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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极哲学》是我国当代第一部集中研究“太极哲学”的学术专著。
它从范畴体系、命题体系和有关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诸方面，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太极观念”的
基本内涵，特别是太极和谐辩证法。
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中华民族赖以绵延发展数千年的和合精神。
它着重从哲学原理的角度叙述和分析了《易经》、老子《道德经》、宋明理学和王夫之哲学等我国传
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和合理合理内核；它又参考了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成中英等许多学者的研
究成果，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加以诠释、融化、发挥和系统化，以便有助于建构中国当代新的
“太极哲学”和“太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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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成寅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杨成寅 (1926—) 别名西岗、予西、马南驰， 河南镇平人。
 擅 长雕塑、美术理论。
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1956年毕业于该院研究生 班并留校任教。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译著有《艺术概论》、《 美的问题》、《美的分析》、《美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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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重建太极哲学 第一章 太极元范畴 第二章 太极实有论 第三章 太极阴阳分合论 第四章 古、阴阳鱼
太极图和来氏太极图中的哲学义理 第五章 太极有无相生论 第六章 太极同异论 第七章 道家道论与太极
哲学 第八章 太极阴阳五行一贯论 第九章 理本体论太极哲学 第十章 太极阴阳氤氲论 第十一章 太极中
节律动论 第十二章 太极和谐辩证法 第十三章 太极思维论 ⋯⋯ 附录 杨成寅艺术创作和学术著作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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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阴阳、二气、两仪的内涵　　在周敦颐的哲学中，阴阳、二气、两仪几乎是同义语：而且
这三个概念都是不能离开“太极”的。
周子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濂溪集》卷一，第2页，）谁的两仪？
太极的两仪。
两仪不离太极，太极不离两仪。
周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同上）“二气交感”被视为万物化生、变化无穷的本源。
“二气交感”也就是阴阳交感。
而“二气交感”，对于周子，又全在于“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
”（同上）就是说，“二气交感”也就是“太极本然之理”。
阴阳、二气、两仪，是无法与太极分离的，而且“二气交感”本身就是太极的本义。
朱熹以下几段的解释是符合周敦颐太极哲学本义的：“五行阴阳，阴阳太极。
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
”（同上，卷三，第13页）“所谓太极者，便只在阴阳里。
所谓阴阳，便只是在太极里。
而今人说阴阳上面别有一个无形无影底太极，非也。
”（同上，第9页）“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才说性，便带着气。
不带着阴阳与气，太极与性哪里收附？
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开说。
”（同上，第9页）　　（五）诚的内涵　　“诚”在周敦颐哲学中，包含万物“实有”和万物具有
“太极”之实理两方面的意思。
周子说：“诚者圣人之本。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诚之源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诚斯立焉。
”（《周濂溪集》卷五，第2页）张伯行在周子《通书·诚上第-》作如下的题解：“此篇论太极为实
理，本于天而赋予人，乃性命之大原也。
”（同上，第2页）朱熹对“诚者圣人之本”句的解释是：“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
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
圣人之所以圣者无它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
此书（按指《通书》）与太极图相表里。
诚即所谓太极也。
”（同上，卷五，第2页）朱子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句的解释是：“此上二句，引
《易》以明之。
乾者，纯阳之卦，其义为健，乃天德之别名也。
元，始也，资，取也。
言乾道之元，万物所取以为始者，乃实理流出以赋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图之阳动也。
”（同上）朱子对“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句的解释是：“此上二句亦《易》文。
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
言乾道变化，而万物各得受其所赋之正，则实理于是而各为一物之主矣。
即图之阴静也。
”（同上，第3-4页）朱子把“诚”首先解释为“太极”之“实理”，然后又把“太极”解释为“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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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静”。
朱子这样就把“诚”范畴与太极阴阳、动静范畴联系在一起，而且把诚又说成是万物变化的本源，这
是符合周子太极哲学本义的。
　　王夫之也接过周敦颐的“诚”范畴而从唯物主义方面加以发挥。
他说：“太虚一实也。
故曰：‘诚者，天之道也。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又说：“诚也者，实也。
实有之，固有之也。
无有弗然，而非它有耀也。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四，《洪范》三）还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
。
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
”（《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上）王夫之的所谓“诚”，就是真实无伪、实有不虚：而统一物质世
界，正是“太虚一实”，实有固有，为天下所共见所共闻，本来面目如此。
说它是客观实在的，也就概括了“诚”的最根本的属性。
所以他说：“诚者，无对之词也。
⋯⋯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
”（《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上）。
“诚，则物之终始，赅而存矣。
”（同上）“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夫之不但把“诚”与太极“实有”和太极之道（阴阳辩证法
）联系起来，而且把“诚”与体用、本体范畴联系起来。
他说：“天下之用，皆有其有者也。
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
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
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王夫之：《周易大传·大有传》）王夫之这样就把周敦颐、朱熹的“诚”范畴的内涵辩证唯物
化、深化和丰富了。
　　（六）神的内涵　　周敦颐的“神”范畴完全等同于《周易·系辞》所说的“阴阳不测之谓神”
。
周子说：“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周濂溪集》卷五，《通书·顺化第十-》）又说：“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之神。
”（同上，《通书·诚几德第三》）　　（七）几的内涵　　周敦颐对诚、神、几三范畴从对照中下
了如下明确的定义：“寂然不动者，诚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同上，卷五，《通书·圣第四》）诚是自然实有无为的本体：神是事物相感相通而“阴阳不测”
的状态：几是事物的尚未明确表现出来（未形）的但确实存在的运动、变化的初始状态。
朱熹对周敦颐的以上定义的解释是：“本然而未发者，实理之体。
善应而不测者，实理之用。
动静体用之间，介然有倾之际，则实现发现之端，而众事吉凶之兆也。
”（同上）周敦颐、朱熹对“几”的解释，基本上来自《易传》。
《易传》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言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系辞传》）几，首先指一种微妙而难言其情状的决定事物命运之物。
韩康伯注说：几，“不可以形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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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注》）几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正在活动、正在起作用的微妙隐秘的因素，一般人看它不出，
但它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关键。
如刚刚出现破坏性的因素，如果不注意它，事物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也可能是刚刚出现的好的兆头，认识它，支持它，保养它，就能促使它成长，事物就会健康地发展壮
大。
周敦颐认为圣人能够从诚、神、几诸方面认识并掌握天地万物，包括社会和人类的精神世界。
　　（八）中节的内涵　　周敦颐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
（《周濂溪集》，卷五，第21页，《通书·师第七》）”“中节”与“中”、“和”的概念相沟通。
从“达道”一语来看，“中节”是最恰当地运用了太极之理、太极之道。
周敦颐认为“中节”既是道中而又能达到和谐。
周子主张太极和谐辩证法。
朱熹对周敦颐的“中节”范畴作了如下的解释和发挥：“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
然其以和为中，与庸不合。
盖就已发无过不及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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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太极哲学》结构中潜藏着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相当严整的“太极哲学”体系。
《太极哲学》的面世，犹如以石激水，必将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的哲学和美学的湖面上引发起持久的神
妙美丽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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