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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云：“地灵人杰”，又云“人杰地灵”。
山河大地的灵秀之气，可以孕育杰出的人才；反过来，卓然杰出的人才，也可以印证山河之秀与地气
之灵。
据此而言，自然山水的灵秀雄奇与人物人文的贤善美穆，实在是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的。
    记得二十多年前(1982年)，我应邀前赴夏威夷大学出席“国际朱熹会议”，回台之后写了一篇会议
后记，在最后一节“尾声”中，我很直率地说夏威夷是一个“只有自然，没有历史；只有文明，没有
文化”的地方。
我还说：请你不要问我“文明”和“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我只是自己心里有个比较。
前两年我写《韩国纪行》时，好像充满着人文的气息和深情的感怀。
而现在写这篇《后记》，却完全欠缺那种心情和感受。
我可以承认夏威夷是世外桃源，是观光胜地，那里的人很和善，很有礼貌，而且是一个没有灰尘的地
方。
偶尔我也会从某种角度对那里有一份羡慕之意，但却不可能对它发出怀念之情。
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是无法使人怀念兴感的。
我这段话，说得很真心。
    我一向认为，“自然”必须加上“人文”，才够美，才能使空间的风景伸展到古往今来的时间流里
，而令人俯仰兴思，流连低回。
中国的名胜古迹，古刹庙宇，全都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人在其中，既可以神游千古，也可以心通天地。
可惜现在有些中国人，对这个意思反而不甚了了。
真叫人憾恨而又感愧。
    现在好了，有人要效法太史公在“读万卷书”之余，更要“行万里路”。
他要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浩瀚空间里，寻访那些不朽的古贤先哲。
这个人就是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郑晓江教授。
他勤于著述，已出版了好多本书，现在又以历史学的实地考察，来体现思想考古的实效。
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
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结，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
。
古人有知，当惊喜千百年后犹有知音；山水有灵，更应欣悦学院中人也能行走“空谷”而留下“足音
”。
此书作者足迹所经，虽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他寻访历代学术文化大师的遗踪，写出他们的愤悱、思绪
，吐露他们的心声、衷怀。
既具体而信实，又生动而活泼。
在这方面，却又非徐霞客可比了。
    本书寻访的古人，有异人，有禅师，有伤心人别有怀抱而哭笑不得的遗老僧人，也有诗人、画家、
政治家、理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
如果读者意犹未足，便请作者再来一度“八千里路云和月”，或者读者自己起而效之，也来行万里路
，与古人相遇于旦暮。
文山《正气歌》末句云：“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其实，古人之道，不只在风檐，在书中，也在山间水边，在日光月色之下。
宇宙不隔，古今同在。
让我们华夏子孙，化小我为大我，走进历史，走向广宇长宙，和各色各样的古人相见相晤。
或高谈阔论，或轻声细语，或剧论争议，或击节叹赏，各随其意，各畅其志，岂不快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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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访大师》是一本以行万里路印证读万卷书的思想散记。
《寻访大师》寻访的古人，都是在江西大地上闪闪发光的文化巨匠，主要是江西籍的文化名人，也有
在江西活动的一两位外籍文化巨匠。
其中有异人，有禅师，有伤心人别有怀抱而哭笑不得的遗老僧人，也有诗人、画家、政治家、理学家
、史学家、哲学家等等。
作者借鉴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
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先哲们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
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史料语焉不
详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从而立体地反映这些大师的思想，使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
。
读者可随此书神游“八千里路云和月”；或起而效之，也来行万里路，与古人相遇于山野，谈笑于朝
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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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晓江，1957年6月生，江西万载人，专门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尤擅生死哲学、生命教育
的研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硕士
