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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与《日本的朱子学》是姊妹篇，同为朱谦之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所写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研究方面的
学术代表著作。
本书作者从儒学入手，将作为日本私学而与当时日本官学朱子学对立的日本古学及阳明学，置于日本
儒学发展的整体视野，在充分把握第一手典籍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对日本左学派和阳明学代表人物思想的梳理、介绍，来系统考察宋学对日本思想、特别是对近世
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从而较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古学派和阳明学派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本书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日本哲学的典范，出版之后即受到日常学者的高度评价，很多章节都被
译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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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先生做人的最在特点是为人正直，胸襟坦白，待人诚悬，他一生中同许多名
人有过交往，其中既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社会名流，还有著名学者，以及后来
倒了毒运的人，但他却淡泊于名利，宁静而致远，一心做学问，从不附炎趋势。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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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因为性与教“两者犹车之有两轮，相须而不可相无，然性本相近，而教之功为大矣。
南山之竹，不揉自植，性之善也；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则其人之深也，教之功也。
若不羽不镞，则一片竹条耳，何所成用?其百发百中，善射隼于高墉之上者，皆羽而镞之之功也。
此《论语》之所以专以教为主，而《孟子》发扩充之说也”。
所谓“知性而不知教，则陷于虚静，佛老之道是也；知教而不知性，则泛滥无统，荀子之学是也”。
因此仁斋于性、道、教三者并重，而先讲道，次言教，再次言性。
道者本来自有之物，不待有人与无人，性则天之赋予于我，必须有我而后有性可言。
仁斋的社会哲学以人性为基础，即从个人的自我出发，从此火燃泉达，扩充以成仁义礼智之德，以求
达到最高的王道境界，这就是仁斋的理想社会。
    仁斋批判宋儒的人性论，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宋儒名为尽性，实未知性。
宋儒说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以性为学问的全体，名圣人之学为性学，其实和禅宗之名为性宗无异。
“孟子虽似乎专言性，然以仁义为本，而专以性善明之，其意以为性善故能居仁由义，若使人如犬马
之性焉，则决不能居仁由义，其所说扩充存养之功即教也。
宋儒见尽性二字，便以为尽性之外别无学问，殊不知尽己之性，固无出己之性外，及乎尽人之性、尽
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焉，则不可谓之尽己之性，性非学问之功何?”仁斋所谓性，是人在万物之中
最灵而异于万物之性，是活物不是死物，所以尽性要有一段扩充存养的功夫。
    第二，宋儒以性为理，其所谓性善，毕竟落于无善无不善之说。
伊川说：“性即理也”，朱熹《集注》云：“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即
性即理也之谓也。
”仁斋批判他们“夫有迹之可见而后谓之善，若未有迹之可见焉，则将指何者为善，既不有恶之可见
，则又无善之可见，故虽曰浑然至善，然实空名而已”。
而且“谓性之善，在于未始有善恶之先，则是求吾身于父母未生之前也，最非儒者之理”。
    第三，宋儒有复性复初之说。
“《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晦庵取之以为《诗传序》起头，以
为真合于圣人之理，而不知本出于老子之书，而与圣人之道实天渊南北矣。
⋯⋯先儒用复性复初等语，亦皆出于庄子。
盖老子之意，以谓万物皆生于无，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静，形既生矣，而欲动情胜，众恶交攻，故
其道专主灭欲以复性，此复性复初等语所由而起也。
儒者之学则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苟有养之，则犹火燃泉达，不能自己，足以成仁义礼
智之德，而保四海，初无灭欲以复性之说。
先王所造之道，实际即是礼乐刑政。
    道者统名也，举礼乐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离礼乐刑政，别有所谓道者也。
如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如武城弦歌，孔子有牛刀诮，而子游引君子小人学道，可见已。
孔安国注道谓礼乐也，古时言语，汉儒犹不失其传哉。
