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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危机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产床。
以马一浮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痛心于传统价值系统的崩溃，迫切希望从哲学层面考察和反思文化的
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评价和衡断世界文化反观下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限度，贞定和重构中国社会的
道德谱系和文化秩序，冀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和中西文化的互动与贯通，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初中
国文化哲学思潮勃兴的思想动因和历史背景。
    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发生的时代背景和主要流派，指出在持续的文化讨论中出现了颇
具特色的三大文化哲学流派，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派。
并进而围绕论主马一浮简述其治学和讲学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发展，基于现代新儒家的共同文化立场和
马一浮的自身理论建构，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思想史背景下，本书认为将马一浮的思想体系理解
和把握为整体贯通的文化哲学创造，可能更接近于他的思想原貌。
    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既依傍传统思想资源，又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在其哲学文本的表象下
隐藏着其特有的逻辑构成，表征着其主要理论组成部分及诸范畴系统的逻辑关联，体现了一条清晰的
思想线索，即由作为逻辑起点的判教论到范畴层面的名相论，再到作为理论基础的心性论和逻辑展开
的六艺论，最后归结为人格层面的证人论。
    第一章判教论旨在说明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建构方法和思维手段。
在马一浮看来，判教是在风云诡谲、文化跌宕的时代环境下的价值抉择。
因此判教在其文化哲学中就突出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其核心是文化价值的判断与衡准。
马一浮在研究儒佛二家判教理论的基础上，本着“异而知其类，睽而观其通”的圆融宗旨，发展出现
代新儒家的判教理论体系。
判教论还表明了马一浮的文化史观，对以三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展开富有时代意义的判教，通过判今
古、判朱陆、判汉宋、判三教，乃至于判中西文化，在新的历史文化参照系中，重新定位和厘清固有
文化的思想秩序和价值内蕴，从殊相中寻找共相，将六艺确立为传统文化的纲维和中西文化统摄的前
提。
通过其判教活动过程，马一浮建构起自身的文化哲学体系，在整体逻辑结构中渗透着深刻、鲜明的判
教思维方式的影响。
    第二章名相论阐述了马一浮文化哲学在范畴层面的价值转换和义理融通，主要解决范畴的可通约性
和价值的对应性问题，在纷繁的语词密林中寻求文化共性，通过秩序文化条理获得范畴归致。
马一浮首先从义理与名相的关系人手，指出其作为能指的名相在儒、释、道等思想体系中都各有殊异
，但其作为所指的义理都是一致的，因此就为传统哲学中的名相圆融提供了理论前提；其次，马一浮
从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对理气、知能、止观等范畴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清理，对历史上存在的理学
与心学、儒家与佛教的分歧和对峙进行了疏通和批导。
    第三章心性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六艺论的合法性依据和价值根源判断，占据
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解决心性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为文化主体进行全面的心性贞定。
当然，作为宋明理学中心话题的心性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敏感度，一方面它充满了理学与心学的紧张；
另一方面亦有被时人目为空谈心性的诟病。
马一浮以《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作为基本框架，超越性地提出“心兼理气、统性情”的命题
，并从心外无物、本体与功夫角度作了阐述，表面看似乎是接受了心学的立场，实际上马一浮是对理
学和心学都作了修正和调整，建构起六艺价值系统，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其文化哲学最主要观点。
    第四章六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的逻辑展开，表明了马一浮对文化本质及其现象的总的看法，主要
解决文化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体现了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构。
他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为总命题，分别论述了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部，六艺统摄西来学术等，
他认为人心是六艺之价值源泉，因此只要人心一日不灭，六艺之道则炳然长存，作为西方价值的真、
善、美亦可被六艺价值系统所摄。
实际上原本作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溢漾出具体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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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范围，由迹至本，成为具有越超性的价值原则。
他认为六艺散在《论语》总在《孝经》，故在复性书院的讲经活动已经变为对传统文化中六艺之道的
