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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朱子5近思录6指略

X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006)

摘  要:5近思录6是朱熹为建立儒家道统所编撰的著作。此书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订, 依次辑录北宋著名理

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有关言论和事迹, 同时也反映了编选者朱熹、吕祖谦自己的思想。它既是

一部四子的语录, 也是一部反映着六人的共同思想的精华录。在宋元明清时期, 5近思录6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入

门性、阶梯性的学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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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近思录6的内容大意

5近思录6全书共收录语录六百二十二条, 取材的四子

著作据茅星来查实, 有以下十七种: 周敦颐: 5太极通书6

(今通作5太极图说6、5通书6二种) ;程颢程颐: 5明道先生文

集6、5伊川先生文集6、5周易程氏传6、5程氏经说6、5程氏遗

书6、5程氏外书6 (今通作5二程集6) ; 张载: 5横渠先生正

蒙6、5横渠先生文集6、5横渠先生易说6、5横渠先生诗说6、

5横渠先生礼乐说6、5横渠先生乐说6、5横渠先生礼记说6、

5横渠先生论语说6、5横渠先生孟子说6、5横渠先生语录6

(今通作5张载集6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常所说北宋五子之中, 除上述诸

人外,还有邵雍, 学者尊称康节先生。在5近思录6全书中,

没有选取他的语录。但是卷五第十五条从5程氏遗书6中选

取程颢之语 , 间接引用了邵雍的话, 所以也可以说, 5近思

录6仍然是五子的语录。这条语录说: / 尧夫解-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 玉者,温润之物, 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

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 为小

人侵陵, 则修省畏避, 动心忍性, 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

来。0这段语录完全复述邵雍的意见,而没有二程的评论 ,表

明在这一阐述上二程对邵雍完全赞许。特别是这段话还羼

入了张载的著作, 见于今本5经学理窟#诗书6 , 并且也为朱

熹的5诗集传6所采纳。朱熹的引用与5程氏遗书6略有不

同, 5诗集传#鹤鸣6谓: /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程子曰: -玉

之温润, 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

相磨, 不可以成器, 以石磨之, 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

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 然后修省畏避, 动心忍性 ,增

益预防, 而义理生焉, 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云。. 0文后/ 吾

闻诸邵子云0一句, 表明朱熹引用的也是二程的原话。

二程与邵雍不仅同时, 而且同地,切磋交往中, 对邵雍

多所赞许, 常将他与张载、司马光、吕公著并提。如说: / 张

子厚、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0/ 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

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0/ 君实笃厚, 晦叔谨严 , 尧夫放

旷。0/某接人多矣, 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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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0/ 君实之能忠孝诚实, 祗是天资, 学则元不知学。尧夫

之坦夷, 无思虑纷扰之患, 亦祗是天资自美尔, 皆非学之功

也。0二程品题邵雍的诗句,认为境界超过了庄周, 甚至可以

接踵孟子。如说: / 观万物皆有春意。尧夫有诗云:-拍拍满

怀都是春。. 又曰: -芙蓉月向怀中照, 杨柳风来面上吹。. 不

止风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

身。. 若庄周, 大抵寓言, 要入他放荡之场。尧夫却皆有理,

万事皆出于理。0 /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 , 他便把这些

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 自孟子后, 无人曾敢如

此言来, 直是无端。又如言文字呈上, 尧夫皆不恭之甚。

-须信画前元有易, 自从删后更无诗. , 这个意思, 古元未有

人道来。0朱熹也是如此, 不仅对邵雍/ 先天太极0的易学思

想多有吸收,对于他治学经世的整体气象更有不少称道,如

说: / 邵子这道理, 岂易及哉! 他腹里有这个学, 能包括宇

宙, 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 ? 放得下 ? 今人却恃个甚后敢

如此! 因诵其诗云:-日月星辰高照耀, 皇王帝伯大铺舒。.

可谓人豪矣!0大概正因为邵雍之学本由/ 天资自美, 非学之

功0 ,后辈初学/ 岂易及哉0, 所以朱熹没有直接选取邵雍的

语录, 然而由/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0一义管中窥豹, 邵雍治

学的纯正、坦夷、放旷可见一斑了。

5近思录6全书六百二十二条语录是分类编纂的, 共分

为十四类 ,每类厘为一卷, 共十四卷。十四卷的标题, 朱熹

最先草拟的字句不甚规整,但表述明确。(见5朱子语类6卷

一百五/ 5近思录6逐篇纲目0)后代如叶采、茅星来均加以规

范, 删繁就简。字句整齐了, 含义却受到些微拘束, 不过总

体上并不超出儒家宗旨。常见的三种标题是这样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朱  熹 道体 为学大要 格物穷理 存养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
齐家之道

