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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填补理学研究空白的创新之作

读《宋代四川理学研究》

2004-12-21  尹波  阅读393次

     近读蔡方鹿教授新著《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8月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宋

代四川区域文化——理学为研究主体的专著。在作者看来，作为宋代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四川理学

不仅是广义的宋代蜀学发展的高峰，亦是整个巴蜀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论深

刻影响了宋代理学乃至整个宋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见《宋代四川理学研究》第283页，下引该书，只

注页码)。 

    以往人们看待理学，多将目力集中在濂、洛、关、闽之学，即或扩而大之，也只至于陆氏心学、湖

湘学、浙东婺学而已。至于宋代四川之学术，人们则一言蔽之曰“蜀学”，未有将其系统纳入理学思潮

的范围来予以探讨，更莫说系统研究了。通过阅读蔡先生《宋代四川理学研究》一书，方知世人之陈见

多么局限，大有加以修改之必要。从完整地研究宋代理学史而言，本书实有纠正世人陈见，填补学术空

白之作用。 

    

    众所周知，宋代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新儒学，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而宋代四

川理学是宋代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全国各地的理学流派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

潮。 

    

    该书从“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入手，阐述了宋代理学及四川地域理学产生的必然性：首先是经

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变革的需要，隋唐以来盛极一时的重来世、重解脱的佛教对重入世、重现实

的旧儒学观念的巨大冲击，需要一种既能吸收佛教思辨哲学，又能吸收道家道教的以道为宇宙本体的新

的思想来维持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学说，以抗衡佛、道二教的冲击，理学便应运而生。 

    

    该书接着以8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周敦颐、程氏父子、范祖禹、程颐及在蜀后学(谯定、谢湜、尹

焯、张浚、李石)、张拭、度正、魏了翁等的理学思想及学术活动，理学与三苏蜀学的相互关系等。宋

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曾在四川任合州判官四年，传道授业。其在蜀的活动，传播了他的理学思想，这

对促进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及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 29页)。程垧曾知汉州(今四川广汉)，其

子程颐随侍。后来程颐又于绍圣四年被贬往涪州编管，二次入蜀。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在涪州撰成

了理学代表著作《伊川易传》，这本身就是四川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程颐返洛，临去世前将此书

传授给其晚年重要弟子尹焯。北宋末尹焯遭金兵入侵，全家遇难，自己也身负重伤，其保存的《伊川易

传》在战乱中已散失。后尹焯逃难入蜀，流寓四川，在蜀中各地查访《伊川易传》，好不容易才找到

《伊川易传》的全本，将其作序推出，否则，恐此书已失传(见第122页)。由此可见蜀地理学对于整个

理学流传、发展的重要性。  

    

    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蜀学，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风特征是三教合一，重视人情。

它与四川理学相互交往，相互影响，最终产生了集四川理学之大成，同时也集广义的宋代蜀学之大成的

代表性人 物—— 魏了翁。作者在本书中阐述了三苏蜀学的特征及与理学的相异、相同处，结论令人

信服。 

    

    与苏轼、苏辙、程颐同朝为官的范祖禹，作为川籍著名学者，他对道学的认同，对二程理学的赞

赏，客观上起到了扩大二程学说在四川的影响，并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第95 页)。而程颐的弟子后

学如谯定、谢湜、尹焯、张浚、李石等则通过在四川的讲学等学术活动，为南宋四川理学的大发展起到

了铺垫和过渡的作用(第115页)。特别是张浚，不仅是一位精于易理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官至枢密使的



政治家、抗金名将。他利用在朝野的影响，提高了四川理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其著作《紫岩易传》甚至

影响了一代宗师朱熹的易学思想。 

    

    张浚的儿子张栻，其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丰富并发展了宋代理学，最终确立了由胡宏开创，而由张

拭集大成的湖湘学派，成为与朱熹齐名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湖湘学与四川理学的相互沟

通、影响，“促进了宋代四川理学的持续发展”(第189页)。 

    