阐扬，包含着对中华民族的深刻文化忧患和对人类文化走向的终极思想关切，所以又转向对人的追寻
。
    第五章证人论是马一浮文化哲学在人生、人格层面的贯彻，主要解决人生价值及其实现的问题，是
文化精神的生命流溢。
简言之，是证什么人、如何证、证什么的问题。
马一浮指出由六艺之道，行六艺之教，最终是为了证成六艺之人，也即是对六艺的心性证验和生命自
觉。
所以他首先区分人格类型，以君子、圣贤作为完美人格的典范；其次批判现代大学制度，主张以六艺
为主要内容来进行培育、涵养，复性书院的学规可视为其人格教育思想的纲领。
但毫无疑问，所有外部的环境条件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读书践履从而发现和证验自性本具之
理，充实和推进人格的完善，成为抗日战争和文化建设运动中的中坚。
    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以六艺为核心观念，其内在理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观念而展开
的。
判教论据六艺判教，既是体系建构的方法诠解，又体现了以儒学价值为本位的文化史观；名相论将繁
杂的范畴归致于六艺义理，是同一所指的不同能指；心性论旨在揭示六艺乃人人自性本具之理，由此
贞定文化主体；六艺论重新建构了中西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证人论则突出了对六艺之人
的教育和塑造，所以“六艺”在马一浮那里已消褪了经典文本的意味，而成为人类文化理想的象征，
普遍文化价值的范型，完满人格类型的楷模。
    第六章三圣论对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的文化哲学作了比较研究。
指出他们具有共同的时代主题，即如何解决近现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如何重建儒家文化的
价值系统和思想秩序，实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结合各自的经历境遇、理论凭借、兴趣机缘，作为儒林领袖，他们独立地赋予传统儒学以新的时代意
蕴和理论生命力，导向不同的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建构，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
度：梁漱溟着眼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熊十力以唯
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
力与互动生成；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
儒学的精英化，从心性本原疏解中西文化的紧张与对立。
本章从三圣的共时性理论建构的角度，分析他们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
的不同特点，由此把握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脉向，强调“中国的哲学”的内在生命精神。
    结语部分概括了马一浮文化哲学的理论特点，即理论形态的传统性、哲学话题的时代性和价值取向
的圆融性，分别阐发了其在诠释学、文化学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丰富意蕴，并就马一浮文化哲学的历史
局限性和思想偏向作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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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判教论判教是中国佛教特有的概念，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判释积淀，但它一直被置于
佛教的诠释话语系统中，成为佛教为确立自身地位、肯定宗经价值而采取的一种评判方式。
作为弱势文化地位的思维手段和评判尺度，判教在近现代的复兴并非偶然。
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判教是近现代文化危机逐渐加深下的必然产物，其判教对象、判教主体、判教手段
和判教目的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融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了理论层次的跃升。
历史意义上的判教和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判教的差别在于：就判教对象言，前者往往局限于佛教内部的
各宗派，最宽泛的也只是宗教意义上的儒释道三教判释，后者则力图就中印西等诸文化系统作总的判
释；就判教主体言，前者主要是持守本宗立场、宣扬宗经精神的佛教内部某一思想派别，后者则主要
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以民族文化价值为宗趣的思想文化派别；就判教手段言，前者往往以权实、小
大、偏圆、浅深、方便究竟等为基本手段，后者则吸收宋明理学的思维成果和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加以
引申，如梁漱溟的理智、直觉、现量，熊十力的性智、量智，牟宗三的离、盈，方东美的契理、尚能
、妙性等；就判教目的言，前者意在突出本宗的义理最优越、最圆满，是最高智慧的体现，其他诸教
虽有助于接引、悟发，其本根究极处却在本宗，所以共为佛说，而暗含拒斥的意味，后者则旨在强调
本位文化价值，重构思想秩序，以期获得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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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艺圆融:马一浮文化哲学研究》从判教论、名相论、心性论、六艺论、证人论、三圣论等方面对马
一浮先生的文化哲学作了迄今最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马一浮的思想特征，在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尤其是对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的有关思想、主张和实践进行分析比较，颇有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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