出处进退
辞受之义

叶  采 道体 为学 致知 存养 克治 家道 出处

茅星来 道体 为学大要 格物穷理 存养 省察克治 齐家之道 去就取舍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朱  熹 治国平天
下之道

制度 君子处事之方 教学之道 改过及
人心疵病

异端之学 圣贤气象

叶  采 治体 治法 政事 教学 警戒 辨别异端 总论圣贤

茅星来 治道大要 治法 临政处事之方 教学之道 警戒 辨异端 观圣贤

  其他如江永完全依循朱熹的标题 ,张伯行完全依循叶

采的标题,今人陈荣捷则二者并存而以朱熹为主。

各卷标题下,叶采和茅星来的注本都概括出了本卷大

旨,简明扼要地说明本卷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意图, 就中尤以

叶采的概括最为精炼。兹将叶采所作的各卷要旨抄录于

下,以便总揽:

卷一道体: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卷二为学: 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 必道问

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 斯可究 为学之大凡矣。

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 而后有以行之, 自首

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 二十三

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

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5大学6 , 使知为学之规模次

序,而后继之以5论65孟65诗65书6。义理充足于中, 则可探

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5中庸6。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

化,故继之以5易6。理之明, 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 则可

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5春秋6。明乎5春秋6之用, 则可

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5横渠易说6以下, 则仍

语录之序,而5周官6之义因以具焉。

卷四存养: 此卷论存养。盖穷格之虽至, 而涵养之不

足,则其知将日昏, 而亦何以为力行之地哉! 故存养之功,

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 列乎二者之间也。

卷五克治: 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 涵养既厚, 即推

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也。

卷六家道: 此卷论齐家。盖克己之功既至, 则施之家,

而家可齐矣。

卷七出处: 此卷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 家既齐, 则可

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 所当审处也。

卷八治体: 此卷论治道, 盖明乎出处之义, 则于治道之

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耳。

卷九治法:此卷论治法, 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 ,礼

乐政刑有一而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卷十政事: 此卷论临政处事, 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

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 ,事上抚下, 待同列, 选贤才 ,处

世之道具焉。

卷十一教学: 此卷论教人之道, 盖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

天下, 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 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 即新民

之事也。

卷十二警戒: 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尝(常)存警

省之意, 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卷十三辨别异端:此卷辨异端。盖君子之学虽已至 ,然

异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

心者甚矣。

卷十四总论圣贤: 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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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自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 至于孔子。孔子传

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 子思传之孟子, 遂无传焉。楚有荀

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 隋有王通, 唐有韩愈,

虽未能传斯道之统, 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 皆所当考

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 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

圣学复明,道统复续, 故备著之。

儒家教学读书,最讲究因材施教, 循序而进,不躐等,不

陵节, 经传注疏, 原原委委。至程朱时立书院教授, 尤其注

重根基门径, 先后次第, 遂使理学很快成为一有体系的学

问。5近思录6的编纂也是如此, 全书各卷无不体现着/ 次

第0的意图。所谓万事开头, 先要讲明道体, 以总摄人生,所

以第一卷是/ 道体0。明白道体,然后就懂得学习的重要,儒

家自孔孟荀以至汉唐诸子, 无论主张性善性恶都首重/ 劝

学0 , 所以第二卷是/ 为学0。懂得学习,就需要读书求知,经

传注疏,各有次序, 慎思审问, 都有方法, 所以第三卷是/ 致

知0。儒家主张/学以为己0 ,最反对/ 记问之学0, 而倡导/ 反

躬自省0 ,书读得熟了以后, 该要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 优柔

厌饫,切磋沉潜, 所以第四卷是/ 存养0。学习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行,儒家学不外行, / 学至于行而止矣0 , 既读了书, 又能

反躬,下一步就要力行, 所以第五卷是/克治0。古人十岁曰

幼而学,三十曰壮而有室, 四十曰强而仕,所谓/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0 , 在读书、反躬、力行之后, 就

