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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并研习经典，亦即与经典作品的持续“对话”，是人文学术的真正基础。
人文学术的基本样式与其他学科不同，它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构成所谓“规范的”或现成的知识体系
；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唯有在多重的对话中方能保持其生机的“思想奠基活动”。
这意味着，作为某种先行的思想奠基活动，人文学术及其成果毋宁应当被更恰当地理解为诸知识体系
孕育其中并植根其上的思想一定向和精神一根据。
　　对于哲学学术来说，情形尤其如此。
因为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并且完全就是——“思想的事情”。
而此种思想之事的大端之一，便是为既与的规范知识筹划并准备必要的思想前提和经验法则——规定
其活动的领域并为其活动制定基本方向。
此间的差别可以较为便捷地提示哲学学术的独特性：真正说来，那构成既与知识体系之思想前提的东
西，本身不是现成的知识。
事实上，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可能观察到这样的情形：既与的知识体系仿佛是展开在一个平面上，你
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逐步地扩张至整个领域；而思想的事情则仿佛是在垂直于平面的纵向上活动，你
往往只有通过占据不同高度的上升运动才能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
大体说来，这就意味着哲学与知性科学在学科性质上的一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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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之“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
信集，是一部中国哲学史上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
    本书是关于《传习录》的精细解读，作者舍弃逐条逐句的解读方式，主张明义理与通训诂并重，并
择其要点、循其脉络、扣紧义理。
全书引经据典、论述严密、考据与义理并举，从阳明思想遍历的轨迹、阳明心学的确立、格物学说的
重释、知行合一的意义、良知学说的提出等方面，呈现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万物一体”、“本体工夫”等为架构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为世人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理解
“阳明心学”提供了切实有力的帮助，是研究王阳明思想的力作。
    本书是带有专著性质的研习哲学经典的导读性著作，通过批判性的阅读——真正的“对话”——导
引读者思想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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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虽说心体“却虚”，但这是克就“气之虚灵”而言，另一方面心之知觉正是“气之虚灵”
的功能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知觉作用的过程中，又有“理”的存在。
所以归根结底，朱熹之论“心”，是结合理气来讲的，一方面心是气之虚灵，故心不是“一物”；另
一方面心中自有实理，故心又不是一个“虚荡荡”②的空无。
至于心与理及心与性的关系，则可以这样表述：　　心是虚底物，性是里面穰肚馅草。
性之理包在心内，到发时，却是性底出来。
　　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朱熹的几层想法，对此阳明既有认同也有批评：（一）心不是性，当然也不是
理，心与理毋宁是一种外在的涵摄关系，这一点引起了阳明的强烈反拨；（二）心与气有家族相似性
，但心不就是气，因为心“比气，则自然又灵”，这一点阳明亦能认同，故阳明也用“虚灵”来描述
心体；（三）但是心毕竟是“虚底物”，其本质须由性、理来规定，并为“理”提供存在场所，这一
点则非阳明所能认同。
　　以上是朱熹从心与性、心与理以及心与气的关系这一角度对“心”之问题的基本解释，若就心之
本身而言，朱熹论“心”的基本义有二：“心”是人的知觉活动，同时“心”又是行为的主宰。
可以规约为：前者为心的“知觉义”，后者为心的“主宰义”。
所以他在讨论《古文尚书》“心传”四句时，曾明确指出：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
也。
　　应当说，这就是朱熹对“心”的一个确切定义，包含了知觉和主宰这两层含义。
只是又多了“应于事”这层含义，这一点对于朱熹来说也相当关键，只是这里我们不宜就此展开讨论
，质言之，这是因为在朱熹看来，佛学虽然也讲“虚灵”，但佛学所讲的“心”只是空无一物、虚灵
寂灭之心，为了与此区别开来，故朱熹特别强调了“应于事”这一观点。
总之，在“虚灵知觉”这一复合用语中，知觉是对心的根本规定，虚灵是对心的状态描述，这一点已
经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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