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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曲是美学中的重要成员，他对儒学进行的条分接祈，在夸天仍有意叉。他强调做儒 

要做真儒，儒的价值在于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应用，不能应用的儒学，对社会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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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是懦学中的重要一派，具有明显的独尊儒 

术特征 对此，笔者已在《关学的独尊儒术特征》一文 

中详论过，兹不赘述。李二曲是关学晚期的主要学 

者，其思想有代表性。简要来说，他的思想突出两方 

面内容：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 

李二曲对儒学可以说是条分缕折，层层剥离，最 

后强调做儒要做真儒 在他看来，儒家绝不是铁板一 

块，而是可分的。从大处来看，儒宗、儒教、儒林，是指 

儒学整体而言的 什么是儒?李二曲的解释是： 

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 道德为人所 

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聩，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 

所需，则赖其匡定，拯弱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 

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 

焉者也[1](P45O)。但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来看，前 

者为体．后者为用．“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 

用，迂阉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而 

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因此仅有一方面．就不能算 

做儒，起码不能算做。全儒”。他反对。各居一偏，终非 

全儒”之。儒”．而提倡“道德经济备而后为全儒” 在 

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德台三才之谓儒 天之德主于 

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 

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刚 

与天地生育之德台矣，命之日儒，不亦宜乎J”所以， 

“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务经纶之业而与天地 

参谓之学”[1](PI20)。 

但是．从现实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并不这样要 

求。所以，凡是读儒书，言儒言，冠儒冠者，都算“置身 

于儒林”，“以儒自命”[1](P45O)。这样就使 儒”的 

范围相 当宽泛 从时间方面来分 ，有“昔儒”、“今懦” 

。后儒”；从褒义方面来分．有。大儒”、“巨儒”、“业 

懦 、。世儒”、“宿儒”、“吾儒”、。全儒”、“名儒”、“君子 

儒”、“高儒”、“真儒”；从贬义方面来分，有“俗儒” 

“腐儒”、“霸儒”、“小儒”、“小人儒”、“应付儒”；不一 

而足。李二曲要人们做“真儒”和。君子儒”。 

真儒与君子儒是同类概念，应付儒与小人儒是 

同类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为大而通，一为拘 

而滞；一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一为反是；一为喻于义，一为喻于利； 
一 为实心实行，一为色取行违⋯⋯[1](P450)李二 

曲指出儒家有 自己的异端：儒外的异端，儒内的异 

端，都对儒家造成危害，而内部的异端危害更大。他 

指出，孔子对异端剔然有感，故目。攻乎异端，斯害也 

已”，孔子时的异端就是 乡愿”。战国时的异端．有告 

子、许行、庄周、邹衍、邓析、公孙龙子，而杨朱、墨翟 

的“为我”、“兼爱 尤为世所宗尚”。汉唐以来的异 

端，有托老子行世的魏伯阳的仙术、张道陵的符篆 

而佛教五宗密布，禅宗盛行，自然也是异端。对儒外 

的这些异端．虽然“其危害何可胜言”，但程朱辟之． 

“人始晓然于是非邪正之归”，“不至生心害政” 生心 

害政的是儒中的异端：“盖吾儒之学 ，其端肇自孔子， 

思孟阐绎．程朱表章，载之《四书》备矣，无非欲人全 

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安民也。⋯⋯否则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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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肥为计 ．其发端起念，迥异乎此 ，与《四书》所载，判 

然不同，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这种异端“生于其 

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甚于洪水猛兽， 

其害 深而难距”[1](P436)。 

李二曲提倡“真儒”要“明体适用”。他说：“穷理 

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 

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 夫是之谓‘明体适用’。明体 

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 

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 

不明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 

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1](P120)所以，“明体 

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 

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1](P401)。可见， 

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在道德修养上下工 

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适用，就是在治国平天下的 

具体事务上下工夫。所以，不管是明体也罢，适用也 

罢．都突出了儒学的实用性。但在道德为体方面，古 

今儒家的主张并不一致 ，“或 以主敬穷理标宗，或 以 

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 

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 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 

