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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钱穆先生关于宇宙人生之重要论著。
作者既涵咏中国古先圣哲遗言旧训，又体察西方诸学说明其大要，剖析人生生死、魂灵、性命、心灵
诸问题，发明文化传统中深奥蒙昧以言传者，藉以修养心性，培正精神，导往光明与康坦之途。
本书包含作者数年来对灵魂与心的看法，由“灵魂与心”、“孔子与心教”、“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
祭之观念”、“中华民族之宗教信仰”、“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一直谈到“儒释耶回各家关于
神灵魂魄之见解”，这几篇为作者早年的观点。
从“再论灵魂与心”、“重申魂魄鬼神义”、“漫谈灵魂转世”、“生命的认识”、“人生向何处去
”到“人生之两面”，则为近年来的看法。
各篇所见，或有不同，大体则一贯相承。
措辞虽有重复，然要之可以各自成篇，一依其旧，亦可看出作者对此问题历年存想累积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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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
 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
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
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
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
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
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
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
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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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读片段 灵魂与心    古代的东方人，在遗传至今的诗书经典及其礼节仪文上看，东方人似乎早先亦有
一种灵魂观念，信有死后之灵魂，却没有详细说到生前之灵魂。
死后灵魂则似乎只是一种鬼的迷信而已。
鬼是否永生不朽，在东方思想下，亦不甚肯定，亦看不到他们有灵魂再世及轮回等说法。
在此方面，本文作者另有专论，此处不详说。
此下所欲说者，则为东方思想开始脱离灵魂观念之时代及其此后之变化。
    关于灵魂再世及轮回的说法，其背后实为透露了人类对自己生命要求永生及不朽之无可奈何的心理
。
此一要求，实为人类心理上一至深刻至普遍之要求。
纵谓全部人生问题都由此要求出发，到此要求归宿，亦无不可。
但对此问题之解决，则只有灵魂再世、轮回，或天国超升等几条路。
若舍此诸端，试问人类肉体的短促生命，又从何处去获得不朽与永生。
若人类生命根本只在此七尺肉体短促的百年之内，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究何在。
此实为人生一最基本绝大问题。
此文下面所拟提出者，即为东方人在很早时期早已舍弃灵魂观念而另录吾人之永生与不朽。
此一问题，实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思想史里面一最重要的纲领。
明白了这一义，才可明白中国思想之特殊精神与特殊贡献之所在。
下面我们先把《左传》里鲁襄公廿四年关于三不朽的一番讨论略为说明。
原文如下：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
穆叔未对。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
范氏，其是之谓乎。
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为世禄，非不朽也。
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祠，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在这一段对话里，看出当时人对人生不朽有两个见解。
一是家族传袭的世禄不朽，一是对社会上之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这两个见解里，皆没有灵魂再世或超生的说法，可见中国人对灵魂观念在那时已不为一辈智识阶级所
信守。
因信人类有灵魂，遂牵连于在此世界以外的上帝及鬼神。
但在中国春秋时代，对天神观念皆已有极大解放，极大转变。
关于这一方面的种种思想议论，载在《左传》者甚多，此处不拟详举。
在此所欲讨论者，则为包涵在此两种不朽论后面之意义。
第一种是晋范宣子所说的家世传袭的不朽，此一说虽为叔孙豹所看轻，但在中国社会上，此种意见流
行极广极深，此后依然为一般人所接受所赞同，只把范宣子当时的贵族意味取消了而变成平民化。
人生的不朽，由家族爵禄世袭，变到家族血统世袭。
《孟子》书上便说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无后便是打断了祖先以来不朽的连锁。
可见春秋时代范宣子贵族家世的不朽说，到战国人手里已变成平民家世的不朽。
