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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前言：道里书院命意　　道里书院网站题头图片，左边是两三棵大树下的一间草堂，这是二三
子坐而论道的地方；右边是树丛掩映中的民居村落，这是起行里仁的地方。
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书院把左边的树和右边的树连到一起，把左边的房子和
右边的房子连到一起，把道和里连到一起，所以叫道里书院———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古和今连到
一起，把中文和外文连到一起。
　　而这一切还任重而道远，“不可以道里计”。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这是起道里书院这个名字的基本情绪。
　　而网络时代的匆忙脚步如何才能安居于道业？
像网络一样变动不居的道又如何成为一处居所？
如何居住在道路之上？
“道里，居于道里，行道人路过的这里和那里。
”这是2003年刚到同济工作并开始做道里读书会的时候写的两句半通不通的话。
站在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我有时傻想，什么时候可以把网上的书院落实到地上呢？
无论如何，即使是虚拟的，我们也必须开始。
于是就有了这几年的道里书院网站。
　　八年前，一开始想办网站的时候，我就想，叫什么名字好呢？
当时流行一种理论，“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
我想，这太偏了啊。
古人说：“尊德性而道问学。
”道理要讲，伦理也要讲，才是“既明且哲”的“哲”和“学而时习”的“学”罢？
于是就叫道里书院。
很快就遭人骂，说我们封闭，不开放，只在“里面”搞。
我解释说，“里面”不知何谓？
我只听说过“眧面”，没听说过“里面”。
“道里”的“里”是“里仁为美”的社区，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路程。
古人云“任重而道远”，是教导我们要能载德，也要能运化。
而这就要求学者经史互参，中西兼顾，天道人事一贯。
　　辑在这里的文章、对话和札记，是这些年来在道里书院的淇奥切磋中磨出来的石头，或可聊作铺
道之用。
现在不揣鄙陋，刊诸纸面，无非希望得到进一步批评，接受学界师友的打磨。
同时，这本书是在《道学导论》的探索中沿途发现的路标集子，指示着各种殊途同归的可能方向，所
以，《道学导论杂篇》也是这本书的合适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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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荟萃了文章、对话和札记，是柯小刚近年来在道里书院与诸位学人对话
、切磋的研究成果，分为经史微言、古典文教育现代政治伦理、古典文教与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性反
思、古典文教与哲学沉思、古典文教与现代技艺六个部分。
“道学”，这里指“儒家之学”，可以看做《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的核心词汇。
《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以大陆新儒家的立场，力图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蕃篱，打破“左右派”的对立
，恢复儒家古典文教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的生命活力。
在书中，他不仅以书画、中医、兵法、卦象、诗歌等为路径，探讨了儒家道德心性的修养；而且在对
儒家古典文献的研究和形而上的论证之后，也对当今社会、政治、教育、伦理、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
命运投入了关注的一瞥；另一方面，诚如柯小刚在《代前言》中所言“经史互参，中西兼顾，天道人
事一贯”，“殊途同归”，他的道学“新命”同时也把“把西方哲学化裁为道学自我更新的必要步骤
，把西方经典削删为经学自身扩展的一个部门”。
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古典、现代哲学，探索了西方古典文教涉及的修辞、伦
理和哲学教育问题以及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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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小刚，字如之，号无竟寓。
1973
年生于湖北大冶。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
执行院长、《儒学与古典学评论》主编、道里书院山长。
研究兴趣涉及儒学、经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西方古代经典与解释、现象学、德法哲学、政治哲
学、艺术理论、中医、传统文人书画等领域。
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思想的起兴》、《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
道学导论（外篇）》等，译有《黑格尔：之前和之后》、《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等，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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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的这种精微，完美地体现在《论语》的冉有问“夫子为卫君乎”一章：体现在冉有在知
辄居正位的前提下来问是否要采取助之的行动，体现在子贡为避免问题的两难促逼而转换问及伯夷叔
齐何人，表现在夫子心知所问卫乱而答以求仁得仁何怨，也表现在康成注“父子争国恶行”，双遣父
子不仁。
从冉有之问卫君一个人到子贡之问伯夷叔齐两个人，从夫子答伯夷叔齐兄弟之仁让，到康成注父子争
