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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山语录》为陆九渊的多名弟子所记汇编而成。
《语录上》为傅子云和严松所记，《语录下》为周清叟、李伯敏、包扬、詹阜民和黄元吉所记。
由于是多人记录而成，风格不一，又由夹杂了许多方言口语，以及一些没有头柄的话，使人读来不免
有摸不头脑的感觉，所以《象山语录》中许多关于陆九渊思想的材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
这次注释的《象山语录》，以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为临本，其中个别歧误处依据文义和陆九渊的思
想酌情加以改动，以使陆九渊思想能够更好地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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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九渊（1139-1193），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尝于江西贵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讲学，学者因
称象山先生。
陆氏为“心学”创始人，其易学思想构成了心学的根本内涵，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一位
重要人物。
　　《象山语录》在言谈之间涉及到广泛的内容，除了心学体系自身的概念、方法外，还包括为学的
渊源、任务等，既是心学建构的体现，也是心学观点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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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象山语录导读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曾讲学于贵溪应天山，并将应天山
易名为象山（《年谱》），由此又被称为象山先生。
陆九渊一生不重著述，留下的大多是往来书信、单篇杂著及语录等。
陆九渊死后，陆九渊的儿子将其论著编成《象山先生全集》，初为32卷，后陆续增加《语录》、《年
谱》等，成为36卷。
在明正德以前，《语录》系另行，尚未编人全集，但从内容看，它却较集中地、多方面地反映了陆九
渊思想的特征。
　　作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陆九渊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没有离开理学本身的衍化过程，事实
上他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对程、朱一系，特别是朱熹理学的回应；因此，欲把握其心学，便
不能不对其批评对象——朱熹哲学作一考察。
　　一、陆九渊心学形成的理论背景　　心、性关系是理学所辨析的重要问题，正是对心性的关注，
使理学常常被称为“心性之学”。
在陆九渊以前，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曾对心、性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在程、朱那里，心泛指一般的精神活动及精神现象，并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
二程说：“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
”（《二程遗书》卷十八）与身相对的心侧重于人类的本质，身则首先与个体的感性生命相联系。
主于身既意味着心的灵明知觉对形体的制约，又蕴含着感性存在对心的渗入。
　　心作为灵明知觉与感性存在的统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本然（本来如此的形态）。
从本然到当然（应当达到的形态），便涉及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
朱熹认为，心与理并不彼此分离：“心与理一。
”（《朱子语类》卷五）理与心的统一并不是指心与理彼此等同或融合为一，它具体展开为心具理：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
”（同上，卷九）所谓心具理，也就是理内在于心而主宰心。
具于心之理，也就是性：“理在人心，是之为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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