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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明理学思潮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理论、心性论、
道统论、理气论、格物致知论等基本的理论和学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学的演变，这些理论也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宋明理学的理论构成中，以心性论为最难掌握，理论难度最大，它是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
人性论和修养论为一体的思辨性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心性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儒家伦理与思辨哲理相结合；以己意说经，经学形式与性理
学内涵相结合；融合儒、佛、道三教，而以儒为主；联系社会发展实际，求实、求理，重躬行践履；
重道德理性的价值，强调道德自律，相对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突出治心之学，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
动性，相对忽视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等。
这既是宋明理学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理学的本质和个性，从而与其他思想学说区别开来；又在一
定程度上吸取和借鉴了佛、道等诸家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互补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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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特点，作为现代新儒学“源头活水”
的宋明新儒家心性之学的学术专著。
宋明理学心性论以儒家心性伦理为本位，吸取佛教的心性本体论和道家、玄学的自然人性论，并结合
时代的要求，加以创造性发展，集心性伦理与心性哲理于一体，使中国哲学及其心性论的发展走上了
一条注重道德理性，突出主体思维，重视哲学思辨，强调内省修养，贯彻日用实践，培养理想人格，
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人性论、修养论为一体的发展道路，并影响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方
向。
该书是客观、系统研究宋明新儒家心性之学的力作，亦是了解宋明理学及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重要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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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北宋理学心性论　　概说　　北宋时期，理学思潮兴起。
为解决唐代佛教盛行冲击儒学，削弱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带来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的局面，理
学家们在批佛的基础上，又吸取了佛教心性论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某些思想资料，继承并改造、发展
了传统儒学的心性论，把儒家心性伦理与思辨心性哲理相结合，并根据时代的需要给予批判性的总结
和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一系列重要命题。
它对整个宋明理学各个不同学术流派的心性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的心性论是在北宋理学心性论
基础上的深化、展开和发展。
　　邵雍在继承孟子心学、借鉴道教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心为太极，，的思想，开宋代儒家心
学之先河。
邵雍的心性论偏重于对心的论述，尚未把性提升为宇宙本体，也未注意把心性联系起来展开论述，这
表明其心性之学还不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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