标宗 ．虽然有区别，但在他看来，“要之总不出悔过 

自额四字 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tT(Pa)。 

在李二曲看来．悔过自新的理论基础是人人都 

有的良心。良心．也称灵原、天良、心。他认为，人“形 

骸有少有壮，有老有死 ，而此一点灵原 ，无少无壮，无 

老无死，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人人具有 

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1](P18)。“良知即良 

心也”[1](P128)，“夫天良之为天良，非他 ，即各人 

心中一念独知之微，天之所以与我者”[1](P144)， 

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明这种良心，所以他说：。论 

学于今日，不专在穷深极微、高谈性命，只要全其羞 

恶之良，不失此一点耻心耳。不失此耻心，斯心为真 

心，人为真人，学为真学，道德、经济成本于心．一真 

自无所不真，犹水有源，术有根；耻心若失，则心非真 

心·心一不真．则人为假人，学为假学 ，道德、经济不 

本于心·一假 自无所不假，犹水无源，木无根。 [1] 

【P491)悔过自新就是要使此心澄洁，这也就是修身 

的目的所在：“修身当自‘悔过自新’始．察之念虑之 

微，验之事为之著．改其前非，断其后续，使人欲化为 

天理．斯身心皎洁。 Ill(P407) 

为使悔过 自新顺利进行，李二曲提出了一系列 

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为立志。“立志，当做 

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 

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 自力”[1](P46)。李 

二曲认为立志晟根本的是脱俗，“大凡立志，先贵脱 

乎流俗。是故行谊脱乎流俗，则为名人；议论脱乎流 

俗，则为名言。果能摆脱流俗，自然不埋于俗、安于 

俗。而不思脱俗者，斯其人固已惑矣；欲脱俗而又欲 

见信于俗，则其惑也不亦甚乎?”[1](P119～120)脱 

俗就要矫正时弊，其门人王心敬在《南行述》中记载： 

一 友谓 ：“世路崎岖 ，日趋 日下，奈何?”日： 

“世路 固 日趋 日下，而 自己跟脚，则不可不坚定． 

中立不倩 ，毫无变塞，方为强哉能矫。否则．人趋 

亦趋，随俗 浮沉 ，见粉华靡丽而悦 ，遇声 色货利 

而移 ，如是，则虽 日日讲道德 ．谈性命，不过 口头 

圣贤，纸上道学，其可耻为何如耶!”[1](P76) 

有 了这种脱俗之心，就能“处富贵如无与，处贫 

贱如无缺 ，处患难如无事 ，随遇而安，悠然 自得”，“否 

则胸次扰扰，心为境转”[1](P421)，就不能正确处 

理争、欲和谤的问题。对于争，李二曲认为，“世人多 

事，多起于争”，“文人争名，细人争利，勇夫争功．艺 

人争能，强者争胜 ，“无往不争，则无往非病”．因此 

要改变这种争的现实，君子做到“学不近名，居不谋 

利，谦以自牧，恬退不伐”，有什么可争的?“惟是见义 

争为，见不普争改，J[1](P439)。对于欲，他认为．“人 

惟有欲则不雕，不剐则不能直内而方外，故圣贤之 

学，以无欲为主，以寡欲为功”，因为。龙为有欲，则为 

人制；人为有欲．则为物屈”[1](P447)。所以．他主 

张“日用之间，以寡欲正心为主，以不愧天为本。欲不 

止乎声色货利．凡名心、胜心、矜心、执心、人我心，皆 

欲也。寡而又寡，自念虑之萌，以至言动之著，务纳乎 

天理，无一毫夹杂，方始不愧于天”[11(P137)。对于 

谤．他主张“凡毁誉之来，听其自然，一以空豁旷达之 

宇处之 ，因为“宾实之名 ．虽经千谤而不坠 ：无根之 

誉，虽强护持而必湮。”在他看来，。宾实之名．譬如佳 

术植于芳苑．经风雨而弥茂；无根之誉，譬如翦采缀 

于宫树，历时 日而随败”。所以对于谤的正确认识，应 

该是“谤之来也，有真有伪．我有是而人谤之．方将修 

省痈改之不暇，乌容置辩；我无是而人谤之，则惟任 

其 自起 自灭，付之 罔闻而 已．又何必置辩?”[1] 

(P141)正因为如此，脱俗就成了立志的第一要务。 

二为慎独。有学生向李二曲请教何为慎独，他回 

答说：。子且勿求知 ‘慎’，先要知‘独，；‘独’明而后 

‘慎’可得而言矣。 在他看来．。凡有对便非独，独则 

无对，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1](P35) 慎独是悔 

过自新的重要一步．“须整顿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 

动，并须体察。必使言无妄发，行无妄动。暗室屋漏， 
一 如大庭广窳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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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天，幽可以质鬼质神”[1](P46) 慎独是需要 
“

