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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明理学分系的专著。
以“复性”为主线，以性论为中心，阐释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认为以性为本的思维不但是湖湘性
学的基本观点，而且，是理学之所以整合为一体的关键，理学的“全体”与分系、一性的通贯与四系
的并立本来相互发明。
其重要特点表现为在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宋明理学既有二系、三系、一系说的基础上，新创道学（程
朱理学）、气学、性学和心学四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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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世健，男，1955生，四川仁寿人。
哲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
出版《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哲学范畴丛书·变》、《善恶之：胡宏·性学·理学
》、《（馗书）选注》、《儒家的天论》等多部专著；主编《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
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等教材。
兼任《中国哲学史》副主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顾问，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
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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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欧阳修的性不必究善恶　　欧阳修（1007-1072）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兴趣主要在文
学和史学，哲学思辨本来不是他的长项。
但他不满意佛教思想对儒家、儒学的侵蚀，而奋起反佛，成为与韩愈并列的儒家反佛最突出的代表。
韩愈反佛的法宝是仁义，欧阳修则变为礼义，而不论是仁义还是礼义，都是与性善论不可分的。
所以，对儒家性善之说的不彰，欧阳修深有感触地说：　　甚矣，人之性善也！
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　　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　　
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
①　　佛教对民风的引领作用在于佛之劝善，受此刺激，欧阳修从最初所持之苟子的性恶说，转而走
向性善。
　　但是，欧阳修之言“性善”，中心在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并没有为性善说做正面论证
的意图。
原因在于，欧阳修虽然也看到了儒家“罕言性命”，但不是如同刘禹锡那样以为是儒家理论的缺失，
而是正相反，认为这正是圣人深意之所在。
所以，他实际的立场是儒者不必究善恶。
　　其时有朋友李诩作有《性诠》三篇送与欧阳修质正，自称其说不差于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诸
子之论性。
欧阳修并不认同李诩的见解，因为“性”在他不是一个需要急着去探究的范畴，而世人畅言性，反倒
是值得担忧的：“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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