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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在冲突中封闭，我们在冲突中开放，我们在冲突中矜持，我们在冲突中对话，我们在⋯⋯“我们
是谁？
”罗蒂这样问，以终结一个“我们是什么？
”的“传统”。
“德性之传统”如何？
麦金泰尔如是探究──即便此“传统”在“我们是谁？
”的笼罩下。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如何抒发我们的情怀，蒙培元先生的《心
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中西哲学的冲突中，我们或封闭，或开放，或矜持，或对话，而开放与对话，则成为时代的主题
。
前人于此已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心”论。
然以“境界”为“‘意义’的‘觉解’”，以“道德心”为“创生的实体”，所谓“意义”、所谓“
实体”，是什么？
“意义”是否是西方近代逻辑分析哲学的“意义”？
“实体”是否是康德实体论的“实体”？
或不尽然。
这种中西哲学“相互阐明”的范式似乎已发挥无余蕴矣，也许该回过头来，冷静想想，“传统”留给
“我们”什么？
   以心灵哲学为情感哲学，以超越为心灵的自我超越实即情感的提升与超越，以境界为“心境”实即
“情境”，这些提法本身就富有极大的挑战性。
所谓“挑战性”，自然是指对以西方哲学来解释“心灵”、“情感”与“境界”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
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挑战。
而作者本人对或重心“情”或主心“智”、或谈“境界”或论“实体”这样的中西哲学的义理架构上
的重大区别的深切感触，也颇发人深思。
情感是心灵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情感的自我提升、自
我超越所臻的境界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落实的重要途径，是本书在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中所提供给我
们的重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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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情感哲学说到底是价值哲学，情感需要是价值之源，情感态度是价值选择的重要尺度，情感评
价是价值评价的重要依据。
任何价值哲学都离不开主体的情感因素，包括真理价值与科学价值。
西方哲学有一种爱真理、爱科学的价值传统，其实这也是由情感需要和态度所决定，并不是与情感毫
无关系。
但是在以知识为价值的传统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纯粹理性与价值中立的观念，并且把情感因素看成是
负面因素，而它所谓情感正是“私情”。
这样，情感问题则留给宗教去解决。
从“知识就是价值”到“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理性被推到工艺技术方面，产生了近代工业社会，而
新教伦理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韦伯理论)。
西方宗教虽然一直维系着价值之网，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对
于上帝的信仰越来越淡漠了，现在则出现了所谓“精神失落”的问题。
中国哲学似乎没有遇到科学、宗教分家的问题，但是自从进入近代以后，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其实，中国传统哲学也是求真理的，但不是西方式的科学真理，而是人生的真理，也就是意义和价值
真理。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称之为“意义”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见《三松堂自序》)，
还有许多新儒家也持类似看法，这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接受上帝存在的观点，但是要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就是解决“终极关怀
”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宗教精神。
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不同于宗教信仰，倒不如说是宗教体验。
这正是情感哲学所包括的问题。
随着西方宗教的发展，公开论证上帝的存在已经很困难，于是出现了宗教心理学，用宗教体验说明宗
教的本质，这自然是一个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早就讲宗教体验了(这决不是什么“一切古已有之”)，只是中国人所讲的，既不是宗教
，也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既是体验之学，它的智慧也就是与体验相联系的人生智慧，情感问题始终是它所关注
的重要课题。
无论美学体验、道德体验，还是宗教体验，都离不开人的性情。
理学家认为，仁是心之本体，但必须通过“灵明知觉”包括情感活动才能实现。
王阳明说，良知是“心之本体”，能“知是知非”，但又说良知是“真诚侧怛之心”。
“真诚恻怛之心”不是别的，就是真实无妄的道德情感，是一种情感意识。
直觉作为“本心明觉之活动”或“作用”，必须与情感活动相联系。
而不仅仅是“智”的活动。
良知是一种“知”，它能知是非善恶，但是这种知既不是逻辑推理，也不是孤悬的“体知”，它是在
应事接物、“酬酢应对”中实现共知，这里情与理是合一的，而不是二分的。
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觉”、“明觉”、“灵明”，并不是单纯的知性范畴，它还包括情感活动、情感
意识。
如果讲心体、性体的“呈现”，那么，这个性“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否则“喜怒哀乐未发
