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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礼法始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解析传统社会背景下的礼法内容及其秩
序功能，始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者乐意浸淫其中的学术活动。
伴随着研究历程的延伸与成果的积累，“礼法学”也衍生为学者总括此门学问的称谓。
礼法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原生形态，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价值，而礼法学则是人们认识、研究古
代法律的学说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出于哲学史学者与法律史学者笔下的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蔚
为大观，然而如何立足于原生态的学术立场，以哲学的思辨、史学的方法、法学的视角辨其精要，析
其构造，仍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大琦君此著正是以此为选题，力图贯通各学科视野下的理学，穷源极流，钩沉索隐，感受并凸现程朱
礼法学，希望令“坚持儒家立场和思维方式的中国自己的法哲学”呼之欲出。
其著的立论起点为中国古代法为礼法一体，由此引伸出程朱礼法学这一命题，又在礼法学研究对象的
意义上，借用现代学术术语将其界定为“法哲学”。
作者通过辨析梳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著作并言论，探索了以程朱为核心的宋儒礼法学的思想体系
，以天道来源、人性依据、价值推理、回归天理四部分构成程朱礼法学。
全书的逻辑终点定位于天理循环中的礼法实践。
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是清晰的：提出有别于既往的礼法学概念，力求准确梳理出程朱礼法学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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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秉持儒家价值立场，遵循理学思维方式，通过对以程朱为干的宋儒礼法思想资源梳理整合，初步
建立了新儒家法哲学的框架，既是法哲学研究，也是新儒学研究。
程朱礼法学以天理为礼法之形上依据，以大理循环的礼法之开显路径，建立了以礼为秩序框架，以仁
为价值内核，以参赞化育为最终目的的法哲学体系。
　　在这个体系内部，理作为“形式因”，通过层层开显而由宇宙法过渡到人定法，作为“动力因”
由生生之机过渡到仁爱正义，天理与人欲的斗争形成了理一分殊的规池体系，而人作为实践主体，通
过存理灭欲、克己复礼实现人生意义和宇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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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大琦，男，1968年出生，辽宁铁岭人。
法学学士、文学硕士、法律史专业博士。
曾为地质队员、企管、个体商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太原市中级法院审判
员、太原科技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实务、法律史、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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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明之际还有一些不属于理学或基本不属于理学的其他儒学流派，其中有一些是理学的理论对手，也
应重视。
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王安石的新学和南宋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本书将在涉及它们的章节再做介绍
。
佛老二氏也是理学的主要理论对手，因其博大庞杂，本节无法介绍，也将在问题涉及时具体言之。
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理学是将传统儒学义理化的新儒学，时跨宋、元、明、清四朝，主要
思想家集中于宋、明两代，二程一朱熹理派一系是其中主流。
元明二代，由于统治者的倡导，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明朝中后叶，陆王心学在学术上兼收了气派、性派的一些思想，异军突起，压倒理派，但并未取代理
派的官方地位。
气派、性派由于缺乏学术传承链条等原因，理论不如理、心二派完整彻底，当时影响不大。
但在现代被学者重视，地位有升高趋势。
本书以程朱的体系为宗，同时，各派的真知灼见，凡能补充进程朱体系之中的，都在本书试图引据之
列。
第二节 理学的逻辑体系古人曾经将理学的概念、命题汇总编纂过，①今人也曾总结出概念59个（组）
、命题147种。
②理学的观念、范畴既繁多，理学家们的理解之间又多少有些差异，将其梳理清楚十分不易。
当代研究多按思想家的人头来统领观点，蒙培元先生的《理学范畴系统》独能打破人头、流派界限，
按全部理学逻辑体系展开论述。
①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以哲学问题为纲，将古代哲学系统化。
②本书借鉴蒙培元先生范畴研究的方法和张岱年先生的以问题带体系的方法，在宗主程朱的前提下，
围绕理气、理欲、心性、仁礼核心范畴，将概念、论题按逻辑关系，组合在一个大框架下介绍。
为叙述方便，编排为本体论、流化论、人性论、实践论四个部分。
一、本体论本体论探讨的是现象世界的终极依据问题，也称之为形而上学。
古人曾经用“天”、“命”、“道”等各种名词称呼万物之本，其中“道”这个词最为通行，《易·
系辞》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又日“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儒家形而上学或日道学的
最早源头，可见，道之学说是本体及其流行规律之说。
但《易经》也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古代的“道学”也并不属儒家专有，探讨形上问题之学皆可被笼
统称为道学。
老子对“道”进行的探讨可能更为深刻，其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
”③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②先秦对道的追问止于此，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易经》的“道”太简单，老子的“道”还是摆脱不
了物质性，这样的回答是在说宇宙衍生过程，对本质问题语焉不详。
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将本体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出现了“无”、“空”、“般若”、“阿赖耶识”
等概念，宋明理学在消化佛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并最终以明确的“理”的概念取代了模糊的
“道”的概念。
理学历史中，周敦颐最早提出了“太极”的本体概念，他的《太极图说》说：“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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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一阴阳也。
太极本无极也。
无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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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庸》日，“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余不敏，于困中知之。
我辈虽然未像文革初期入学的一代兄长们学业全废，但的确没有学习儒学的机会，即使天资聪颖，想
学而知之亦不能。
学倒是没少上，学的却全是不适合自家生理特征的海外武功。
在我“所见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儒学几乎是毫无例外的缺场——其他诸子也不例外。
各种主义及其被其武装起来的人们斗的热闹，却不见国学参与其中，这倒是像极了日俄战争，在中国
的土地上厮杀的两群人谁也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谁也不代表中国人的血统。
被殖民乎？
已亡国乎？
蛇乎绳乎，搞不清楚。
年少时唯一的一次对儒学的感性记忆却是在文革时，那时我作一名光荣的红小兵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
——此即余之儒学启蒙也，这次儒学倒是在场了，可惜连正式的反角都算不上，只是个陪绑。
陪绑是陪绑，也比“烈士”强，回忆那些被这个主义打倒的斗士，为那个主义的献身的青年，现在的
感觉就像看到鲁迅文章中那个给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人砍了头的好汉（或者是给日本人做间谍被俄国
人斩了首的英雄）。
不知当时那个好汉是否也像“所见世”的热血青年一样死得慷慨激昂，临难前大义凛然，高喊两声：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说到这里，不由得要借古人的话感慨两句，唐朝罗隐诗问日：“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
”《红楼梦》有诗答云：“甚荒唐，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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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朱礼法学研究》为新儒家法哲学开山之篇，宋明理学接续之作，借理一分殊之休系，扬秩序重建
之宗旨，庶几于西学法理独占之坛为祖先争回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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