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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传统深厚，诸家义理丰富多端，而思想有流变，不是无端而来，知其来处方知其去处，即有
溯本归原的必要。
本书纵线专就环绕一核心观念而开展对中国哲学问题的讨论，横向则广摄各家学说，分别其方面，种
类与层次；[导论篇]包括原理、原心、原名、原辩、原言与默，原辩与默、原致知格物、原道、原太
极、及原命等诸文，一一皆可作为进入中国哲学义理世界门户。
由[导论篇]再进，专就中国哲学核心观念性而论，即成[原性篇]；盖命不离于性，及就人之面对天地
万物，而能有其理想，生出中国哲学广大之价值世界者，必因其性之义而起也。
    本书之写法独特，唐先生言之为即哲学史以言哲学。
唐先生反对无据而妄臆，盖古人之言，不能仅执一端，否则必造成不可解的冲突；而应就其所当之义
，分疏条列，使之各得其位。
顺是，唐先生把历史上中国先哲言人性之种种理论次第展示，以寻求其本原之义，还其普遍永恒之价
值，以寻求皆一一融和于一广大的义理世界之可能。
本书就是以中国哲学烙主要观念作为线索，足见唐先生对哲学问题思考之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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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复性命之情之生活意义由此再回到庄子本文，则于庄子所谓去性而从于心，为德之下衰之义
，即不应难解。
庄子所谓丧失其性之本义，即不外言人之心知冒过其当下之所遇、所表现，而欲凭借之以有所预谋，
并生一机心，冀得其所不能必者之谓。
此预谋而冀得其所不能必者，一方固出自期未来之定如今所期之成心，此成心即欲封闭未来世界其他
一切可能，以归于我所预谋之唯一可能者。
此即一其杀若秋冬之心之杀机。
在另一方，则人于此又未尝不知此未来之实不可必。
知实不可必，又必欲必之，则人欲趣欲舍，“趣舍滑心，使性飞扬”（天地篇）之机心，乃起伏顿挫
，而吾人之心，乃忧虑不已，亦摇荡无已。
此中，不仅人求名求利之事，足致此心之忧虑摇荡无已。
即本此预谋之心，以为仁义，救天下国家，亦将同不免于此忧虑摇荡之无已。
故庄子骈拇篇日：“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吾人若会得孟子即恻隐羞恶言仁义之旨，则仁义实是人情。
彼仁人君子有终身之忧，而忧以天下，亦出自其之仁义之情，而此忧亦不容非议。
然此仁人君子之忧以天下，必亦乐以天下。
乐以天下者，乐此忧之出自性情而不容已，乃自知其当忧，亦自安于其忧者也。
终身有天下之忧，而必自尽其力，以为其今日之所当为，为其今日之所能为，而又实无必得之念，则
此忧盖亦非庄子之所能非议。
然人在道德生活中，亦实有出自预谋思虑，而求必得此仁义之忧虑。
是则依宋明儒学之发挥，亦只能说是一私欲。
此则正为庄子之所讥者。
此忧虑虽在求必得仁义，与小人之忧虑在求必得利，士之忧虑在求必得名者不同，然其为向外驰求，
“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徐无鬼），欲以无有为有，使人心摇荡，亦使“性之动”，徒
从心知而外徇外驰，而其所“为”皆“伪”，以失其当下之性命之情，则一也。
今吾人更当问：庄子所谓复其性命之情者，其生活状态毕竟如何。
是否上文所谓“若愚若昏”、“不闻彼而自闻”、“不见彼而自见”，即真为一“塞耳杜目”更无容
动色理气意，恶欲喜怒哀乐，去就取与知能之一切表现，而只宅心于“不形”、“无端”、“游心万
物之始终”之无万物处，即为“玄德”、“大顺”、“性修反德”而“复其初”、“同于初”，而“
自得其得”、“自适其适”乎？
或者人必返于马蹄篇所谓上古“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同乎无知⋯⋯同乎无欲”之‘“
素朴”，“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之原始生活，乃为复性命之情乎
？
若果如前者，则复性命之情者，实应归于一耳无闻、目无见、而一无所为，只念念在混沌之真，而与
之终身不离者然后可。
此则与庄子言无为而又言无不为之言，明相矛盾。
若果为后者，则唯在上古至德之世之民，乃可言不失其性。
今与昔既异世，今人将永无复其性命之情之望矣。
则庄子所说为真人至人者，如鲁之兀者王骀之类，何以亦见于春秋战国之世？
故吾人对庄子所言，必须谋一善解。
盖庄子所谓若愚若昏，必非实愚实昏。
其所谓不闻彼不见彼，应非耳目无闻无见，此言之关键，应在“彼”之一字。
人固不免有见有闻，然人尽可见所见、闻所闻，而不以所见所闻为彼。
所见所闻者，若皆在当下，即为此而非彼；则人之见所见闻所闻，即自见自闻矣。
此中唯在人缘此所见所闻，而另有所思虑预谋寻求者，方得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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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作者继对中西文化问题深入反省之后，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心性理论研究的成果。
此书被看作中国哲学人性理论的发展史。
其与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堪称当代学术之双璧。
全书以纵贯的方式，由性之原义和性论之起源一直叙述到清代儒学的心性论。
在本书中唐先生以“性”之从心、从生，引出人性的自然生命以及虚明能动二重性。
再引出中国人性的消长与互动，显现其非常机智与深刻的哲学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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