    朱熹的蜀中弟子度正，在理学经乾道、淳熙年间的大发展之后，遭到统治者排斥打击之际，挺身而

出，为恢复理学的正学地位而努力。并通过撰写《周敦颐年谱》，扩大了理学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影响。 

    

    魏了翁的出现，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方向。理学逐步由民间传授成为了官方哲学。魏了翁

超越朱学，折衷朱陆，影响到理学在宋末和元明时期的发展。特别是他两次上奏，表彰周程，请为周敦

颐、程颢、程颐定谥号，宁宗准其奏，标志着理学成为南宋后期官方哲学的开始。后魏了翁又为宋理宗

讲理学，得到理宗对理学的称赏，将其定为科考的内容。由 “伪学”、受压制状态到成为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思想，这是理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当然，这与理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成熟，前期理学人物

的大力推广，并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分不开。与张拭在湖南确立湖湘学派相比较，魏了翁的学术

活动主要在四川及朝廷，他创办了具有四川地域文化特色的鹤山书院，宣传并发展了理学思想，培养了

大批人才，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鹤山学派，使宋代四川理学在全国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由蜀地理学家及流寓来蜀的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促进了四川理学和整个理学的大繁荣、大发

展，以及巴蜀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形成了宋代四川理学的基本特征，这是蔡教授在第十章阐

述的内容。而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巴蜀文化发展特点的重要体现。 

    

    综观全书，作者在指导思想上能将宋代四川理学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对其进行历史的

辩证的论析，所据资料丰富，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广泛搜集、系统研读、悉心考订，并以之作为立论的

依据。该书是对宋代四川理学首次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全面研究，通过分析四川理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

一些主要学者的学术师承、哲学思想的梳理，揭示出四川理学兴起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基本线索；比较深

入地分析论述了一些学者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并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历史地位、学术特征和影

响作了论述。概括来讲，该书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注意史实梳理，客观再现宋代四川理学的传授史。如周敦颐宦蜀、程颐前后两次入蜀，在现行

有关宋明理学的研究论著中，叙述都极为简略。该书则详尽予以考述，以揭示理学家在四川的讲学授徒

活动为四川播下的更深种子。并论述了从北宋到南宋，四川理学的传授及内容，这就比较全面地展现了

理学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和成就，有利于从纵深和地域来探讨宋代理学史。 

    

    二、注意理论分析，揭示宋代四川理学之个性。从前即或有人谈川籍的理学人物，也只以宋代理学

在四川视之，也就是说，宋代四川理学不过是理学在四川的分布和传播而己。通过对该书的阅读，方知

宋代四川理学实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三教合一”、“勇于创新” 、 “重在实践”、“博采众长”

等，作为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一方人文，实有以体现蜀地风格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本书关于此类特征的

揭示，实可丰富理学史研究的内容。 

    

    三、该书有点有面，突出重点，照顾一般，做到了个别与整体、重点与一般的有机结合。如对川籍

理学大家张拭、魏了翁，作者既结合自己先期的个案研究，在本书又将其置于地域文化及整个理学的范

畴之中，设专章予以探讨。对“三苏”、范祖禹等人也从比较的角度予以专项研究。同时还以大量篇

幅，清理和再现了程颐在蜀后学、师从朱子的度正以及张拭后学在蜀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展现了四川理

学的整体面貌，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宋代四川理学之内涵及其发展的脉络。 

    

    四、该书作者发挥自己熟悉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优势，既注意对所列主要学者进行学案

式研究，更注重剖析其哲学思想，论析其在中国哲学史、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并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



究相结合。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指出：对宋代四川地区的儒学传统和本地区学术思想的状

况，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对蜀学、蜀学与理学的论析宜更展开些；希望在谈四川理学特征时，能够加

入一些当时蜀中社会、学术等背景资料，以见社会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似乎应更明确突出理学在四川传

授的特点，特别是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固有特征。 

    

    尽管该书有尚须进一步完善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部优秀的成果，填补理学研究空白。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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