实实体认”的硬功夫，只有靠长期的静坐，才能养成 

习惯 所以．李二曲说 ：“水澄则珠 自现。心澄则性 自 

朗 故必以静坐为基 。三炷为程 。斋戒为功夫．虚明寂 

定为本面。静而虚踢寂定 ，是谓 ’未发之中 ，动而虚 

明寂定，是谓 ‘中节之和’。时时反观，时时体验。一 

时如此 ，便是一时的圣人 ；一 日如此 ，便是一 日的圣 

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圣人 ；终其身常常如此 ，缉 

熙不断．则垒是圣人，与天为一矣。”[1](P21) 

在道德修养方面。李二曲同样重视实行。他要求 

人们做到“念念切 己 自反，以改过为人门，自新为实 

际”[1](P114) 阅读儒家经典。要时时考虑“与 自己 

身心有无交涉 ，务要体之于心 ，验之于行。苟一言一 

行不归诸此。是谓侮圣言，空自弃”[1](P116)。所以 

他 明确说 “我这里重实行 ．不重见闻；论人品。不论 

材艺 。”因为“多闻多识 ，不见之 实行以蓄德 ．人品不 

足．而 材艺过 人．徒 擅 美炫 长，无 补于 世”[1] 

【P1 36)。为此，他反对纸上道学，指出“人生吃紧要 

务一垒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大事，焉 

用著述?如其为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 

学，乃学人通病”[1](P158)。“作口头圣贤，纸上道 

学一因循犹豫，以老其身，呼吸一去，千古无我，抱憾 

何及．可惜孰甚”[1](P230)。他赞成尚行，反对尚 

言．指出”古人尚行，故羞涩其言而不敢轻出；今人尚 

言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学务躬修，自然沉 

潜静默一慎而又慎．到讷讷然不能出口时，才是大进； 

否则纵议论高妙超世 ，总是顽不知耻，总是没学问， 

没涵养”[1](P444)。对儒家经典，要身体力行，心口 

如一，“只心口一不相应 ，正人君子早已窥其中之不 

诚而恶之矣”[1](P445)。只会背诵儒家经典，而不 

会应用，于世无补，“(儒家经典)乃万古不易之常经， 

日用常行 ，而不可违焉者也。吾人 口诵而身违，书 自 

书一我自我，是谓叛经；讲了又讲，解了又解，徒夸精 

斗奥，借以标名，是谓侮经”[】](P531)。 

在实行方面 ，在上者更为重要 。因为“天下之治 

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 

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应 

之机，捷于影响”[1](P105)。所以正人心，首要的是 

正君心 。“好恶不公 ．由君心不清 ；君心之所 以不清， 

声色、宴饮 、珍奇、禽兽 、官室 、嬖幸、游逸为之也 。君 

若以二帝、三王自期，以度越后世庸主自奋．以建极 

作则，治登上理为事，自无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 

好恶公，好恶一公，则理财、用人事事皆公，与天下同 

其好恶而合乎天下人之心”[1](P411)。 

为了使儒家学说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李二曲 

写过一部《儒鉴 》，目的在“俾儒冠儒服者 ，有所考镜 ． 

知所从事，念非切己急务．遂辍不复为”Ill(P155)． 

因为在他看来 ，这是维护儒学 的正统所必须 的。“士 

既业儒，则懦不可以无鉴。镜以照面，则面之净垢见； 

鉴 以观儒，则儒之得失见。见净垢，斯知去垢 以求净 ； 

见得失 ，斯知舍失以求得”。“儒惟无鉴，以故业儒者 

无所惩劝，学术不明，人才不兴”[1：(P199) 但可 

惜，这部《儒鉴》没有流传下来。 

以上内容，都属于儒学适用论。而李二曲的明体 

适用论，还包括有许多经济实用之学，涉及到农业、 

水利、人口、地理等方面的内容。他甚至非常具体地 

谈到大兴农田水利的方案 ，对西北地 区泾、沮 、清河 、 

石川诸河的治理 ，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这些看法是否 

正确 ，现在已无评论的必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对 

“实行”的重视 ，这在今天看来 ，是特别有意义的。在 

这里 ．我想重复一下几年前在《实用儒学浅谈 》中提 

出的一个观点：建构实用儒学，尽快促进懦学的实用 

化。学者们对懦学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是否有利于市 

场经济，争论不可谓不多。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 

么结果。我建议有关部 门，组织一下全 国的儒学研究 

力量，认认真真地从儒学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化和 

市场经济的内容，把这些内容组织成系统的著作，以 

平民能接受的语言、风格，把儒学的精华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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