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已出版专著：《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穿透人生》、《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中国
人生精神》、《西方人生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拷问人生》、《中国死亡智慧》、《杨
简》、《祸福之门》、《生死智慧》、《善死与善终》、《中华贤哲》、《超越死亡》、《生命终点
的学问》、《寻找人生的真谛》、《八千里路云和月》、《神游千古》、《中国生命学》。

　　主编著作有：《宗教生死书》、《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神秘术大观》、《中国死亡文化大
观》、《中国生育文化大观》、《中国避邪文化大观》、《疗救人生》、《融通孔佛》、《解读生死
》。
另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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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千辛万苦，我们终于驶近了云梦山鬼谷洞。
据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载：贵溪鬼谷山为道教第十五洞天。
中国道教将全国“神仙及有道之士栖居之地”的名山胜地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
。
江西贵溪的龙虎山是第三十二福地，而位于龙虎山东南数十公里处的云梦山鬼谷洞即为道教三十六洞
天中的第十五洞天，可见其地位之高之重要了。
    在漾潆细雨中，我们随毛道长、李道姑拾级而上云梦山，但见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丝丝，一团
团，飘飘荡荡，朦朦胧胧，尽显这片山地的神秘和清净。
路旁有一条清溪蜿蜒而下，峰回路转，一块块梯田在山谷盘旋而上，旁有古木奇石高耸，漫山遍野的
苍松翠竹，还有江西山地不常见的一丛一丛的芭蕉树。
清新的空气甜丝丝，我们顿觉此地不啻为天上人间。
此谷莫非就是著名的鬼谷？
两千多年前，也许鬼谷先生就是沿着此谷攀援而上，他边行也许心中便大喜过望，因为任何有悟性者
一眼便可看出：这真是一处修道养性炼丹的好地方。
    谷地的正中，有一大块空地，这里曾建有一座凝真观，从残存的石砌地基来看，这当是一座规模宏
大的道观。
还在五代十国后期，乡民刘英在荆榛中发现一块古碑残片，抹去苔藓，见此碑用古篆记载着鬼谷先生
在此地修真授徒之事，消息及石篆拓片一并传入朝廷，得到南唐中主李璟及后主李煜的喜爱，因为他
们两人皆是诗书大家。
其时正值陈希声奉敕遍祀名山大川，便设古坛，行醮礼，还选派道士韦倏然、吴宝华结庵于此，又由
朝廷出资，仿上清宫规制建起了凝真道观。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诗《鬼谷岩》专记此事：“鬼谷岩前石，唐文字字奇。
何当拂苔藓，细读老君碑。
”    从鬼谷先生在此地修道授徒，到南唐建观，约历千年；而凝真观从建到废至今又有近千年，历史
的尘埃当由我们今人来拂拭，贵溪云梦山鬼谷洞理应重现当年的风采。
    夜，我们就宿于颇简陋的鬼谷洞道观。
晚餐后，我们围坐在烛光下，热烈地交谈和探讨。
观外豪雨如注，观内烛火点点，毛道长谈兴甚浓，至深夜3点，我们才四散就寝。
第二天清晨，推门一看，淡紫色的云雾边透出金黄色的光彩——天公真作美，竟然放晴了。
    沿着山边的小道，不需五分钟就可来到千年凝真古观旧址，这里塑了一尊鬼谷先生的像，还有一木
质的观览亭。
躺在长椅上假寐，轻轻地呼吸着凉丝丝、甜丝丝的山野之气，直感到云雾在四周飘浮带来的舒适与惬
意。
耳聆鸟儿的啾啾声，小溪淙淙的流水音，仿佛心灵在欣赏无词无意之天籁。
良久，又立而观天观地，在云雾飘渺中看群山环抱。
远眺四周，但见山不高，形却十分柔和，大都成一半圆形起伏上下，令人联想起阴性、柔性、水性、
女性等等，这明显属一阴气充沛弥漫之地。
    道家也是道教的始祖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老子》第28章)”又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老子》第78章)”老子的这些话影响到道家，也决定了道教皆喜阴喜柔喜水。
观云梦山之形之势，感鬼谷洞之水之气，正符此“道”之精髓，故此地得到历代高道的喜爱，并作为
修道之圣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北宋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号虚靖先生，1092年～1128年)写有《怀鬼谷山思真洞天》：“思真洞天
兮云水深，道人居兮鬼神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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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笑兮松竹荫，溜潺潺兮千古音。
何时一造兮清神襟，攀石萝兮共笑吟(《龙虎山志》第191页)。
”这位能书善诗的天师对鬼谷洞是何等的心向往之。
    我们正吟咏天师的佳句，李道姑与一年轻的道士一前一后来NT凝真观旧址。
二人舒了舒筋骨，便一字排开，双双练起了太极拳，在道教，这可称为“阴阳对练”。
道姑屏气凝神，脚如行云流水，拳则刚柔相济；道士则气息有些不均，拳脚还不是那么自然。
道姑不时停下纠正一番。
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在这样一个“阴气”充裕的特殊之地，观这有形之太极拳的同时，似乎又可悟到
