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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明理学·北宋篇》，已于1982年1月三版发行，今南宋篇亦‘将再版，有几点意思，想趁此机会作
一说明。
就宋明理学的演进而言，北宋阶段是义理的开展，南宋阶段是义理的分系。
本书引言虽亦论及宋明理学之分系，而颇嫌简略。
年前又撰《南宋理学三大系》一文，刊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术集刊》第三期，今特收入本书为附
录二。
另有“檀岛国际朱子会议后记”一文，对当前国际学界研究宋明理学之情况，有简要之叙述，今亦收
入本书为附录三。
近年来，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曾先后提出有关朱子学之论文三篇：一是在台北近世儒学与退溪学第
四届国际会议宣读的《性理的全义与偏义》，二是在汉城东洋学会议宣读的《朱子学的纲脉与朝鲜前
期之朱子学》，三是在夏威夷国际朱子会议宣读的《朱子学的新反省与新评价》。
这三篇论文皆可视为本书的补充，现已编入拙著《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一书，可供参看。
儒家之学，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
而宋明儒者的心力，主要是弘扬内圣成德之教。
因此，讲述宋明理学，亦理当正视它在内圣方面的成就和价值。
如果从知识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的层面去了解宋明理学，而却忽视它作为一个“内圣成德之教”
的卓越的成就和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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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台湾儒学大师蔡仁厚所写的《宋明理学》北宋篇的姊妹篇。
就宋明理学的演进而论，北宋阶段是义理的开展，而南宋阶段则是义理的分系。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而宋明儒者的心力，主要是弘扬内圣成德。
全书共分8章，以派系为主题，阐述了南宋湖湘之学、胡子“知言”大义、朱子学、象山心学的思想
主张，并比较了象山心学与朱陆的异同。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
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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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仁厚，江西雩都人，1930年生。
先后任教于东海大学中文系、中兴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与哲学研究所。
现任东海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教授。
著有：《孔孟荀哲学》、《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墨家哲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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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  第三节  中和新说的义理间架    一、已发未发说：中和新说之发端    二、中和论定：新说之完成    
三、有关“先涵养”与“先察识”之论辩第四章  朱子学纲脉之疏导(中)  第四节  朱子“仁说”之思想  
 一、正面之申论    二、对龟山、上蔡之辩驳    三、关于“仁说”之论议  第五节  以《大学》为定本的
义理规模    一、明德与明明德    二、穷理是“穷在物之理”    三、泛认知主义的格物论    四、格物致知
与诚意之关系  附录：《大学》分章之研究    一、《大学古本》之结构形式及其问题    二、朱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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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解    二、心性情三分的思想格局  第七节  理气论大意综述    一、从理同气异以言枯槁有性    二、理气
不离不杂    三、理之“一”与“多”    四、理先气后，理生气  第八节  结论：简括朱子学的纲脉第六
章  象山心学与朱陆异同(上)  第一节  陆学渊源及其时代课题    一、象山小传    二、陆学之渊源    三、
象山面对的时代课题  第二节  象山学之纲维    一、辨志、辨义利    二、复其本心，先立其大    三、心即
理，心同理同  第三节  鹅湖之会与鹅湖会诗的义理    一、鹅湖之会    二、二陆鹅湖会诗所显示的义理
第七章  象山心学与朱陆异同(下)  第四节  朱陆异同述评    一、性即理与心即理    二、博与约    三、太
简与支离    四、尊德性与道问学  第五节  象山与禅    一、朱子对象山之称赏与攻其为禅    二、象山辨佛
 第六节  象山之政治思想    一、民贵君轻，以民为本    二、理与名分    三、政见与政才第八章  朱陆门
人及其后学  第一节  朱子之门人与后学    一、蔡西山及其家学    二、黄勉斋及其支裔    三、潜庵、北溪
诸子    四、真西山与魏鹤山    五、黄东发与王深宁    六、文信国之正气  第二节  象山之门人与后学    一
、杨慈湖与甬上诸贤    二、傅梦泉与槐堂诸子    三、陆学的传衍    四、谢叠山之气节  第三节  附说：宋
元之际与元儒之学    一、元初北方诸儒    二、南方民间之学附录一：两宋诸儒姓字年籍及其学统系别
简表附录二：南宋理学三大系附录三：檀岛“国际朱子会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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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正面之申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
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
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在朱子之义理间架中， 心 并不能自持其自己以成为一实体性之本心、天心，而是落在气化上以形气
看心（心是气之灵，是随形气而有始终的、实然的心）。
语类卷一理气上、论天地之心处，朱子申明 无心 是化之自然义， 有心 是理之定然义。
