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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玄学在魏晋的演变，既有鲜明的阶段性特色，又对魏晋两朝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纵向地追溯魏晋玄学的历史发展，继之横向地剖析魏晋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关系，力求在玄学三
期与魏晋两朝的交汇处，揭示玄学对于魏晋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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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中，1955年生于湖北江陵，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思想文化的研究，出版有《心哉美矣——汉魏六朝文心流变史》、《乱
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等学术著作10余种，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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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理之所体，所谓有也”。
　　这一命题是讨论“理”（即规律）与万物的关系。
每一个（或一种）事物都必须依赖别个（或别种）事物，它们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可
以找出一定的规律。
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规律就是“理”。
理不能凭空存在，必须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必须体现于形象著明的事物，才可以成为“有”，这
就是“理之所体，所谓有也”。
裴颁又说“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意即具体事物是理之“迹”，而理和迹都必须还原到形象著明
的具体事物上。
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认为，理是事物的宗主，它是统率事物的，最高的理就是“一”，即“无”
。
而在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裴頠看来，“理”并不是独立于事物之上的东西，而是植根于事物的规律、
性质及其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裴頠还进一步探讨了各个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认为每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
相互依存的关系，所谓“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
裴頠又说：　　有之所须，所谓资也。
资有攸合，所谓宜也。
择乎厥宜，所谓情也。
　　万有能够区分为不同的品类，各个族类的事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各类事物也就不能包括所有
事物的性质，都是各具一偏的。
正是因为“所禀者偏”。
所以每个事物的存在不能只依靠自己，而需要“凭乎外资”，也就是凭借外在的物质条件，如树木生
长需要阳光雨露，人活着需要空气、食物、阳光和水。
当然，外在的物质条件要符合自己生存的需要，这种“合”才是适宜的，亦即“资有攸合，所谓宜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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