道教所推崇的无形之“道”：它无形无象无名，可却为宇宙万物之所出；其统领万物，而又自然无为
；其神妙莫测，而又日用平常。
在云梦山鬼谷洞停留小憩一下，还真能领会不少道家与道教的真髓。
    早餐毕，我们一行九人鱼贯而行，沿山道在翠竹松林中穿梭。
有些气喘喘，有些汗津津，可我们无不兴味盎然。
半小时不到，我们先看到了百姓盛传的“雄狮金银仓”：一状如雄狮的巨型岩石，狮口大开，一块不
同质地的石块天衣无缝地嵌在里面。
传说，若能打开雄狮口内的石头，金银便能滚滚而出。
毛道长告诉我们，世上还真有好事者，想发财者，千方百计东撬西弄，可就是不能动其分毫。
这就叫大自然的造化，鬼斧神工。
    继续向上爬，我们终于进了这几天来梦牵魂绕的鬼谷洞。
严格来说，鬼谷洞应为一组洞，最大的一个位于云梦山腰，洞口约二人高，呈相当完整的圆形，石色
多变，呈青白灰红数色。
毛道长介绍说，地质学家曾经考证，云梦山成山的年代约有21亿年，我们不禁赞叹：地球形成不过45
亿年左右，眼前这些或莹润光滑的岩石，或粗糙尖锐的石块，竟然已存在了21亿年，我们透过它们而
神接洪荒，意接历史。
    鬼谷洞内最为神奇者有二：一是洞中有一由洞顶直斜而下的岩石，叫云梦床。
人平卧在上，自然屏闭了胸部的呼吸，而只能以肚腹来呼吸，颇近似于道教内的上乘内修功夫——眙
息。
当然，真正的胎息，是不用口鼻呼吸，完全靠体内之气自我呼吸循环，尤如胎儿在母腹中自服内气而
守真。
我们每个人轮流躺在云梦床上片刻，体验体验道教练功的这块圣石的奇妙。
    洞内另一奇景是洞顶——天然月亮石，它实是一个浅浅的凹形圆孔。
传说它会移动，数百年来，它已从洞顶慢慢地移至洞顶的边缘，百姓们传说，当“月光下山时，天下
就太平了”。
P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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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常跟学生们说，自己是一个好神游者。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被无穷外在需求所“执”、所“缚”，不仅深感身倦体劳，更觉精疲神伤。
滚滚红尘何时了？
滔滔欲壑何时休？
人们何不跳出这些外在的束缚，意识到：唯有心静方可有身静，唯有神游方能体休。
于是，我们何不或车或船，或行或卧，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徜徉在老树古村田野之旁，去回归自然
，寻觅传统，咀嚼文化，去展现真实的人性，去获得更深沉的历史文化意韵。
    这些年来，我在读书教书讲学著书之余，常常利用休息日或寒暑假，出游在外。
一方面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然山水之间，超越时间的间隔，去与历史伟人处于
同一空间，来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以获得在经典的阅读中难以掌握的思想家们背后的一面，那更深
层的东西。
岁月流逝，寻访的次数多了，于是，体会渐渐多起来，感受也越来越深了，命之笔端，便有了眼前这
本书的撰写。
    我曾寄多篇思想考古后写出的文章给华中师大的张三夕兄，希望他给予评论。
承其美意，他指派了两位博士专门阅读，并于2006年11月9日晚的一天我们坐在武汉东湖湖畔豪斯咖啡
厅，边品纯香的咖啡和滋味悠长的绿茶，边谈开了。
三夕兄要他的博士们先谈，彭卫红说，我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在文献学上的人生和现实人生是有差距
的，言不尽意必然带来言不由衷，现实的人生和文献中的历史人物不一样，比如，郑老师所说的“儒
隐”就是活生生的人生。
乡土中国的生活方法就是修齐治平，而这方面的材料在《宋元学案》里就很少，考古就是发掘，以此
来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二是思想考古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可以作为学术的一个增长点。
中西方文艺的整合是一个新的探索，凸现出思想考古学上“行走”这一特点。
在行走中发现的东西就是现代学人的一个必备条件。
走出去可以印证文献的谜团，纠正文献材料中的错误。
邱渊则讲：我感觉这两本书是学者的有哲理高度的不一般的散文。
比如有关八大山人、鬼谷子的描写，就有很多历史的考证。
通过实地考察，这就又是文学又是历史，同时还有哲学的高度，有种大家气度。
郑老师的文笔儒雅，感觉很过瘾，是在现实中印证历史，就比埋头书斋要好。
    接着，三夕兄说，福柯提到过知识考古学，对于晓江兄的思想考古学，是不是要讨论一下福柯的思
想方法？
另外，思想考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
恐怕也要深入思考。
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怎么在方法论上提升“思想考古”。
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之一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现在有人如叶舒宪
也想再推进一步提出“三重证据法”，就是除了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资料以外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方
法，来考证《山海经》、《老子》、《楚辞》，出了一套“中国上古文化破译丛书”，分析里面的母
题、原型等。
但是这套方法在逻辑上有问题，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都是指研究材料，而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方法，怎
么构成“三重证据”？
晓江兄这里也有一种证据和方法的关系问题。
