼有清节之才；而曹操不能兼。
若照我们普通说法：只说曹操无道德；依刘邵讲法，即论其人有无此类之材，或说是否具有此一方面
之性格。
此乃刘邵思想之独特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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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本书第二编第一册所收，起自西汉，迄于南北朝，凡得散篇论文共十二篇。
其有关两汉经学者，大多收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其有关魏晋清谈，自王弼、何晏以下诸家，有一部分收入《庄老通辨》。
此编皆不复载。
作者复有《秦汉史》、《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诸种，与此编有关涉，皆可参
读。
                                                     一九七七年初春钱穆识于台北                                                    外双溪之素书楼，时
年八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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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
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述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
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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