可以经营家室,所以第六卷是/ 齐家0。古人以家事国事为

一体,所谓/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0 ,果然三十能

立,就可以学优而仕, 而出仕先要明了世事人情,审时度势,

自处于中道,所以第七卷是/ 出处0。懂得了自处, 又可以利

人,该要手援天下, 济国济民,这就首先要清楚治道, 明白大

体,所以第八卷是/ 治体0。明白了治道之大体,还要能具体

而微,长于法术, 足于策略, 所以第九卷是/ 治法0。孔子称

/ 人之道,政为大0 , 立国须有规模, 为政务出淳厚, 正德、利

用、厚生,总称/ 三事0 , 所谓/ 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0 , 而载舟

覆舟,不可不慎, 所以第十卷是/ 政事0。既能治学, 又知为

政,老而致仕, 要当以教学育人为己任,如孔子/ 退而修5诗6

5书65礼65乐6, 弟子弥众, 至自远方, 莫不受业0 之例, 而孟

子亦以/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0为乐, 所以第十一卷是/ 教

学0。君子以天下为怀, 勇于改过, 清洁自守, 善始善终, 所

以第十二卷是/ 警戒0。儒家治学, 讲究醇而不杂, 所谓/ 极

高明而道中庸0, / 辨异端而辟邪说0 , 为的是不失根本而传

之久远, /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 高也明也, 悠也久也0 , 故凡

大儒均以传道、阐道为职志, 而以溯源导流为当然之理, 所

以第十三卷是/ 辨别异端0。儒家所谓/ 仁道0亦可解释为人

道、人文,而做人要当以圣贤自期,以君子自处, / 圣希天,贤

希圣,士希贤, 志伊尹之所志, 学颜子之所学0 , 儒家以君子

圣贤为最高境界,所以第十四卷是/ 总论圣贤0。总之, 全书

十四卷首尾相济,次第整齐, 体现着明显的递进关系。

不过,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卷/ 道体0在全书中的

次序有些特殊, 是一个例外。这一卷是依照儒学体系的重要

性为标准,而不是入门阶梯的先后次序而设立的。特别是第

一卷的第一段话, 全文选录了周敦颐的5太极图说6, 文中开

篇一句话,便是/ 无极而太极0。若论这句话以及5太极图说6

的篇名,乃是儒学史上家喻户晓的文献, 但若说到人们对它

的理解,则几乎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 乃在于/ 无极而太

极0本属儒家学说中形上之学的部分, 而形上之学的精微之

处又并非抽象思辨的逻辑推理,而是介于形上与形下之间的

转折与连接。/ 无极而太极0意谓无极即太极;称之为无极,

是强调它的形上作用, 由此而获得/ 不已0的性格; 称之为太

极, 是强调它的形下作用,由此而演出/ 生生0之学;中间一个

/ 而0字,意谓无极与太极亦一亦二,亦分亦合。如朱熹所说:

/圣人谓之-太极. 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

而又谓之-无极. 者,所以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然曰-无极

而太极,太极本无极. , 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 而太极之上

先有无极也。0(5朱子文集6卷四十五)又说: /无极即是无形,

太极即是有理。0 (5朱子文集6卷三十六)接下来的几个概念

也是如此:相对于无极而言,无极是形上, 太极是形下。相对

于阴阳而言,太极是形上,阴阳是形下, 如朱熹所说: / 太极,

形而上之道也; 阴阳, 形而下之气也。0 (5朱子文集补编6卷

五)相对于一阴一阳而言, 一阴一阳是形上, 阴阳是形下,如

朱熹所说: /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是气, 不是道。所以为

阴阳者,乃道也, ,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 循环不已,乃

道也。0 (5朱子语类6卷七十四)这样一种既无极又太极、既无

形又有理的关系, 特别是这种抽象论辩的学术意义究竟何

在, 远不是初学者所容易体悟的。其微妙几微之处, 甚至于

仅仅/无极而太极0一句话的版本也都产生出了问题。5太极

图说6最重要在首句/无极而太极0一语, 而首句原文自宋代

已有不同版本, 朱熹注本与张木式5太极解6本作/ 无极而太

极0, 杨方九江旧本为/ 无极而生太极0, 国史5濂溪传6为/自

无极而为太极0 (有版本/ 无0又写作/ 无0)。朱熹极力坚持

/ 无极而太极0是最合理的定本,而认为/ 自无极而为太极0会

/启后学之疑0 (5朱子文集6卷七十一) , 究其原因,均与形上

概念的抽象难喻有关。

第一卷/ 道体0的编纂,是出于/ 名义0的需要。在5近思

录6编成之后,朱熹曾明白表示,第一卷最不易懂, 建议学生

先看第二、第三卷,慢慢再回头看第一卷。他说: / 且熟看大

学了, 即读5语65孟6。5近思录6又难看。0/ 5近思录6首卷难

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 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 ,正谓此也。