文献上的思想者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者相比，实际生活中的思想者可以说是隐藏在文献的背后。
还有考察思想家生活的地方由此引起联想，或者回过头去想象古人当时的情景。
这个现场感是文献无法提供的，需要相互印证，需要思考它的交互性和边界。
“思想考古”的目的是提升对古代思想者的新的认识，考出文献的不足。
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方法，能够打开新的视角。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访大师>>

它的困难在于思想考古的定义。
你用“还原”思想的提法，但我怀疑这个“还原”能达到多大程度，用什么来保证你的考古或现场体
悟就是当时人的想法？
还原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情绪很困难，思想家生活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当时人的情绪是很难还原的
。
在没有实物引证下，什么情况下你考出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的情景？
能不能区分事实考古与主观想象的差别？
“思想考古”不能不思考怎样才能做到方法论上的提升。
葛兆光先生曾提出生活史、知识史亦可以进入思想史，并把思想史的史料来源扩大到一些诸如契约、
历书、司法文书、家谱、蒙学读物、民间文学，等等方面，这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思想史
的研究上都是划时代的事件。
你提出“思想考古”，试图把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的环境纳入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希望通过实地
寻访去接近更真实的活生生的思想家，这是一个重大的全新的努力，在方法上意义非凡。
三夕兄再问我：就你这些年思想考古的实践，你评价一下这种方法的效用如何？
    这些都是非常切中要害的内行之问。
我告诉三夕兄：就我七八年的实践，在一系列的寻访活动中，真正能达到“思想考古”的高度，可以
有新的发现者约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做十位思想家的寻访活动，大约可对三位思想家的某一点有
新的感悟。
如这些年来，我在陆九龄、陆九韶的研究上，在陶渊明、周敦颐、王安石、王阳明等先哲的研究中，
通过“思想考古”，确实有一些新的体会、新的发现；但在对另外许多思想家的寻访中，简直可以说
是一无所获，并没有推动相关研究。
也许是此方法不成熟所至，也许是这一方法也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如何，我已对这样的效用心
满意足了，当然，我明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不过，“思想考古”的方法有时虽然在知识方面效用有限，但其最重要点可能是在于突破时空局限
，去与古代贤哲做精神、理念上的沟通，去体会思想观念背后的“道”，这是人们坐在书斋中、翻看
古籍难以获得的东西，也是思想考古可以贡献给现代人最重要的资源。
    我在2005年初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调往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
学校颇为重视，在王字楼给了办公场所，我在自己的办公室旁专设了一个乒乓球室，我与徐春林博士
几乎有时间便小练几把，这同时也是我们研讨工作、互通读书心得、交换研究成果的场所，我名之日
：乒乓论坛。
    徐博士属最早同我去思想考古者之一，近期我们又相伴对明代思想家聂豹、李见罗、何心隐、李贽
进行了寻访。
结果他对思想考古亦深有所悟。
一日，他在打乒乓球时，突然停下手中的拍子，说：“‘思想考古’的有效性，其实并不能以是否增
加知识来衡量。
由于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以求道为核心展开的，通过‘思想考古’，‘亲历’其思想历程，对自
己的心灵、精神及求道意识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甚至是震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难以量化的，也
就是说，很难用百分比来标示。
另外，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扩大了思想史资源的外延，对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思
想史的研究倚重的资源无疑仍是精英和经典中的思想，对精英和经典的合理解读对思想史研究应是基
础性的工作之一。
‘思想考古’改变了原来对精英和经典的思想的解读模式，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是极为显著的。
所以我不赞成用百分比的衡量标准来看‘思想考古’的效用。
”    虽说徐博士不同意用“效用”来衡量“思想考古”的方法，但在运用过程中要想取得知识方面的
突破性进展的确是不容易。
因为，思想考古的方法最为精髓的是“体知”，亦即主要的不是从逻辑验证的系统、文献知识的系统
去论证思想家的思想，而是立于古代思想家生活过的场所超越时空用心灵去感悟思想家；进一步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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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考古中去体验先哲先贤所求之“道”，获得自我道德及人生境界的提升，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