只要血统传袭，儿女的生命里便保留了父母生命之传统，子孙的生命里便保留了祖先生命之传统。
如此则无论何人，在此世界，皆有永生不朽之实在生命，不必以短促的百年为憾。
至其高一层的，自然是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
三不朽内许多详细理论，留下再说。
此处只先指出，在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必有死后的灵魂存在，而人人可以有他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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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传袭，可说是一种普通水平的不朽。
在此普通水平的不朽之上，更有一种较高较大的不朽，则为叔孙豹所说之三不朽。
我们用这一个观点来和西方思想作比较，则西方人的不朽，在其死后到别一个世界去，中国人的不朽
，则在他死后依然留在这一个世界内。
这是双方很显著的一相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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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钱穆先生的《灵魂与心》正如《晚学盲言》，对中西比较着力颇深。
正如标题一样，这两部作品中处处可见相当精当的对子，先生的文字中没有太多西方式概念思辨，粗
心的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先生的比较只处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层次上，于深层的存在论研究用处不大，
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位国学大师那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积淀与激发，最后落在这看似平易的文
字上，有多重的分量。
看似并置，却恰到问题的根本，这恰恰不仅是对偶、赋比等传统修辞学的妙处所在，更是中国传统思
想之语体的根本特征，与西方逻辑推理之法大异其趣矣。
在一次次的并置中，个中内涵却在文字与心灵之间、文字与文字之间往来氤氲，自有境界生矣。
这根本不同于外在的对置。
也正因此，灵魂与心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获得恰当而深入的处理。
我们知道，生和死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鬼魂的问题本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或者准确地说，儒家思想正是以“不以鬼魂的问题（实即死亡
问题）为核心”为其根本特点的，而这本身恰恰构成了儒家的鬼魂观。
所以“心”并非在西方灵魂问题的对比之下才仓促出阵的一个随随便便的概念：儒家思想主张，生命
的重心在于生而非死，但这并不妨碍死亡问题以不显眼的方式成为一个根本问题。
西方传统——尤其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对灵魂以及死后如何的问题的关注可谓是“贯彻始终”，
并一直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直接决定了西方的时间经验和生存经验，这个自不待言。
钱穆先生从不同的侧面详尽考察了历史文献，从中可以充分地看出，在我们的传统中，魄乃随身体腐
灭而没入土者，而魂则为气，或聚或散，随后人之心而传衍，但却绝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更毋论人
格性的超越之在了，魂气的存在取决于心与心的感通——但也不是什么主观任意的东西。
所以钱穆先生说儒家是一种“无灵魂的人生观”。
“中国春秋时人看人生，已只认为仅是一个身体，称之曰形。
待其有了此形，而才始有种种动作，或运动，此在后人则称之曰气。
人生仅只是此形气，而所谓神灵，则指其有此形气后之种种性能与作为，故必附此形气而见，亦必后
此形气而有。
并不是外于此形气，先于此形气，而另有一种神灵或灵魂之存在。
此一观念，我们可姑为定一名称，称之为无灵魂的人生观。
当知此种无灵魂的人生观，实为古代中国人所特有。
同时世界其他各民族，似乎都信有灵魂，而中国思想独不然。
⋯⋯当知中国思想此后演进所得之许多特殊点，若深细推求，可谓其本源于此种无灵魂的人生观而来
，实深实大。
”这样比较可见，在西方，那些变动不止的非实体性存在往往为一些世外的超越性强力（神、理性、
精神等等）所收摄，而在儒家则仍葆有在此世，葆有其氤氲化成的力量。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道家的出世观与本土佛家的灵魂转世观也基本上是归属于这一传统的。
由此而来，便有西方的宗教观、中国的祭祀观了。
钱穆先生还将魂与心的观念加以扩大理解，令人豁然开朗：“庾阐《神论》谓：天地者，阴阳之形魄
，变化者，万物之游魂。
⋯⋯如此则不仅人类有魂，即推之万物亦各有魂。
”（97页）“如一人在家庭中，知孝知弟，必其自我之小生命乃与家庭大生命融凝合一，不见有甚大
之分别。
家之在国，国之在天下，亦然。
其相互间关系，中国人称之曰礼。
礼字即如体字，只非一身之小体，乃一共通之大体。
身之小体有心，此大体亦有心，孔子称此心曰仁。
