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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典是影响一个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头。
它不限于时间上的源头，还意味着重现思想与人生开端的溯源能力。
这也就是说，它能让我们重回起头处，体验到最初的、边缘上的取向如何发生，并由此而生出某种边
际处的敏感。
非经典的文本已经处于某种框架之中，反经典潮流则是指一种以“靠最先进手段直接解决问题”为标
榜的现代倾向，否认经典有当下及未来的活命真身。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国度，只有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和技术（高科技）
的至高无上和无处不在。
形而上学与科学同属于一个观念普遍主义的思路。
“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海德格尔选集》，
第875页）。
但我们也知道，数学同样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形成因素。
因此，只通过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也属于这个高科技崇拜的现象。
科学无经典可言。
培养一位物理学家，根本无须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甚至牛顿的《原理》，只需要最应时
（updated）的教科书、成果报告和实验手段。
但要成为一个承载文明命运的士（儒士、道士）、思想家，或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必读经典，
非如此就无法以“究际通变”（司马迁语）的方式来进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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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当为青年学者柯小刚的近期力作。
    本书内容涉及三个方面，（1）历史；（2）教化；（3）艺术。
作者遵循经义，依托文本，提出“文质往复”的言说理路，力图破除时人喧嚣良久，却仍不脱西学枷
锁、宗教迷雾的所谓“神圣和世俗两分”或曰“超越与实在两分”的武断而极为可疑的表达，进而得
以批判在上述两分框架内展开的对现代性与现实性的傲慢阐释，并揭示了华夏文明精神在回归神圣古
典名义下将会导致的与西方精神的同质化和宗教化。
此“文质往复”之理亦为之道。
    在第一部分，作者详细分析了《资治通鉴》的开端的表述，寻求司马光于此三家分晋之际为世代之
开端的微言大义，提出了我们对于历史、时间、空间之中的文质往复的道路。
    在第二部分，作者在此文质往复的道路的指引下，在五四九十周年的题目下，阐释了如何展开传统
与现实的教化之路的意见。
    在第三部分，作者借助对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的批判，和我华夏中古画论的研究，让教化之路的展
开得到了在艺术哲学上了一次演练。
    全书血气充沛，慷慨有志，引经据典，谨慎确凿，推演论断，缜密有端，足可成一家之言，会古今
之意，古今本无割裂，亦非争斗无涯，天地相通之处，道统历历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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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春秋》获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一个人对于一生道路的回顾。
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回顾一生？
在一生成为一生的时候。
　　左氏之《春秋》经文止鲁哀公十六年，传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羊和谷梁止十四年西狩获麟。
为什么在这里停止？
公羊十四年传曰：　　麟者仁兽也。
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
”孔子曰：“孰为来哉！
孰为来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
颜渊死，子曰：“噫！
天丧予。
”子路死，子曰：”噫！
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　　子路之死在获麟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书法却要提到获麟前面来说？
是因为在看到麟的瞬间，这个人的一生便成为一生？
在看到麟的瞬间，一生的年龄才突然相互临界地排列起来，际会起来，成为一生的年龄？
由此，岁月的编年，春秋的代序，方才犹如鳞次栉比一般各安其位？
而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除了是与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临界并列的年龄
区段之外，是否首先是因获麟而突然际会而成的这整个七十多年作为一生的整体时间？
然后，只有从这个一生整体时间意义上的七十出发，回首生命的道路，际会年龄的临界、鳞次与比邻
，才有区段年龄意义上的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和七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本就是七十之年同时作为际会一生的整体年龄和临
界区段的年龄这两重年龄属性自身所涵有的位置特点了：“从心所欲”说的是这个年龄位置的际会性
，“不逾矩”说的是这个年龄位置的临界性。
　　这个年龄位置的两重性是由麟之位置的错位带出来的。
麟的到来，不合时宜，也不在其位，因而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到来：“何以书？
记异也。
”这个异之为异，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错位：“何异尔？
非中国之兽也。
”一方面表现为时间上的错位：“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时空皆错位，所以“孔子曰，孰为来哉！
孰为来哉！
”　　但这还仅仅是公羊传的一家之言。
麟之为异也许尤其在于：无论关于麟的空间位置，还是关于麟的时间位置，以及相应地，麟何为而来
，麟之来是兆亡的灾异还是祥瑞的灵异，又如果是祥瑞，那么是为汉兴之瑞还是因春秋文成而为孔子
瑞，甚至麟来是在作春秋之前、获麟而感作春秋，还是作春秋在前、文成而感麟至，这些都还处在众
说纷纭的不确定之中。
在《春秋》三传、今古文两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承史、辩驳史上，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说
法，有时候甚至在同一阵营之中还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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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而言之，左氏以为麟生于火（南），游于中土，为中央轩辕大角兽。
服虔以为中央土属信，信（土）为礼（火）之子，孔子作春秋是修礼，母修则子至，故麟来为孔子修
礼之瑞。
这是把春秋的主旨理解为维护周礼，义在继往。
公羊以为麟木精，东方仁兽，赤目火候。
何休解诂以麟来为周亡之异而汉兴之瑞，犹木生火之义也，经止于春，其义同此。
这是把《春秋》的主旨理解为垂法后世，志在开来。
陈钦以麟为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而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为孔子立言之瑞。
许慎诉诸《礼运》四灵，以麟配中央，又据吉凶不并、瑞灾不兼的原则以麟来既为周亡之异，就不可
同为孔子之瑞。
郑玄则诉诸《尚书》洪范五事以驳许，以为孔子春秋立言垂法，天应以金兽性仁之瑞，兴者为瑞，亡
者为灾，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为密。
郑说实际上是综合了麟来为孔子立言垂法之瑞、为周亡之异和为汉兴之瑞这三种说法，而摒除了修母
致子（其实质在于以《春秋》为修周礼之作）这一种说法。
皮锡瑞以为郑玄的综合，可以疏通公羊与左氏诸家之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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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活在书写中的经典，只能是复数的。
只有一本经典，等于无经典，因为唯一的经典只是宪章或神喻，其中无语言和书写的生命。
华夏文化世界自古就没有某一本经典的独霸。
四书五经都是经典，三教九流皆有经典。
所以经典的书写或书写着的经典，一定有模糊的、开放的边缘，特别珍视那些能帮助当今中国人直面
经典、让经典又开始实际书写的哲理，不管它来自哪一个经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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