的。
无论如何，我从心底里感激三夕兄和春林对“思想考古”方法的反省与诘难，这将促使我进一步去思
考及完善这一方法，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这些年来，在“思想考古”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带几个教师和几个学生在旁，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思
想考古的魅力，于是，常常只是看及寻找的过程逐渐转变成了亦访亦讲，有时“讲”还成了整个过程
的核心部分。
我想，古之人常以“求道”为终身追求，而今之人差不多皆只在求“知”。
“求道”者是为提升自我之道德及人生的境界，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而“求知”者往往是以
之为干禄的手段，所以今之学者“为人”。
《老子·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诚哉斯言！
我由此又想起陆九渊当年在贵溪象山教授弟子，谈及他与朱熹在学术上的分歧。
弟子说：先生何不著书？
百年之后可以明志。
象山云：你真是不长进。
我著许多书，天下之“道”会增加一些子么？
我不著书，天下之“道”会少一些子么？
这样的话，即使拿到今天的学术界来讲也是石破天惊的吧！
    这几年，我出外寻访的日子少了，主要是教学及讲学活动比较繁忙。
其实，我最最心仪的活动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大师的寻访。
最近我完成了对王阳明及李贽的寻访，感触颇多，思想家家居、求学、从政、探索活动的“血肉”随
着时代更加接近而更为丰满，而我寻访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好，所以，写起来也十分顺手。
    数年的书斋苦读伴随着车马征途，日子过得飞快，主要收获也只有以上一些了。
不过，通过这些年的寻访，我深深地感受到：思想文化的探讨，结论固然重要，而过程尤其值得我们
特别注意。
一次次实地寻访的过程，无疑就是将一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一生放在具体时空中作一整体的审视，从其
所居之地、所学之处、活动的地方、安息之处，我似乎读出了越来越多的典籍中没有的东西，这些信
息就隐藏在山山水水之中，潜伏于老树古村民宅之内。
我们可以通过实地的考察，认真地思考，以及旅途中同道们的辨识，获得许许多多在图书馆、课堂、
书斋中都无法得到的东西。
    我这八九年的感受是：每当有那么些新的发现，那怕只是一点点，都可引发内心豁然开朗、别有洞
天、“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灵魂中的快乐
。
    作者记于南昌赣江之畔“神游斋”    201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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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一向认为，“自然”必须加上“人文”，才够美，才能使空问的风景仲展到古往今来的时间流里，
而令人俯仰兴思，流连低回。
可惜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个意思反而不甚了了。
真叫人憾恨而又感愧。
    现在好了，有人要效法太史公在“读万卷书”之余，更要“行万里路”。
他要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浩瀚空间里，寻访那些不朽的古贤先哲。
这个人就是郑晓江教授。
他勤于著述，可谓著作等身；现在又以历史学的实地考察，来体现思想考古的实效。
他不辞辛劳，走遍偏僻的乡村，走过崎岖的山路，从祠字、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
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存疑的思想关结，显露了隐晦的事迹。
古人有知，当惊喜千百年后犹有知音；山水有灵，更应欣悦学院中人也能行走“空谷”而馏下“足音
”。
    ——蔡仁厚(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别其一格的研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书。
之所以说是“别具一格”，因为其写法与一般哲学史专著不同，他没有着重分析中国哲学或古代中国
哲学大师们的哲学体系、范畴、基本命题，而是通过对于这些大师们的经历、行踪，给我们具体生动
地描绘出他们的心态、兴趣、对人生和世界的某些最基本的看法。
    ——张岂之(清华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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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晓江的这本《寻访大师》是一本以行万里路印证读万卷书的思想散记。
本书也是一部别其一格的研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书。
之所以说是“别具一格”，因为其写法与一般哲学史专著不同，他没有着重分析中国哲学或古代中国
哲学大师们的哲学体系、范畴、基本命题，而是通过对于这些大师们的经历、行踪，给我们具体生动
地描绘出他们的心态、兴趣、对人生和世界的某些最基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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