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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任继愈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
生这三十年间，除了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
这三十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
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
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
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
到了我们这届，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
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
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
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
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
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
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
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
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
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宁。
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
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
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
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
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
熊先生不止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
华北延伸。
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
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
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
“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
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生怕熊先
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
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
这时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
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
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
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
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
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
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
说，这个问题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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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嘶唯识论》语体文本。
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
，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
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澌唯识论》语体文本。
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
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
熊先生处。
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
不久，书院遭到日寇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
小的不愉快。
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
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
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八个通宵的事。
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
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
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
“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
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
的基础。
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
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
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
1947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
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
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
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生还是修订他的（嘶唯识论》语体文本。
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
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
文化问题。
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
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胸怀坦荡古道热肠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
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
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
后汇寄给他。
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
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
熊先生、吕潋先生、汤用彤先生都从欧阳先生问学。
吕先生是欧阳先生的事业的继承人。
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
熊先生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由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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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先生的学说。
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识论》。
从此师生不相来往。
我和熊先生相处三十年间，熊先生谈起欧阳先生，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
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词，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
欧阳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最后见一面。
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先生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先生
与欧阳先生见面。
熊先生出于师生情谊，前往作最后的诀别。
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先生做得对。
    马一浮先生与熊先生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
熊先生的（嘶唯识论》出版时，马先生为此书作序’。
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
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间有点不愉快而分手，后来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
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见解，熊先生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先生看，马先生的信，也有时熊先
生转给我。
熊先生的生日，马先生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先生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
全国解放后，熊先生在北京时，收了一个义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
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师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学
哲学，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
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
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随去。
熊先生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
熊先生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
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先生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
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
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
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
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时，仿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
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
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
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
任讲师。
    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
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
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
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
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
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
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
先生。
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
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
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
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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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
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
熊先生哈哈大笑，声震堂宇，说：“我就是风景。
”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
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
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了。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
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
做学问，要像在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
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
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
养气”。
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
）。
全国解放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电邀请他到北京来。
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
到北京后，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
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
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
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
我们的党没有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
他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共产党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像）
，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
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少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
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
陈毅同志也前往拜访。
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
解放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
何去走。
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
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
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
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
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
式，跟熊先生毫不沾边。
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
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
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
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
清新。
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
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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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大有学问。
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
前，义无反顾。
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
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
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
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
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
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
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
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
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
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事实上不止熊先生一个人，而是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哲学家个人的具体遭际
，以及对文化的认识、观点的差异，各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
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
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
），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
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
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
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
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
去的。
    ．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
广泛而深刻的反省。
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
家庭生活的变革。
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弓l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
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
恩辨特色。
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
“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
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
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
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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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
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
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
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
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
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
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
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
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
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
。
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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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熊十力先生的学术专论、随笔、短论、讲词、语录等，涉及到中国学术领域的方方面
面。
所讨论的问题，如哲学与科学对象的界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及融通、佛儒道之异同、先秦诸
子的评价等，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直至今天中国思想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足以呈现中
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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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庵随笔
　健庵随笔(续)
　⋯⋯
第三章　儒林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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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略说中西文化 文化的根柢在思想。
思想原本性情。
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
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展与否，即此三大端，中函显
然不同。
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
就情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
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
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
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见而放弃神的观念，既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
于人间之企图。
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
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
上层人物，亦有天帝之观念，即一神教。
但因其知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
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
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
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
孔子赞《易》，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
仁者，本心也。
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
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日统天。
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
是乃体物而不遗也。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
庄生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
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
于己自识，即大本立。
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
识得真己，即是大本。
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
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
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
《新唯识论》须参考。
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
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
情无僻执。
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己。
要须涵养积渐而至。
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
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
指南针自周公。
必科学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
未可视为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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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入犹莫能阶也。
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就乎。
张衢候地震仪，在东汉初。
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
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
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
孔门三千七十，《论语》所记，亦无灵语。
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
无足怪者。
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
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
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
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
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
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
古代由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及道家思想与
儒术并行之情形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源便与希腊异趣之
故。
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无前的气概，与活泼泼的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
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
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
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
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
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
而无不知。
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
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故日无知。
洞彻万物之原，故日无不知。
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
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
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荡然亡执矣。
执者，情存乎封畛也。
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
非会真也。
而情亦丧。
妄情不起日丧。
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
儒道上哲，均极乎此。
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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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境由心生》是熊老先生的哲学著论的汇总，其文章的主题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
归宗儒学演进。
其“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构思奇巧，富有创发，独具特色。
熊老的哲学思想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而
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
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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