”（106页）由这种扩大也解释了中国独特的宗教观、自然观：“此种所谓无灵魂的人生观，我们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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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是纯形气的人生观。
若以哲学术语说之，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因于此种人生观牵涉到宇宙观，则亦将成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而因此遂对于形而上的灵界之探
索，在此下中国思想史里，似乎甚少兴趣。
而如其他各民族之宗教信仰，亦遂不获在中国盛大发展，而甚至萎缩以尽。
”（43页）对于丧葬鬼神，钱穆先生说，“盖葬者所以尽人事，非以奉鬼道”（37页），“君子修其
常，小人道其变。
惟变终必归于无，此即是鬼。
常自可通于久，此即是神。
在神通悠久之中，亦自可包含有怪力乱神。
而怪力乱神，终不能神通悠久。
中国文化要旨即在此”（100页）。
如果说《灵魂与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horizon）与尺度，那么《晚学盲言》则提供
了可供比较的宏富内容。
以史学家名世的先生一贯主张“经即史”，深厚的历史感为先生提供了许多常人意想不到的视角。
《晚学盲言》举凡三章九十节，几乎每一节都提供了详实的思想史资料，而且是信手拈来，如果人们
注意到这些全是在先生眼盲不能亲查资料的情况下口述而成的，则不能不惊叹了。
文章看似无定法，没有前人条框的痕迹，实则机理深密。
西方的逻辑推理方式与中国的氤氲日新之“往来”的方式是否就该老死不相往来呢？
我们如何能做到像几百年前融佛那样使中西传统发生一次旷古未有却又深具危险的融合？
但我们觉得似乎还差点什么——当然没有苛责前人的意思，而乃是要求我们自己。
差点什么呢？
仍然是那同一个问题：关于“与”的问题。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再次发起追问，不同于前面那一次了。
现在要问的是：确实，如上所述，“与”有外在对置与内在联系两种含义，而且我们是反对单纯的外
在对置的（当然了，不容否认，有些情况下是需要外在对置的），但是在这两种含义本身的关系上，
我们应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也要取内在联系的态度。
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知道我们没有进行外在的对置呢？
或许我们在具体情况下积极地从事分类与区分的时候恰恰就落入了外在对置的圈套呢？
比如说，在进行中西思想比较的时候，有意识地防止对中国的或者西方的思想传统的描述本身陷入另
一方的思维模式，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过分强调思想与方法上的独一性往往会适得其反，达不
到我们上面说的“显示每一文化内部那变动不居的生成与消隐”的目的：思想的独立恰恰是通过交流
的方式达到的。
我们固然不必在读《判断力批判》之后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与感情体验急匆匆地往康德的目的论图景
里塞，但也不必过于拘谨，以至于认为中国人的经验与康德的经验形同陌路，水火不容，仿佛中国人
是外星人似的！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把握一个变易中的中道，在不断耐心地区分西方思想中那些属于人类基本生存
结构（比如时间分三个向度）的部分和那些对西方历史进行特殊诊断（不管思想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他
在进行诊断）的部分。
这个工作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不是可以通过原理或概念的推演先天地确定下来的，它是一种“反思
判断力”，需要在每一次新的情境下进行新的调整。
另外，钱穆先生的作品带来了一个新任务：那便是思想方式的碰撞的问题，西方的逻辑推理方式与中
国的氤氲日新之“往来”的方式是否就该老死不相往来呢？
我们如何能做到像几百年前融佛那样使中西传统发生一次旷古未有却又深具危险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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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系钱穆先生关于宇宙人生之重要论著。
作者既涵咏中国古先圣哲遗言旧训，又体察西方诸学说明其大要，剖析人生生死、魂灵、性命、心灵
诸问题，发明文化传统中深奥蒙昧以言传者，藉以修养心性，培正精神，导往光明与康坦之途。
本书包含作者数年来对灵魂与心的看法，由“灵魂与心”、“孔子与心教”、“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
祭之观念”、“中华民族之宗教信仰”、“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一直谈到“儒释耶回各家关于
神灵魂魄之见解”，这几篇为作者早年的观点。
从“再论灵魂与心”、“重申魂魄鬼神义”、“漫谈灵魂转世”、“生命的认识”、“人生向何处去
”到“人生之两面”，则为近年来的看法。
各篇所见，或有不同，大体则一贯相承。
措辞虽有重复，然要之可以各自成篇，一依其旧，亦可看出作者对此问题历年存想累积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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