谓之中”、“发面皆中节谓之和”如何理解呢?“性情体用”之说又如何理解呢?    正因为“知德”便
能“知命”，因此，人需要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到人的存在价值。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此亦说明，人是德性主体，“天命”的绝对普遍性就显示
在人的生命存在之中，人的生命因而便具有道德价值和意义。
这里所说的“知”，不是横向的对象认识，而是纵向的存在认知，即对天命之德的自我认识。
这就是“据于德，依于仁”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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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德”和“修德”是相互联系的，仁德之所以成为境界，不仅靠知，而且靠行。
正因为如此，孔子很重视“修德”，并以“德之不修”为忧。
境界的提高，需要修养和实践，不只是“知”的问题，所谓“致远恐泥”，就是不要只作形而上的玄
思，而要在最切近生活的地方去思考，这就是“近思”。
    现在再回到，“下学而上达”，就不难理解，它并不是达于天庭，也不是达于形而上的观念实体或
精神实体，而是达到与“天德”合一的境界。
这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也是一种最高的“知”，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知仁”。
它虽然需要生活经验知识，但又超越了经验知识，它是一种真正的超越，也是一种自我实现。
    这一点，从孔子总结他一生修行过程的著名谈话中看得很清楚。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渝矩
。
”（《为政篇》在这六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知天命”，这是真正的“上达”。
只有实现了这层超越，才有后来的“耳顺”。
也才有“从心所欲不渝矩。
”就是说，只有经过“知天命”，才能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
这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心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境界。
“从心所欲”决不是指感性欲望，也不是为所欲为，毋宁说是意志自由。
这所谓“自由”，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或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是心灵意志与天命、天德的合
一。
在这里，主观与客观达到了统一，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达到了统一。
这个“矩”既是客观普遍的，又是自我决定的。
    “欲”和“矩”的合一就是境界，是心灵所造之境，不是客观对象，也不是对象认识。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
仁就是最高境界。
这个“欲”与“从心所欲”之“欲”是完全一致的，也说明“从心所欲”是有定向的，不是随心所欲
的。
孔子直接谈“心”的地方并不多，但他所说的“欲”，就是道德意志，是以实现仁德为目的。
孟子曾引述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
’唯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操舍存亡”之心，当然是德性之心即仁心，不是认知之心。
“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则是说明心的功能与作用，其中包括认知功能。
    人虽然各有其性，但“性各有分”，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人的直曲又是有限定的。
这里所说的“分”，又叫“定分”。
人与万物的不齐，是“自然而然”被决定了的，是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原来如此的，他的地位也是被限
定了的。
这个“定分”也可理解为性能，它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无所增亦无所减”。
因此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去实现所谓自由。
这个“定分”对人而言，就是一种界限，凡在这个界限之内的，都是“性分之内”的事，超出这个界
限，就是“性分之外”的事。
在“性分之内”，可以“各任其性”，充分发展；但在“性分之外”，便不能有所期求，因为在这里
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这样看来，郭象所说的“性分”，似乎具有两方面意义。
一是“自性”所具有的限定性。
任何人的自性由于是独立的、个别的，因而都有某种限定，不可能是绝对普遍的，就这个意义而言，
任何人的自性都是在内的，不是在外的，只能求之于内，不能求之于外。
但这种限制只有空间的分别，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实际上是指存在者的有限性。
二是环境所造成的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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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象看来，人的存在虽然是独立的，但并不能离开一定的环境，人来到这个世界，就遇到环境的某
种限制，这种限定性也是由“自性”所决定的，因而也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一点上，郭象具有传统哲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即把人的启由限定在性分之内，不能超出性分之