 天地生物之心 乃被融解为理气：（1）从正面 有心 之义看，心只是理之定然义，心被吞没于理（但并
非心即理）；（2）从反面 无心 之义看，心只成气化之自然义（非本心呈用之自然），心被吞没于气
。
故此处所谓 天地以生物为心 ，乃是虚说的心，是象征义，而非实说的实体性的心。
天地以生物为心（生物之生字，是动词），人得此气以成形，而有动静语默，知觉之用，皆莫非心之
所为，所以说 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 。
天，由气化流行以生物；于此见天地之心。
人，由动静语默而理寓其中以成德；于此见人之心。
理不寓则不成德，而德之大者（统贯诸德者），则曰仁 。
请试详之。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
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
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
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
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
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遍举而赅。
此言心之德有四，曰仁义礼智。
这只是顺着孟子之文句如此说而已。
而朱子心中所意谓的以及所隐伏的义理间架，实与孟子不同。
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也 ，又说 仁义礼智根于心 。
从辩解的进路而言，这是由 仁义内在 而来（内在，当然是内在于心，而为心之自发自律）；从正面
的直述而言，是道德的超越之本心、内在地本质地具有如此之德。
所以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即是仁。
孔子亦由不安之心指点仁， 仁 ，即是悱恻、不安、不忍之心的代表字。
即使抽象分解地说 仁是心之德 ，亦是内在地本质地固具此德，而此德乃全渗透于此心、而为一。
因此，决然不会是伊川朱子仁性爱情、心统性情、心性情三分的说法。
朱子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这一陈述，当然亦不是没有道理，他完全是从伊川 阴阳、气也，所以阴阳
、理也 一格式套下来。
气是形而下的，理是形而上的。
如是，遂将 心 一概念视为形而下者，一往是气之事。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皆是形而下者，皆是气之事。
这完全不合孟子言本心的原义。
依牟先生之疏导，朱子所谓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的实义，当如此：仁，是爱之所以然之理，而为
心知之明之所静摄（心静理明）；人常默识仁理之超越的尊严，它便足以引发心气之凝聚向上，而使
心气发为 温然爱人利物 之行（理生气）。
久久如此，心气乃能渐渐摄具此理（当具），以成为它自身之德（理转成德 心之德）。
若简言之，则可曰：仁者，爱之所以然之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也。
在此，还须有以下之解说：（1）此 所以然 是超越的所以然， 理 是静态的理，是属于本体论的存有之
理，是实然之爱（爱之存在）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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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与 情 有已发未发，而 理 则无所谓已发未发，乃只存有而无所谓动静者。
又，此存在之 存在性 ，只存有而不活动，与纵贯系统之 即存有即活动 的存在性，不同。
（2） 心 不是超越的道德的自发自律的本心，而是气之灵的心；它的本性是知觉，它自身是中性无色
的，是形而下的，是一实然的存在。
而存在必有它所以存在之理，以是知觉亦有它所以知觉之理，此理只是知觉之性，是知觉存在的存在
性。
（3）说心气具仁义礼智之理，首先是 认知地具 ，其具是先通过格物穷理之静摄工夫而具，此时是 心
知之明 之认知地关联地具，而非道德的本心之自发自律的 本具 。
此便是朱子所谓 心具众理 之义。
（4）其次， 心知 静摄此理而默识理之超越的尊严，则此理便能引发心气凝聚向上、而使心气发为 温
然爱人利物 之行，此便是朱子所谓 理生气 之义。
（所谓 生 ，当然不是气存在地从理生出来，而是依理而可以引发气之合度的变化。
）（5）理久久如此引发心气，则心气便可以现实地、实践地、摄具此理以为其自身之德。
德，从心说，是爱人利物之心，从行说，便是爱人利物之德行。
此时，心为仁德之心，行为仁德之行，此便是朱子所谓 心之德 之义。
此德是通过心气之认知地与实践地摄具此理、而由理转成者。
但无论认知地具或实践地具，就心气自身而言，总是 当具 而不是 本具 。
朱子言人心之具德，既如上所述，则所谓 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 ，其隐伏
之义理间架，亦与《易传》不相应。
因为 天地之心 既虚脱（被融解为理气），则元亨利贞四德亦无着落，只好落在气化上说；是则元亨
利贞并非天地之心的四德，而却成为气化流行之四德矣。
故朱子文中又类比春夏秋冬以为说。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
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
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
其言有曰： 克己复礼为仁 ，言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
又曰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则亦所以存此心也。
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
又曰 求仁得仁 ，则以让国而逃，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
又曰 杀身成仁 ，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
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此承上两段之义，而申述孔门求仁之意。
首云 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 ，只要 体而存之 ，则 众善之源、百行之本 ，莫不在是。
但朱子于天地之心既成虚脱，于人心则以 爱之所以然之理、心之所当具之德 说仁，心非实体性的心
，仁只成生之所以然。
如此说 仁为生道 ，绝不足以尽孔子言仁之蕴，甚且有本质上之不相应。
（朱子言仁言心，并不是 心神理合一 的本心仁体。
）此段顺文援引《论语》辞句以为说，吾人自可据之以了解朱子之意，至于孔子论仁之义，则须另求
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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