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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彭永捷撰著的《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发生在朱熹（程朱
道学一系的集大成者）和陆九渊（陆王心学一系的创始人）之间的学术辩论这一学术史上有名的公案
，给予了哲学的分析、总结。
 　　其一，作者认为，在把儒学本质定位在“教人做人”上，朱、陆二人是没有分歧的。
但在如何理解“教人做人”方面，朱熹侧重于知伦理，陆九渊侧重于行道德。
朱熹哲学的特色在于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做哲学的说明和论证，陆九渊哲学的特色在于对儒家道德及其
实践根据做哲学的说明。
但朱熹在伦理哲学之外，还有道德哲学，而陆九渊却只有道德哲学，没有伦理哲学。
朱熹道德哲学的特色在于以伦理来规范道德。
相对于以往将朱、陆异同或归结为基本命题“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或归结为“为学之方”
上的“易简”与“支离”或“博览”与“守约”的不同、或归结为立言宗旨上的“心理为一”与“心
理为二”的不同，作者认为，朱、陆重伦理与重道德的差异，可以向上追溯至孔子重“道”与孟子重
“志”的差异。
孔、孟之间历时态的差异，在程氏兄弟那里表现为共时态的差异，随后在朱、陆这里以学派和体系的
方式公开化、明朗化了。
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是儒学内部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
依此，作者探讨了陆九渊的学术渊源问题，认为与其在缺乏史料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思想的内在一
致性而把陆九渊的学术渊源推之于程颢，而这种内在一致性又完全可以从具有共同的思想来源得到合
理解释，还不如承认陆九渊及其门人的说法，视之为“因读孟子而得之”。
 　　其二，探讨和界定了“道统”的哲学内涵，将其概括为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三者的
结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与阻碍双重作用。
作者依此分析了朱、陆在与儒学外部和与儒学内部展开的道统之辨和对道统的卫护。
对儒学内部历来存在的重伦理与重道德的分别，也就相应地消解了在现代新儒学中继续固执于狭隘的
道统意识和门户之见的学术理据。
这点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儒学史、特别是理学史，以及在当代开发儒学资源，也不无启发意义。
 　　其三，作者认为，人性论是哲学家关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和评价，是关于人性善恶的假说。
从理论功能上看，性善论引出德治理论，性恶论引出法制理论。
对于儒家道德理论来说，性善论是道德可能性之根据，后天经验世界中的恶是道德必要性之根据。
理学的学术使命和贡献在于为作为儒家道德学说基石的性善论作了形上学的论证，并从哲学上合理地
说明从先天之性善，何以形成后天经验世界中的恶，然后又如何可能通过道德的修养，向先天性善回
复。
朱熹从天理之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格物穷理（“明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工夫来解
决这个问题。
陆九渊从本心与物欲的对立、格心去欲的工夫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朱、陆之异同，是在处理儒学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中解决方式上表现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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