    凡所谓道者，皆指先王之道而言之，故皆兼礼乐刑政之属以言之也。
学道行道，“道行于天下”，“邦有道”皆是也。
“志于道”，谓士志于先王之道，而欲有之于身、以行于天下也。
“大学之道”，“生财有大道”，“有絮矩之道”，皆谓先王之道散在一事者也。
“人之道”，谓先王之道在人人者也。
“天下之达道者”，谓先王之道通天下贵贱贤愚皆得行之者也。
礼乐刑政也就是术，所以先王之道，古称为道术。
    先王之道，古者谓之道术，礼乐是也。
后儒乃讳术字而难言之，殊不知先王之治，使天下之人日迁善而不自知焉，其教亦使学者日开其智，
月成其德，而不自知焉，是所谓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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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崇四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之谓也。
如后世所谓格物穷理、克治持敬，其意非不美矣，只其不学无术，事不事古，欲袭而取之，骤有诸已
，可谓强已。
    曰“获于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曰“生财有大道”，皆谓术也。
术者谓由此以行，自然不觉其至也。
如“民可使由之”，有此意。
盖先王之道皆术也，是亦特以其别言之。
又如诗书礼乐为四术，亦谓由此以学，自然不觉其成德也；及于后世，诈术盛兴，而后道学先生皆讳
术学，如荀子有大道术，《汉书》讥霍光不学无术，其时近古，犹未讳术学者可见也。
如曰‘要道’，亦要术耳。
在道术之中，最重要的是礼乐二者。
《论语征》云：    礼、先王所作遭也。
    大抵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礼乐是也。
    礼乐者德之则，而礼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礼尽之矣。
不知礼则无以立于君子之间，三代之世为尔。
故学礼则可以立也。
    盖先王礼乐之道，施于己则以此成其德，用于人则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无为之
化者，专在此焉。
道即是礼乐，也即是仁术。
    礼乐仁之术也，故君子学之则爱人，礼达而分定。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小人学之则易使。
孔安国曰：“道谓礼乐也”；汉时传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
    在这里所云“不涉人之意念而自然照是非，是谓良知”；这分明与《四言教》之第三句“知善知恶
是良知”相违，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解作至善，有善有恶之善解作气以下之善；以超越善恶之善
，附以至善之名，将至善之善和有善有恶之善分别开来，因此既可与阳明学根本概念的良知说相一致
，又可以避免虚无寂灭的批判，这当然是执斋的一番苦心，然如《四言教》之第三句所云，则此第一
句是否即指良知，乃成问题。
可见执斋的解说，还有讲不通的地方，把《四言教》之“无的辩证法”要想勉强讲成“有的辩证法”
，其结果就是如此。
    朱子晚年定论  《执斋书简》里有关于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按《朱于晚年定论》见《王
阳明全集》卷三《附录》，其序略云：“昔谪宦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
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疾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于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
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云云”。
又《与安之书》云：“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
，聊藉以解纷耳，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云云”。
自此说一出，朱学之徒，争出辨阳明之诬言，同时罗钦顺致书阳明，谓其所引朱子之文，并非晚年之
作，至嘉靖二十七年陈建著《学韩通辨》，更依据朱于作文年代指出晚年定论所引《答何叔京文》等
四篇，皆四十岁以前，未与陆象山会面时所作，《答张敬夫书》作于《论盂集注》未成之时，此外尚
有驳论数十条，疑及阳明的心术。
执斋《答或人问》中，也承认《晚年定论》中所载朱子文三十四通之中，有二三非出晚年，如《学薛
通辨》所云，然其他皆晚年之作。
依执斋《晚年定论》中杂以朱子壮年之作，这当然是阳明的错误，但只要晚年之作中所有思想合于朱
子本心，则同样思想即为壮年之作，也无害于阳明的本旨；至于年岁的壮晚，倒不是重要的问题。
执斋这种见解，当然是从朱王学的调和主义出发，来给阳明学作辩护，而实际阳明学自与朱子学之偏
重训诂记诵者不同，阳明所作《晚年定论》，取朱子所自言者来附会己说，未免专凭主观，是粗心大
意之作，而因此执斋的辩护，也就很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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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意必固我则非虚，非虚而见《四书》、《五经》，则一不可行焉者也。
心无意必固我则归乎虚，归乎虚则一可行焉者也，是以心贵虚也。
    功名富贵，锦覆陷阱也，心虚则能见以避之，不虚则视而不见，踏而死者不少矣。
