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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对玄学有很深的研究，以一日一谈的形式，用通俗的文字汇为成一本内涵丰富的玄学面
面观。
整本书分“十日”，各自成章，书证丰富，观点新颖，文字通俗，易懂且有趣味。
通过“十日”谈“名理、玄言和风度”、“从‘九品中正制’到《人物志》”、“王弼融通《周易》
《老子》的玄学体系”等等，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玄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的传统
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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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日 名理、玄言和风度——魏晋玄学的成因、发展及其特点第二日 从“九品中正制”到《人物志
》——一种阴阳五行的人物分类学说第三日 得“意”忘“象”——王弼融通《周易》《老子》的玄学
体系第四日 枉入红尘的“逸气”和“弃才”——竹林玄学及其名士风流第五日 适性逍遥——从裴颔
的“崇有”论到郭象的“独化”说第六日 《易》外别传——管辂与《周易》数术学第七日 “空”“
无”之辨——魏晋之际佛教对玄学的发展第八日 “言不尽意”和“寄言出意’，——魏晋南北朝文学
艺术中的玄学情调第九日 “玄一”之道——魏晋玄学和道教仙学第十日 “自然”和“名教”——魏
晋玄学中的儒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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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日 名理、玄言和风度——魏晋玄学的成因、发展及其特点　　高峰　　提起魏晋玄学，大家
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魏晋风度”；眼前浮现的不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雅人风致，便是一往情深、
酣饮啸咏的风流情性。
然而“魏晋玄学”素来被看作是一种“玄远之学”；当时一部分“玄学名士”孜孜砣砣、殚精竭虑于
语言的提炼和概念的辨析，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日后的发展无疑有着更多的积掇意义。
另一方面，与俊逸不群的“风度”和清言疏脱的“玄思”这些表面现象有所不同，魏晋玄风的形成实
际上和当时的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们先从三国时代的政治制度谈起，对魏晋玄学的成因、发展及其特点作一个整体的概观。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这事件，既标志着一个大一统帝国在文化精神上的真正确立，同时也暗示了注重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
将在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大一统局面中承担起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以后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儒士们一面注意对诸家之学的吸收会通，一面重视自身思想体系的构建，
遂对两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人在事功方面是伟大的，儒家思想对于两汉政治正面的贡献也是卓然而不可磨灭的。
然而汉人过于实际的政治兴趣也妨碍了他们在理论思维方面的进一步提高；从两汉诸儒到那位因崇尚
神仙而特具神秘色彩的淮南王刘安，在建造各自的理论体系时，都没有能够全然摆脱素朴、具体的“
元气论”的影响。
　　东汉末年，儒家前此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逐渐变为教条，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
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败和地方察举制度的腐化， “综核名实”——考究一个人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职位
、名号是否相符——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汉末魏初，起于实际政治需要的对名实问题的探讨，不期然地将重心转向了对概念本身进行分析的“
辨名析理”。
于是，在公元240年的“正始”之初，道家思想借助名理之学的研讨以新的形式重新崛起，被时人冠以
“玄学”的名称。
至此，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在理论思维方面出现了关键性的飞跃，这对日后同化印度大乘佛学以及两
宋诸儒重建理性的“道统”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 从“综核名实”到“玄远之学”　　“名教”云云，其实际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
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属于“文教”制度的内容。
所谓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即指东汉的政策、制度均是建筑在儒家道德原则和人伦规范基础上的。
然而，东汉末年，名教显然已不能够维系人心了；根据名教标准选拔出的官吏由于名不副实，不仅不
能起到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会的腐败和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意欲有所作为的士大夫是颇觉痛心疾首的。
王符在《潜夫论·务本篇》中指责道： “内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烈士也。
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炫世俗之心者也
。
”汉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起政权，遂有恢复大一统帝国、取消地方分裂的意图；他的反对名教，
实在是为其打击世家大族的政治计划张目。
《文心雕龙·论说》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权名法之治的特征。
由此，在先秦时便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现实目的是通过“综核名实
”以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的理想政治状况。
　　1．士的兴起和察举制度。
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原先六国中的世袭贵族便已随之消失。
按照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国原则，除了皇帝这一系理所当然应该世代相传外，其余政权结构中的人都只
是皇帝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随时予以罢免。
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是取消了贵族的世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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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汉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袭秦旧，这一原则却自始就没有能够彻底实行。
到了东汉末年，在执掌政权的贵族中已然无形问又形成了新的世袭阶层，魏晋时将这一阶层称作“门
阀士族”或“门阀世族”。
相对而言，在野的一派则贬称“庶族”。
