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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生命的全体大用：李二曲理学思想及其教育价值》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书中包括了：晚明东林学术对清初诸儒的影响、清初诸儒对理学的反思、生活教育与生命化教育的
提出、时下人格教育的困境等内容。
 　　《追寻生命的全体大用：李二曲理学思想及其教育价值》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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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　追寻生命的全体大用：二曲理学的问题意识一、二曲理学产生的时代土壤（一）晚明东林学
术对清初诸儒的影响（二）清初诸儒对理学的反思二、二曲理学的问题意识三、前人研究概况及检讨
第一章　生命在孤苦厄患中成长：二曲成学的心路历程第一节　父亡母苦，自奋向学第二节　博览经
史，正学救世第三节　性明见道，明体适用第四节　倡明学术，提撕人心第五节　避居垩室，潜心性
命第二章　以致良知明本体：为生命的本体立基第一节　为学当先立乎其大者：以陆王之学为本第二
节　从天命到独体：心性的对扬第三节　以虚、明、寂、定为本面：灵明本体之意涵一、虚若太空二
、明若秋月三、寂若夜半四、定若山岳第四节　气质之蔽与情移境迁：恶之来源一、言性不可舍气质
：正视气质之恶二、学无咎气质，则德明矣：强调转化气质的可能性三、禀质相近与习而渐远：建常
立本则气质可化第三章　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生命的净化与提升路径第一节　敬以为之本
，静以为之基：生命净化的主体条件一、以静为基：屏除思虑以澄明本体二、以敬为本：良知的自我
提掇与振醒第二节　格物以明善：在明理中寻找净化生命的方法一、格物乃圣贤入门第一义：重视格
物工夫二、格物，犹言穷理也：“格物”之内涵三、格物首要格为物不贰之物：格物之序四、格物致
知莫非良知之用：格物与致良知打并一路第三节　以悔过自新为日用实际：在人伦日常中自我教育一
、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学说的提出二、性善与人皆有过：自我教育的起点三、转念与慎独：自
我教育的方法四、悔过自新该渐顿，彻终始：学说的特色与优势第四节　总论为学次第：修养工夫的
转进提升一、恭默思道，澄明本体：静中思道以初步朗显本体二、静存动察，虚明寂定：在动静一如
、内外交养中定住本体三、经纶参赞，明体适用：由本体显发为经世之大用四、化而又化，无声无臭
：化去功业之见，返归生命大本第四章　体用兼备的大人人格：全体大用的生命理想第一节　道德、
经济备而后为全儒：整全人格的倡导一、有天德，自然有王道：建立政治的最高原则二、经济、介节
　，缺一不可：构筑个体人格的理想模式三、以实心行实政：挺立外王事功的价值根基第二节　须万
理明彻于胸中：价值与知识兼备的理论诉求一、知识之知为虚明之障：区分两种知识二、须万理明彻
于胸中：认知心的安立三、聚众人之智，以为己智：获得知识的方法四、知解尽忘，心同太虚：从知
识到价值的过渡第三节　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明学术的讲学教化活动一、在朝在野皆有事
：倡道救世的社会担当感二、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辨明正学的文化自觉三、讲学为生人之命脉：
救正人心的讲学活动第四节　大而能化，心同太虚：宇宙完人的生命境界一、乾坤之肖子，宇宙之完
人：成就宇宙之大我二、大而能化，心同太虚：境界上的体用一源三、俯仰无怍，莫非乐也：德福一
致的至乐人生第五章　为往圣继绝学：二曲理学的学术性格与历史定位第一节　关于生命成长的学问
：二曲理学的学术性格一、鞭辟著里，敛华就实：注重实践的智慧二、因病发药，培根固本：关注整
全生命的自觉三、兼采众长以求真是真非：融会百家的宽容精神第二节　以真实生命“为往圣继绝学
”：二曲理学的历史定位一、理学内部的自身反省：以生命践履会通朱陆二、对原始儒学的返本开新
：“反身实践”孔孟的生命之学第六章　为万世开太平：二曲生命化教育对现代人格教育的启示第一
节　时下人格教育的困境与生命化教育的提出一、时下人格教育的困境二、生活教育与生命化教育的
提出第二节　因病发药与悔过自新：人格教育应是个体生命的自觉一、因病发药：教育须直面生命中
的问题二、以身发明：教育应回归生活实践三、悔过自新：教育是生命的自我净化与提升第三节　挺
立生命的全体大用：生命化教育的终极目标?一、追问生命的层次：透视生命化教育理念的推进二、种
树须培根：挺立价值之源是生命化教育的应有之义三、体用兼该：生命化教育应是科学与人文的兼融
附：李二曲思想研究综述（文献综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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