外。
这一点似乎不同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及其存在者，是完全开放的，限定不在于存在者本身，而在于“在场”的环境。
    一般而言，王阳明和其他理学家一样，承认人心人性来源于天，即来源于自然界。
这是“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前提。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源，⋯⋯已与天为一。
”(《传习录上》)己与天之所以能够“为一”，就因为人性来源于天，而性与心是合一的。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说，显然不是王阳明思想的全部，更不是王阳明思想的特质所在。
王阳明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良知本体论。
在他看来，心之本体就是性，就是天，这里的关键在于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也要心来安排，心是真正的主宰者。
    理学家普遍讲宇宙本体，在王阳明看来，心就是宇宙本体。
“心是天之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
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
”(《传习录下》)他一方面说，“天是性之源”，另方面又说，“心是天之渊”，这是不是矛盾的说
法?不是。
这种天人互释的说法，不仅是不矛盾，而且反映了王阳明心学的特点。
    所谓“天是性之源”，是从宇宙论上说，这一点王阳明是清楚的。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心人性来源于自然界，这一点与所有理学家没有原则区别；所谓“心是天之渊
”则是从本体论上说，这一点正是王阳明的特点。
他认为，心才是宇宙的本体，但这所谓本体，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具有无限创造性的根源。
这里所说的创造，也不是创造世界的意思，而是能创造出世界的意义，或赋予世界以意义，换句话说
，世界的存在靠心而获得其意义。
如果离开心，世界便无意义，无意义的世界便等于不存在，或者是一个僵死的、不知为何物的世界。
    关于世界“存在”的问题，王阳明确实赋予了主体性原则，从“心”出发，透视世界。
但这决不只是“存在”的问题，而是“存在意义”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存在”问题，都与意义有关。
)“意义”当然是对人而言的，至于天地万物本身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王阳明提出以心为天地万物之“渊”，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真正说来，人与世界是一种价值关系，不是认知关系，所谓“天人合一”，不是建立在对世界的客观
认识上，而是建立在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体悟之上。
在王阳明看来，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自己的心灵。
人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不仅要为自己做“主”，而且要为天地万物做“主”，这样才能显出人的主
体性来。
人之所以能自我做“主”以至为天地万物做“主”，就在于他有良知。
良知不是别的，只是一个“灵明”。
    所谓“灵明”，一般指知觉，但又不止于知觉。
如果说知觉是指“视、听、言、动”之类，那么，良知“灵明”主要是指“那能视、听、言、动的”(
《传习灵上》)，也就是所以能够知觉者。
朱熹将所以能够知觉者称之为性，称之为理，是形而上者。
王阳明则称之为心，为良知，为“灵明”。
那么，心之“灵明”即良知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这就涉及到“心本体”的涵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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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这是一本讨论中国哲学的著作，取名为“心灵超越与境界”者，发近日之所思，述累年之所想，
以为能体现中国哲学之精神意蕴也    心灵之学，各说一词，境界之论，亦无定说，先贤所见，启我者
多，然既有所取，亦有小议。
至近世更有以心灵等同于“心智”者，此则诚所不能苟同也。
今以一得之见，奉献于读者，不为“标新立异”，但求与读者共勉也。
    书分五编：总论，诸子，玄学，理学，当代新儒学。
本应写进佛学一编，因学力不继，精力有限，未能如愿。
(倘有余力，可望补上。
）总论以述其同，分论以别其异，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概而论也。
述同者，随题而发，不求系统，只在阐明中国哲学普遍关心之问题；别异者，举其代表，不求详备，
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也。
心灵哲学之现代意义，亦所关心，即辨古今，时有议论，当与不当，则付之公论耳。
    书末附有小文两篇，与本书题目有关。
其中《主体·心灵·境界》一文。
略述近年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历程，或有助于说明，何以探讨心灵一类之问题也。
    人类有共同之本性，人生有共同之问题，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之方式，确有
不同，此即所谓“大同小异”也。
回答此类问题，非吾所能，唯所望也。
                                                    蒙培元                                            199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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