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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对于心灵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考程序。其前提假设为：1、人的心灵境界存在着道德上高

低贵贱的差别。2、圣王和师长比普通百姓和弟子的心灵要高尚和尊贵。其基本结论是：1、圣王有权力和义务来教化

百姓，百姓有必要来接受教化。这种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是天然的，应然的，必然的。2、，君王心灵境界的崇高会

导致百姓心灵世界的平淡和谐，君王心灵境界的下降则会导致百姓的道德沦丧。从这些假设和结论看，周敦颐和思考

程序和先秦儒家对心灵关系的思考十分类同，应该说表现出纯粹的儒家风味。 

三 当代启示 

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心灵构设工作，周敦颐在《通书》中词约义丰地考察了心灵世界的构成因素及心灵之间的关系。

站在当代的立场上，这些考察本身即有深刻、独到的一面，又有需要反思、拓展的地方。在此，我们从哲学思考和现

实意义两个层面对于它们能够带来的启示予以讨论。 

在前一个层面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概念的含混性问题。这个问题典型地体现在《通书》及其它儒学典籍中对“诚”

的概念的使用上。如上文所分析，周敦颐及其他儒家思想家用这样一个字表达了既有核心又有边缘的多层意义结构，

这些含义的所指既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也有主观感受和心灵素质。这就使对于儒家典籍不太熟悉的人不易摸到门道，

宋儒讲究对于典籍的涵泳玩味，概念的含混难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这就启示我们无论是在创说立论时还是在解读前

人典籍时都应体现清晰化的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讲，前人的含混是和他们对于世界和心灵把握的含混及语言的贫乏

联系在一起的 ，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心灵的把握要清晰、精细多了，我们的语言也由于翻译、交

流、创造等多种因素而使之丰富细密多了，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对古人思想的理

解表达清楚。 

其次，站在当代立场上，周敦颐心灵构设工作相对来说较为单薄、狭隘，且似略有偏颇之处。这一方面表现在《通

书》过于简短、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都没能展开 ，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周氏对于形上或圣贤境界关注和论述较多，

而对于世俗境界尤其是人之心灵中的消极成分论述较少。这就使他的心灵构设仅仅围绕着回复极高道德状态这一维度

展开，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只有这一问题才是人的心灵构设中的主要内容，这也就使他对于心灵世界中其它错综复杂的

内容的处理有些简化。这种后来被称为道德中心主义的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应该突破道德维度的束缚，在借鉴

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我们对心灵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广阔的、包括德、智、美多种维

度的视域之上。 

与哲学思考层面多以教训的形式给我们以启示不同，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周敦颐的心灵构设既以正面的教益也以反面

的教训给我们启发。在此，我们仅以两个例子来作说明。首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诚信资源的缺失已经成为市场发

育、人际和谐甚至学术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政府和学界都在呼吁重建社会的诚信体系。《通书》中关于

“诚”的多层阐发可以成为这一重建工作中相当有益的资源。其中，相当值得重视的是“诚”为“五行之本，百行之

源”的理解，因为这确是我们在宣传和教育时应该着力的一个重要理论关节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这一理论关节的

既应该体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也应该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具体说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所有原则（比

如仁爱、尊重、忍让、平等、民主等）必须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如果没有

这一基础，这些原则就会成为实现私心杂念甚至罪恶动机的手段。台湾今天的所谓“民主”、李洪志所谓的“真、

善、忍”就是典型的缺乏真诚的例子。还有，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各种做法（比如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探索自

然、保护自然）中，也必须遵循真诚的原则，即必须以真实、客观、谦虚的态度对待自然，按照一位论者的说法是：

“即细心地观察，艰苦地思考，认真地验证，这是发现局部真理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自然事物独立于我们，所

以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它们又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故有不同等级的价值，它们的本真显现会表达它们的不同程

度的能动性和目的性，从而显现它们的价值。”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对待自然的这种真诚态度，我们往往会陷入主



观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并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因此，在人人之间（或说心灵与心灵之间）、人物之间

（或说自然与心灵之间）建立深层的诚信关系是当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任务。 

其次，周敦颐关于圣王教化百姓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政治领域也有现实启示意义 。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使一行为的

主体、客体和谓语都发生了变化，在今日中国进行的是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导和教育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可

以从《通书》的两种说法得到启示。一是周敦颐关于“纯心”的说法，也就是“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

违”。很显然，无论是古代的圣王还是我们今天的官员都很少有人能真正符合这样的要求。但是，以高尚的道德标准

来要求自己，并尽力使这些道德标准内化到自己的所有言行中去，这无疑也是古今官员应该努力的目标。这与我们今

天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其中，我们应该理解的是，古代官员中的确有真诚地以儒家

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人，今天的官员中也有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在古今社会上这样的官员所占比重较少。

大多数人将自己的职责看作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基础上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无论古今都有完全违背这一原

则、丧心病狂地盘剥百姓以遂一己私利的官员，还有就是以仁义礼智来要求别人、自己却是骄奢淫逸、寡廉鲜耻的官

员，对于这两种人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必要的惩治能力。二是周敦颐将礼乐施之于百姓的思想。如按今天的

表述，也就是以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文化娱乐活动来调整人们的情绪和愿望。其中，后者在“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中已经包含，而且通过电视、电影、报刊、网络、音乐、小说等形式也确实对于当代社会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前者虽然在一些文件（比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学者的论著有所涉及或论述，但并没能引起整个社

会足够的重视，更没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加强当代中国社会的礼仪建设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关

注的一项工作。其中，相当基础的一项任务是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和国外文化之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礼仪成

分，并对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简洁化处理然后贯彻到教育和生活中来。 

以上我们从哲学思考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考察了周敦颐心灵构设的当代启示。坦率地说，我们在此的考察是相当粗糙

和浅显的，这既和我们的研究不够有关，也和研究对象的材料缺失关，而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形态变迁导致

周氏思想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出现了较远距离。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恰当的阐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障碍，

从而使先贤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感染到今天的心灵。 

总结周敦颐对于心灵世界的构设工作，可以说是宋明儒学思维框架和心灵逻辑的最早奠定者，开创了程、朱、陆、王

诸儒把握人之心灵的基本路数。也可以说，周敦颐是中国中古社会中期庶族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秩序创建者，其后的

程、朱、陆、王是这一秩序的加深加密者，而这一秩序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必然地幅射向今天的

社会，所以它也成为当代学者有必要在哲学和现实中面对的一种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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