若只读此 ,则道理孤单, 如顿兵坚城之下; 却不如5语65孟6

祗是平铺说去, 可以游心。0/ 看5近思录6 , 若于第一卷未晓

得, 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 则渐晓得。0

( 5朱子语类6卷一百五)在今本5近思录6吕祖谦所作5后序6

中, 果然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明: / 5近思录6既成,或疑首卷阴

阳变化性命之说, 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

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 苟茫然不识其

梗概, 则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 特使之知其名义, 有所向

望而已。0

周敦颐在宋明儒学史上受到尊崇,被推为/ 理学鼻祖0 ,

是自朱熹开始的。朱熹认为周敦颐的儒学其纯粹性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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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字慎修,婺源江湾人。家贫,不仕。好学深思, 精

通5三礼6 , 又长于比堪、步算、钟律、声韵, / 自汉经师康成

(郑玄)后罕其俦匹0 (戴震5江慎修先生事略状6 )。著作另

有5周礼疑义举要6、5礼记训义择言6等多种。江永生于康

熙十九年( 1681) ,卒于干隆二十七年( 1762) ,茅星来著成5近

思录集注6时, 他已四十一岁, 即使尚未开始为5近思录6作

集注,其成书也较茅星来不远, 当是约略同时著书而互不相

通。江永5近思录集注6的特点, 是清理了叶采以后明代各

种流行本的谬误,而其注释体例, 也仍然依循着/ 以朱注朱0

的家法。5四库总目提要6评价说: / 至淳佑间, 叶采纂为集

解,尚无所窜乱于其间。明代有周公恕者, 始妄加分析, 各

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 或淆混注语, 谬误几不可

读。永以其贻误后学, 因仍原本次第, 为之集注。凡朱子

5文集6、5或问6、5语类6中, 其言有相发明者, 悉行采入分

注。或朱子说有未备, 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

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治。盖永邃于经学, 究心古义, 穿穴

于典籍者深 ,虽以余力而为此书, 亦具有体例, 与空谈尊朱

子者异也。0著成之后,该书即成为流通最广的一种版本。

张伯行字孝先, 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

四年( 1685)进士,历官至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

入直南书房, 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及会试副考官, 授户部侍

郎,擢礼部尚书, 以居官清廉著称。所至建书院,置学舍,搜

求刊布先儒文集。史载张伯行/ 方成进士, 归构精舍于南

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 及5小学6、5近思录6、程朱语类, 曰:

-入圣门庭在是矣。. 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 口诵手

抄者七年。始赴官, 尝曰: -千圣之学, 括于一敬, 故学莫先

于主敬。. 因自号曰敬庵。又曰:-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老氏贪生,佛者畏死, 烈士徇名,皆利也。. 在官所引, 皆学问

醇正,志操洁清。0御赐/ 礼乐名臣0榜, 卒赠太子太保, 谥清

恪,光绪初从祀文庙。著述有5困学录6、5困学续录6、5正谊

堂文集6、5居济一得6 , 及刊印5正谊堂丛书6。纂辑集注宋

明诸儒著作多种, 计有5濂洛关闽书6十九卷、5性理正宗6四

十卷、5二程语录6十八卷、5朱子语类辑略6八卷、5近思录集

解6十四卷,5续近思录6十四卷, 5广近思录6十四卷等。5近

思录6一书本以义理见长, 重在涵咏其意而不在文字, 张伯

行以清代名儒而为5近思录6作集解,专由义理一面梳理 ,务

使五子原意圆融贯通,直截平易而又较近原意,其注释方法

亦自体现出一种/ 切问而近思0的精神, 在理学的理解和阐

释上有高出其他注本之上处。

要之 ,自叶采至张伯行诸人, 均有志于儒学, 而以羽翼

道统自居, 踵武周、张、程、朱, 从各个不同方面补充完善5近

思录6之所未备,其疏治之功及其/ 薪尽火传0的精神, 均已

融入此书 ,而与5近思录6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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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Introduction of Zhuxi. s Jin Si Lu

ZHANG Jin-hua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Hunan, Yongzhou Hunan, 425006, China)

Abstract: Jin Si Lu is a masterpiecewritten by Zhu Xi for the foundation the Confucian scholarship system. It was edit-

ed by Zhu Xi and Lu Zuqian. It is a collection of speaking and doing of the famous theorists Zhou Dunyi, Chen Hao,

Chen Yi and Zhang Zai in North Song Dynasty,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editors. opinions. Consequently, Jin Si Lu is a

quotation of the four theorists as well as an excerpt of the common thought of the six people mentioned above.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Jin Si Lu was used as an introductory and enlightening book for scholars,whose influencewas the

greatest and widest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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