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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治宋明理学，首读《近思录》及《传习录》，于后书尤爱好，及读黄全两学案，亦更好黄氏。
因此于理学各家中，乃偏嗜阳明。
一九三。
年春，特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编撰《王守仁》一册，此为余于理学妄有撰述之第一书。
一九五四年来台北，友好劝余重刊旧著，遂稍加增润，改名《阳明学述要》，由正中书局印行。
前后相距，则已二十有余年矣。
然余于此二十余年中，思想逐有变。
一九三七年在南岳，多读宋明各家专集，于王龙溪罗念庵两集深有感。
余于程朱，亦素不敢存菲薄意。
及一九四四年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朱子语类》百四十余卷，又接读《指月录》全部，因于朱学
深有体悟。
一九五一、五二年，写《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概述》两书，于旧见颇有更变。
及一九六。
年赴美讲学耶鲁，始创为《论语新解》，前后三年，逐章逐句，不惮反复，乃知朱子之深允。
一九六四年，始竟体通读《朱子文集》百四十卷，翌年又再读《语类》全部。
遂于一九七一年，完成《朱子新学案》。
前后凡六年。
此后又为《朱学流衍考》，自黄东发以下，迄于清代之罗罗山，逐家参究，乃于王学，更深觇其病痛
之所在。
本编汇集讨论明代学术，乃若于王学多有指摘。
回视最先所为《王守仁》一书，则已相距四十七年矣。
余不喜门户之见，尤念一九一六、一七年间，余授课于本乡荡口镇之鸿模小学，暑假护送学生至苏州
考中学，随身独携阳明《传习录》，于考场外客室中研玩不辍，距今则逾六十年矣。
虽此六十年来，迭经丧乱，而古人书本，迄未放弃。
尤于宋明理学家言，是非得失，始终未敢掉以轻心。
读斯编者，于编中各篇著作年月，及先曾刊布之诸种，幸能循其先后，统加披阅。
余纵未敢自认为已得定论，然毕生心力所萃，决不愿于先贤妄有轩轾，则区区之诚，所欲掬诚以告于
读者之前也。
又余为《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篇，收入前编，发明元儒皆高蹈不仕，隐遁林野，其风迄明之开
国不变。
尤于读《草木子》一书有深感，因悟宋明两代政风不同。
宋崇儒道，明尚吏治。
永乐族诛方正学一案后，明儒淡于仕进之心，益潜存难消，故吴康斋特为明代理学之冠冕。
阳明稍不然，乃游其门者，皆多无意于科第。
故王学末流，惟盛唱人皆可以为圣之高论，而治平大道，多不顾及。
道释两家乘机暗滋，而三教同归之说遂成时代之潮流。
东林蕺山起而矫之，而明祚已不永。
此亦治明代理学者一极当注意之问题也。
此乃关涉明史之部分，此册所收各篇，于斯未有详论，故特著于此，幸读者其继续深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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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
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1979年时自编。
上编（一-二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三-四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五-八册）自两宋迄晚清
民国。
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
  　本册专论明代之理学思想，以阳明学为中心。
全书始于朱子学在明初之流衍的考察，其次则对程敏政和罗整庵两位重要的朱学传宗发微探幽，洞察
到理学自身的发展及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迹象。
阳明学及王门后学为本书的核心，作者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衍变及其内在矛盾都有很独到
的辩析；对王学的流变，尤其是以王龙溪和罗念庵为代表的浙中和江右王门思想之歧异也有很中肯的
论述。
而对晚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力避王门后学之流弊，倡导由王返朱，高扬实学和事功
也做了极有价值的分疏。
    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及其思想为纬，提要勾玄地梳理了明代思想变化的脉络。
编末附《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详论韩国理学重镇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人，以见
出宋明理学对韩国以及周边国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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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
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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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明初朱子学流衍考读程篁墩文集罗整庵学述阳明良知学述评读阳明《传习录》王阳明先生《传习录
》及《大学问》节本说良知四句教与三教合一略论王学流变王龙溪略历及语要摘录《龙溪集》言禅言
三教罗念庵年谱读陈建《学蔀通辨》记公安三袁论学顾泾阳高景逸学述读《刘蕺山集》宋明理学之总
评骘朱子学流衍韩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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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此说来，一个寻常人，只要能实实落落地致良知，今日知到这里，今日即行到这里，是便是，非便