这一新兴的世袭阶层之所以被称作“门阀”，当然因为它是靠着门第来维持其社会地位的；而“世族
”的称呼，也只是表明其具有世袭特点的社会地位。
但是， “士族”云云，其中就颇有些深意了。
从历史上看，春秋以前， “士”只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地位并不突出。
战国以后， “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
活动能力，逐渐跃为了“四民”之首。
由此看来，将“士族”与“门阀”联称，表明这种世袭“门阀”是以“士”为主体的；他们不仅是政
治上的贵族而且还是文化上的贵族。
从有关的史料来看， “士”或“名士”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颇具影响，享有很高的声望：　　海内希
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
上曰“三君”，次日“八俊”，次曰“八顾”，次日“八及”，次日“八厨”。
　　犹古之“八元”、 “八凯”也。
（《后汉书·党锢传》）这里的“三君”、“八俊”、“八顾”等均为名号。
门阀士族以一种相互标榜的方式，将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归为一类，用“君”（德才为一
世所宗）、“俊”（人中英杰）之类的称号彼此赞誉，一时间颇具显赫的声势。
　　造成门阀士族势力强盛的原因很多。
据现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分析，主要一点在于“士”对当时学术的垄断： “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
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既而，“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累世
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国史大纲》上册，第184～185页）。
至于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两汉的察举制度有关。
　　西汉初年，朝廷为了选拔优秀的统治人才，建立起地方察举制度。
从汉高祖、汉文帝直到汉武帝，都曾先后下诏，令天下察举杰出之士。
标准主要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简称“贤良”，稍后也泛及孝子、廉吏，简称“孝廉”。
当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发布的《求贤诏》首先提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并明确规定各郡守： “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
有而弗言，觉，免。
”以后，汉武帝在《求茂材异等诏》中更直截了当地主张。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东汉以至魏，地方察举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做法。
　　由于人才的选拔以乡间察举为基础，对于人物的品评、鉴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从《后汉书》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当汉末之际，名士照例有一个“品题”，虽然尚未如后来的“九
品中正”制那样设有专门机构来进行办．理，但士人的品鉴实际上已由一、二人主持。
以当时享有盛名的“月旦评”为例， 《后汉书·许劭传》载：“⋯⋯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可见，人物品评业已成为当时士人清谈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总持评语的权力则集中在个别批评专家
的手里。
然而，这种起自乡间的人物品评也有很大的流弊。
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那样： “地方察举权任太守，客观的标准，因此易于营私。
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
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国史大纲》上册，第185页）一方面，“贤良”、“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当时
政府为了让地方推荐优秀人才所立的名号；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门第观念的把持下，乡闾问推选出的
士子，其品行却往往与这些称号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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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类情况，当时王符便已加以嘲笑。
稍后，晋朝方士葛洪在撰写《抱朴子》一书时，引用了汉末的民间议论说：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清素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抱朴子·审举》）葛洪将这种情况统称为“名不准实，贾不本物”（《抱朴子外篇·名实》）
。
　　曹丕为魏王后，为了纠正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同时也是针对当时因人士流移所带来的乡间查考
的困难，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度。
所谓“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择本地的贤而有识者主持；其识鉴、区别人物，共分九品（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随后供吏部选用。
从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是有利于世族的仕进制度，这当然同曹丕有意代汉为帝的用心有关，是想以
此取得一大批门阀世族的拥戴。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导了时人对名理之学（形名学）的重视。
稍后，曹睿又开始谋求建立一种更具体的“都官考课法”，这项工作由当时著名的形名学家刘劭承担
。
值得注意的是，由刘劭撰著、对日后玄风起有重要前导作用的《人物志》一书，便是对以往人物考核
、品评中的随机性内容所作的抽象概括。
于是，具体的实际政治措施开始转而趋入了较为抽象的名理研讨；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责
实”等等观念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关注。
不过，总体而言，正如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分析的那样：“初期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
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近。
一到稍后，便转入了道家。
”这中间有逻辑方面的必然性。
但从社会政治一面论，“名理学本来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
曹魏政治即与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谓名法之治。
名法之治要求检察名实，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扩大君权、裁抑大族的意义。
到了齐王芳时，由于君权的削弱，政治趋于宽弛，．皇帝也成为虚位，于是从综核名实转向提倡无为
”（《魏晋南北朝史论》，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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