国之不仁，所有的问答和注释都保持了《春秋》书写的精微：一方面以辄居正，所谓卫君必定是辄；
另一方面，辄之拒父，义虽无疑，但毕竟无如伯夷叔齐让国之仁。
　　但是，反过来，辄之不仁是可以直接在当时就说出来的吗？
不行。
因为，如果夫子那样说的话，他就是在作出为蒯聩的行动了。
而且，伯夷、叔齐的让国之仁，可以用来取代辄辞父命的义吗？
不能。
因为这个父并不像伯夷、叔齐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那样具有受让的资格。
正如伯夷、叔齐相让的故事所启示的那样，也正如仁这个字（二人为仁）所启示的那样，仁和让必定
是双方的，相互的，否则便是私渎，如燕哙王之让子之。
面对一个不具有受让资格的争国者，如果放弃拒亲的大义而行让国的妇人之仁，这与其说是求仁而得
仁，还不如说是徇私情而渎王命。
所以，当冉有问夫子是否为卫君，子贡的转问却并无半句问及卫君，夫子的回答也没有半句谈及卫君
，他们的对话只是谈到了两个古人伯夷、叔齐如何如何。
这样的转问和回答既隐含地表达了对辄与蒯聩的遗憾，也避免了对事件的直接行动干预。
而不对这个事件采取行动，正是子贡最后出来告诉冉有的意思：“夫子不为也”（即不助也）。
《论语》问答之精微若此。
　　上面用桂枝汤结合泰卦讲了“阴平阳秘”，下面我们用小柴胡汤结合贲卦来讲讲“文质彬彬”，
然后，我们再把它们结合起来，思考今天的中医在古今中西之变中的位置和未来的发展。
贲卦的卦象是离下艮上，也就是“山下有火，贲”：椀。
从这个卦象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刚柔交错的局面。
根据《彖传》的意思，这个卦是从泰卦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贲卦的刚柔交错局面是在泰卦天地气交
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中间结果，就好像少阳病是在伤寒六经传变过程中，因为太阳证未及时解除，热郁
表里之间形成的一个中间结果。
　　具体而言，《彖传》“柔来而文刚”，是说泰卦的坤之六二跑下来居于下卦乾的中间，这样就使
下卦形成了离的局面楀；又说“分刚上而文柔”，是说乾的九二既然被上面下来的阴爻占据了位置，
它就跑到上面去，但是没有占据上卦的中间，而是居于上位，成为上九，这样就使上卦形成了艮楁。
离是火，艮是止，离下艮上就好像热郁少阳，发汗发不出，清下下不来。
造成这个胶着局面的主要原因要归之于下体乾卦的阳气上升过程中，乾的九二跑到上面去，上冲发越
得太过，冲过了中位，跑到了最上面，形成了艮止，就把离火郁在中间，出出不去，下下不来，使得
阴阳二气的升降从交泰局面变成了郁结状态。
这就好像少阳枢机不利，胆火过亢，热郁表里之间，寒热往来，胁肋苦满。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伤寒论》的治法是禁汗禁吐禁下，只能和解，所以是用小柴胡汤主之。
用《周易》的话说，就是只能用文明而有节制的方法，通过信访和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刚性的
刑罚。
可以设想，如果少阳胆火没有过亢，持守中道的话，那么泰卦下体的九二在向上升发过程中就不会跑
到最上面去了，而是处在上体坤卦的中央。
如果是那样的话，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坎卦的局面椾。
这样一来，加上下面的离卦，就是一个水火既济的局面椶，那就善莫大焉了。
所以，贲卦局面的形成主要在于一阳升发太过形成艮止的问题，犹如少阳证的形成主要在于少阳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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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亢形成枢机不利的问题。
　　所以，总结说来，周易贲卦与伤寒少阳病的互证大体有这么几条：“刚柔交错”：寒热往来也，
非表非里也，寒热并用也。
“文明以止”：禁汗禁吐禁下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和解少阳、调和肝脾也。
“柔来而文刚”：芍药当六二也（指四逆散的芍药），阳中之阴也。
“分刚上而文柔”：柴胡当上九也，阴中之阳也。
肝体阴而用阳，贲六二上九之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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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作为大陆新儒家新一代代表人物柯小刚最
新力作，论证详实，材料充足，语言严谨；《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对于儒家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具
有“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
作为在中国大地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伟大传统和广义的宗教主体，儒家在“五四”以来一浪接一浪的“
西化”浪潮中逐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儒家在社会、政治、教育、
道德上的主导地位也在历史的瞬间被基本消灭。
而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却发现没有可延续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产
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焦灼感。
再则，在高科技化、全球化造成的新的格局中，国人存在着巨大的信仰缺失和广泛的空虚感，而儒家
学说在不离世间关怀的前提下，带来人生的根本意义乃至信仰。
因此，在新时代下，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传承中国文化价值，柯小刚为复兴儒家传统
和道义所作出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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