呜呼虚哉虚哉!因此归太虚，在常人必须先变化气质。
    常人方寸之虚，与圣人方寸之虚同一虚，而气质则清浊昏明不可同年而语也，犹如贫人室中之虚与
贵人室中之虚同一虚，而四面墙壁，上下屋床，则美恶精粗之不同也；而方寸之虚者便是太虚之虚，
而太虚之虚便是方寸之虚也，本无二矣，毕竟气质墙壁之也。
故人学而变化气质，则与圣人同者，宛然偏布照耀焉，无不包涵，无不贯彻；呜呼，不变化气质，而
从事于学者，其所学将何事，可谓陋矣!    月之障乎树叶，而虽叶间漏于光，叶之当处遮了，乃似亏月
体而非亏焉，是可悟常人良知之障于气质，而隐见断患之义也。
故学不重变化气质，则良知虽存于内，焉能照彻于外也哉!只要变化气质，则心复归太虚之本体。
    开眼俯仰天地以观之，则坏石即吾肉骨，草木即吾毛发，雨水川流即吾膏血精液，云烟风籁即吾呼
吸吹嘘，日月星辰之光印吾两眼光之光，春夏秋冬之运即吾五常之运，而太虚即吾心之蕴也。
呜呼，人七尺之躯，而与天地齐乃如此，三才之称，岂徒然哉!宜变化气质以复太虚之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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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一、日本哲学从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以后，明治维新以前，其所传播中国哲学的各学派，基本上
是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其中也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日本哲学是日本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身
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哲
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对于日本哲学发生特殊的作用。
中国哲学是怎样传到日本的呢?约言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2世纪镰仓时代至16世纪中叶室町时代，当时武士以好禅僧而并接受禅与宋儒的思想。
镰仓时代乃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此时统治者需要带有封建性的宗教哲学思想，为封建统治者
服务；而对于不立文字直指单传的禅学，尤为欢迎。
禅宗直截简明，颇和武士的性格相合，武士驰驱于矢石之中，于生死不能无念；禅僧以主观唯心主义
的说教，提供武士以信佛即可得救的虚伪观点。
禅和武士道相联系，武士欢迎禅，也就并欢迎宋学，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时期是十七、八世纪德川时代，这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再编组，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所有关系崩
溃了，统一的“幕藩制度”由封建统治者的实力建立起来；这时代的特征，是以最大的封建领主即幕
府为中心，重新编组，各“大名”(诸侯)领地，以及微末的天皇、公卿领地，全部的管辖权则属于江
户幕府。
因为这时君临全国的是德川氏的“大君”，所以叫做“德川时代”。
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有一种统治的
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剥削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
当时享有特权的最高等级的封建贵族和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极盛的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
制度的文化力量。
中国传来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成为官学。
其后跟着有古学和阳明学的发展，成为私学和官学对立。
但无论官学或私学，基本上都是站在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立场。
官学是为幕府服务，私学则常为微末的天皇或公卿服务。
统计德川时代日本哲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即：    第一期，庆长八年——享保二十
年(1603—1735；明万历    三十一年——清雍正十三年)；    (家康、家光、家纲、纲吉、家宣、家继、
吉宗)    第二期，元文元年——天明八年(1736---1788；清乾隆一    年——乾隆五十三年)；    (吉宗、家
重、家治)    第三期，宽政元年——明治元年(1789---1868；乾隆五十    四年——同治七年)。
        (家齐、家庆、家定、家茂、庆喜)   在这里第一期是朱子学勃兴时代，第二期是古学隆盛时代，第
三期是阳明学和朱子学对立时代。
但即在朱子学之中，到了后来也有转变，如与阳明学发达的同时，有大阪的朱子学派，即成为“町人
”之学。
又独立诸学派也在幕末时代从儒学里翻身出来，不但发展了在日本起过重大影响的中国哲学优良传统
，而且接受了兰学；在捍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方面，给明治维新作了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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