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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一浮思想研究——以性命与六艺为中心》从马一浮儒学的基本观点“六艺赅摄一切学术”所存在
的疑难入手展开分析、思考、研究，最终确定马一浮儒学的中心问题式是用原始儒家作为理想人生境
界构架的内圣外王之道重建和发挥宋明儒学指向天人合一道德理想的性命之理。
马一浮重建性命之理的目的是想用儒家本有的学理解决当时中西文化冲突中知识学术与道德学术的矛
盾，其办法是用原始儒家六艺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构架直接把一切知识学术与道德学术
统摄起来，然后又以六艺之学为教来教人体证宋明儒学的性命之理，由此在人生实践中间接地把作为
道德学术本体的性命之理引入知识学术，最终实现以德率知的人生境界。

《马一浮思想研究——以性命与六艺为中心》写作目的即是根据马一浮儒学的中心问题式把马一浮用
“六艺赅摄一切学术”这一思想观念重建宋明儒学性命之理所针对的时代课题、所体现的具体思路、
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这一重建过程所表现的最终发展方向具体展现出来。
本书由李国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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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红，男，汉族，1970年1月生，甘肃省庆阳市人。
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哲学流动站出站博士后。
现为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甘肃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
从事儒释道三教文化学术研究，有多篇论文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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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自性为立教之本 马一浮的思想深受佛教影响，在总的思想倾向上显示出明显的援佛
人儒。
这表现在他阐发儒教心性义理时对佛教心性义理信手拈来做我注解，无不相应，而且公开主张儒佛会
通，认为在义理境界上佛教大乘所阐发的心性义理与儒学的最高义理只是名相上不同，实质上是一样
的。
在此前提下，他接过禅宗的话头把人生的一切归结为自性。
在他看来，世人之所以在精神生活上感到胶着扰乱，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一切痛苦和烦恼，是因
为跟随顺从自己的习气，不认识自己本来的自性。
“世人所以胶胶扰扰，虚受一切身心大苦者，皆由随顺习气，不识自性。
”显然这里的自性是指禅宗所指认的作为人们本来面目的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作为人们本来的真
生命，是不存在任何的痛苦和烦恼的。
而人们之所以在自己的生命中遭受痛苦和烦恼，是因为本来的自性清净心在后天生活中受到污染而被
遮蔽，形成对本真生命的自我遗忘，发生颠倒错觉，认受污染的自性清净心为本来自我，从而自作自
受身心的痛苦和烦恼。
 马一浮这里显然是混同儒佛。
在佛教中与禅宗的自性清净心相对应的是烦恼，烦恼是自发的情绪感受，与善恶分别无本质的关系。
在佛教禅宗看来，恶的情绪固然是烦恼，善的情绪亦是烦恼。
因此，烦恼一词在外延上比习气一词要广。
马一浮在这里用儒家习用的习气一词作为人们痛苦和烦恼的原因，显然是文不对题。
习气在儒家又称习性，是与人们的先天德性相对应的名词。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而人们在后天的现实生话中之所以有恶发生，是因为人们随顺习气去行动，把习
以成性的性作为自己本来的人性，而背离了自己本善的德性。
因此在儒家习气必然是恶的，人们在行为上的恶行及其带来的对身心不利的后果是因为人们随顺习气
所致。
在儒家随顺习气必然导致恶行，然恶行在后果上只是外在的为人们的身心生活带来痛苦和烦恼，然这
种外因后发的身心上的痛苦和烦恼在当事人不是内在自发的情绪，而当他正在行为时在情绪上或反自
以为是、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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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一浮思想研究:以性命与六艺为中心》写作目的即是根据马一浮儒学的中心问题式把马一浮用“六
艺赅摄一切学术”这一思想观念重建宋明儒学性命之理所针对的时代课题、所体现的具体思路、所包
含的具体内容及这一重建过程所表现的最终发展方向具体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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