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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皇朝国势不振，演至明末甚至有非常黑暗的
情形。
但明代又是整个社会近世化最为广泛、最为迅速的时期。
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不断增长，市民生活成了整个社会
注目的中心。
明代的科举考试在历史上最为典型，在科举的推动下，理学以前　　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佛教道教疲敝已甚，不得不附儒学骥尾以求生存。
在佛教道教内部，三教统合的趋势十分强劲。
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明代哲学的形态，使它呈现出不同于前朝的独特面貌。
　　明代学术的主流是理学。
明代理学的一个特点是理气论的褪色，心性论成为思想家的学说重心。
这是因为，经过宋元诸大儒的推阐，理学发展到烂熟，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性学说，探究万物的终极
实在已经变成了实证问题而逐渐居于人们视域的次要位置。
理气问题已经没有多少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
而心性问题代表着哲学家对人的本质、对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根本理解。
特别是在佛教道教与儒学经过长期的互相吸收、冲突、融合，已经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之后，心性
问题更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另一方面，明代经学极敝，经学与理学分途。
经学在新的方法、新的社会需要确立之前，已经很难再有发展。
科举的影响使义理之学牢牢占据着思想舞台的中心，而义理之学的创新和发展在于心性体验。
心性论最能体现一个思想家的根本识度。
从思想方法上说，理气论是把描述对象作为一个在心之外的存在系统，用的是主客二分的方法；客体
本身的法则，客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仍是在我之外的。
心性论则不然，它指向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作为主体境界的投射物已经打上了主体的烙印。
理学所谓心，主要不是理智主体，而是理智、直觉、体验、觉解等的综合体，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不
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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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用的方法，是在全面阅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先确定被研究、被描述的思想家的问题域，然后
找出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全部概念范畴；依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以中心范畴为纲，构成一个概念范
畴的框架；理出这个框架中的逻辑关系，然后将这个框架依照其逻辑顺序叙述出来；在这一程序中，
重点对这个框架中主题概念的形成及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加以说明。
本书以揭示被研究者的思想本身为主要任务。
本书有专章叙述佛教、道教哲学及天主教传入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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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端提出此点，正是要突出理为形上根据、为形下之动静的所以然，理是绝对的、能动的（非形
下之位移），具有主宰、统御、支配具体事物的现实活动等功能，实有深刻的意思包含其中。
这一问题在曹端思想中盘旋日久，而又关系重大，故曹端对于此问题的辨正名“辨戾”，并且说他自
己“经年累岁，无所折衷，以告夫同志君子云。
”（《辨戾》，《太极图说述解》第3页）曹端关于太极动静的思想，基本上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
》相同。
他之所以指出《朱子语类》中某些表面上与《太极图说解》不一致的地方，意在突出理的绝对的能动
的性质。
他的《太极图说述解》基本上用朱熹的观点，有些解说直接套用朱熹的注语。
夸大曹端与朱熹思想的相异之处，是不适当的。
二诚与性命诚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先秦重要典籍《孟子》和《中庸》对诚有详细的讨论。
周敦颐《通书》把诚放在根本地位，认为诚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本质特征，诚同时是宇宙本体，是
万物赖以开始的根源，也是万物在宇宙运化中完成自己的过程。
诚是绝对的善，因为诚是万物资始资生的根据。
周敦颐对诚这一范畴的发挥为后来诸多理学家所本。
曹端述解《通书》，以诚为理，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本质，他说：诚者，实理而无妄之谓，无所赋
，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然气禀拘之，物欲蔽之，习俗诱之，而不能全此者众。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
诚即所谓太极也。
（《通书述解》第3页）周敦颐根据《中庸》和《易传》，以诚为宇宙本体；曹端根据程颐、朱熹，
以诚为理。
这一转换，抽去了宇宙本体的丰富义涵，如大化流行的过程，大化流行中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自由
精神，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精神，天地万物活泼泼的生意等，只剩下宇宙本体的运行法则，宇宙
万有的具体规律这一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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