非，到得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杂的境界，他已便是圣人了。
只如一两黄金，较之万镒黄金，轻重不同，而其为精金则一。
至于外面一切节目事变，不可预定，亦不可胜穷，亦不能先有一准则。
惟一的准则，便是你心的良知。
只有用你心良知，随时精察而权度之。
此即所谓天理之节文。
天理节文，不是不要精求，却先要有个头脑，即致良知。
人类一切事业，在天理前面，全属平等。
人生最高理想，只在存天理去人欲。
此外种种差别，都非真差别。
由此理论，阳明极看不起世俗的功利观点，于是遂有他的拔本塞源论。
（此见《答顾东桥书》，收《传习录》卷中，文长不具引，下面略述其大旨。
）所谓本源，即指功利观点言。
而此种功利观点，又必与个人主义相引并起。
阳明认为现社会一切现象，一切病痛，全由此本源出发。
必得拔本塞源以后，始可有一崭新的理想新社会出现。
但阳明不认那个新社会只在将来，而谓已曾在过去，在唐虞三代早已出现过。
以古代经学来寄托想象，此乃中国儒家传统遗风。
据阳明意见，那时人莫不抱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天下只如一家，根本没有个人主义，因
此也不会有功利思想。
那时的教育，则“惟以完成各个人的德行为务”。
换言之，只要人人成精金，人人在天理中，因此也人人平等。
至于其有才能之异，则只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
及其服务社会，如稷勤稼，契善教，夔司乐，夷通礼。
乃至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
如一家人，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愿。
那时则全社会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
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凡以济一身之用。
目不耻其无聪，耳不耻其不明。
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疴痒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
试问在此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如何再会有“有我之私物欲之蔽”的病痛呢？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本属心体之同然。
有我之私，物欲之蔽，则是人生以后事，大抵由于俗情习气所陷溺。
现在整个社会全是天德王道，自无俗情习气之诱染，则岂不人人至易至简的便达到了圣人地位。
那时则尽人都是精金，人人全是天理，全社会成了一个圣洁。
但逐渐到后世便变坏了。
王道熄，霸术昌，圣学晦而邪说横教兴。
其时之学者，则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
那时则尽是窃取从前先王之近似者而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
教育坏了，人心亦昧失了。
人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于是斗争劫夺，不胜其祸。
这全是一种功利观念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
人人尽在外面求分两，不从内面问成色。
那时则良知之学亦不好再讲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要再讲良知之学，除非拔本塞源，把那种个人主义的功利观点之积污积渍彻底洗刷尽净不为功。
阳明这一番理论，有两大特点应该注意。
第一，阳明论良知，并不偏重在心上，而把心和事，内外交融，铸成一片。
第二，阳明论良知，并不偏重在人心之同然上，而把人尽其性，分工合作，来完成天下一家万物一体
的境界。
阳明竭力排斥功利观点，而一切功利事业，全包括在他理想的新社会里。
阳明竭力排斥个人主义，而一切个人尽在他理想的新社会里得了充分自由的发展。
说到此，使我们又要转到另一问题上去，即天地万物一体的问题。
此问题，亦是两宋儒学传统共同是认的中心问题。
但如何证成万物一体，则意见颇有不同。
大抵伊川晦翁偏向外，明道象山偏向内。
阳明自然也是偏向内的。
他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
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
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
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
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若尽灭万物之色，便无目见。
尽去万物之声，便无耳听。
尽屏万物之感应，也便无心知可得。
可见心体只在万物感应上，此即所谓合内外之道。
若要排除外面万物感应，向内觅自心本体，试问此心本体更从何觅去。
说到心的感应，自然要牵连到好恶。
决没有心不带好恶的感应。
人心有了好恶，便已把自己内心与外面事物纽为一结，再也分不开。
试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言之。
见好色时我心便自好了，闻恶臭时我心便自恶了，可见好色恶臭与我心好恶紧切相依，实是一体，并
无内外限隔。
究竟是那色好了我心才去好的呢？
还是我心好了始见其色之好的呢？
这是再也分不清的一个问题。
故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孝弟乃我心一段真切之情，亦即我心一点灵明知觉，只此一点真
情明觉，便把我身与父兄联成一片，融成一体。
在孝的心境上，更没有父子对立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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