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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0月25日一26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召开了“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
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都是特为此次会议撰写，且未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
过。
会后审议，其中一篇因与会议主题不符而未能收录以外，其余各篇按会议发表顺序，编成本书予以出
版。
作为主编，我的职责是尽量做到通渎全稿、统一格式，并撰写前言，介绍各篇论文主旨。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1982年，由已故陈荣捷教授组织召开的首次“国际朱子学会议”在美国夏
威夷成功举行，有力推动了朱子学研究的国际化。
曾出席该会的刘述先教授和田浩教授（以下省略敬称）在时隔26年后现身此次复旦会议，很自然，他
们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主题演讲”。
刘述先《宋明理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为中心》非常切合本次会议的主题意旨，他以高屋建瓴的姿
态来“结算”他近几年有关朱子学及宋明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思绪”，指出朱子学在理路上虽不
同于“直贯系统”而属“横摄系统”，亦不能相应于“以心著性”的思想架局，然其哲学实为“圣学
之一分支”。
从历史上看，朱子之精神世界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理应作出正面积极的
评估。
田浩向来对“道学”一词有独特的看法，认为《宋史·道学传》的“道学”概念过于狭窄，而当今学
界常用的“理学”或“新儒学”则过于宽泛。
他主张采用北宋以来对“道学”的那种较为宽阔的理解，其中蕴含哲学、文化及政治等方面的意涵，
这是他自1992年发表英文本《朱熹的思维世界》以来一贯坚持的观点。
然而，近来在美国有几位宋史专家对其观点有所质疑，认为“道学”一词的传统定义仍有合理性，田
浩发表《朱熹与道学的发展转化》便是对此的回应。
他指出，自朱熹晚年始，对“道学”概念的理解已渐趋狭窄，赋予“道学”以某种排他主义的学派色
彩，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朱熹的后续者们在将朱熹思想正统化过程巾，对“道学”运动所起到的“
创造”作用；他强调，若不假思索地相信后世对朱熹道学的人为建构以及《宋史·道学传》的褊狭定
义的真实性，将不利于我们真切地了解宋代思想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

内容概要

　　如所周知，宋明儒学的主流是理学，缘二氏（老、佛），特别是释氏的挑战而起，上接孔孟，开
创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世界。
南宋朱熹（1130-1200）号称集大成，他的哲学格局恢宏，思绪复杂，1982年在檀岛召开国际朱熹会议
，个别中国思想家受到这样的殊荣可谓空前。
2003年余英时兄出版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
，2006年为他赢得了人文方面的克鲁吉奖（John W.Kluge Prize）。
这书的出版也引发了新的一轮有关朱子的热烈讨论，一直到如今还余波荡漾。
我和英时兄的辩论分别深化了各自对宋明理学与朱熹的了解，我之写作本文还是为了针对自己最近的
思绪作一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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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演讲：宋明理学的精神世界朱熹与道学的发展转化【提要】 有两位美国的宋史学家在其近作中，
似乎对我关于道学的演进和朱熹在此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有些误解。
在这里，我打算进一步阐述并澄清自己的观点，以做回应。
在我看来，朱熹的学生们在树立其显赫地位以及将道学传统演变得更具局限性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道学圈子和道学传统的界定上，朱熹自身也下了非同寻
常的功夫来提倡自己的权威以维护自己所认定的正统。
自12世纪80年代初，朱熹深思熟虑，不仅开始把道学传统变得狭隘，而且一步一步将道学从社会政治
同道群体变为一种仅仅以其眼中“纯儒”为标准的学派。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朱熹如此所想所为的背景和取舍，我们很有必要关注此前道学的演进过程。
同时，如果我们仍旧只是简单地接受或一味地肯定朱熹对道学重建的作用，会继续阻碍我们深刻认识
宋代的哲学和政治。
当我们深入了解宋代思想和历史发展的诸多错综复杂性之后，或许可以以此为鉴，反思宋以后（甚至
是今天的中国）儒学本身的演化及其在社会政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自己在写什么和别人以为我们写了什么，二者之间往往有一定差异。
但当我看到某些人就我对道学及朱熹（1130-1200）在道学上权威地位的表述有种种错误解读时，我仍
然颇为困惑，并想就我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澄清。
我之所以想要做这种尝试，是因为这些误解在两位资深宋史学家的主要著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而且
这是两位同行颇有水准的著述。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所做的澄清能够加强我们对道学和朱熹在道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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