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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 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 值取 向．对 中国封 建社毒瘩期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 产生 了巨大而津远 曲菁；响 ，且在现代 华凡社会 中仍有其潜 在的惯性彰响。由 

于西方文化奠哲学面括 许 多无法解袅的矛盾，束学以其独特的理 论创造 和无法替 代的价 值功能而 

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新儒 家所重视。现代新儒末重新 审视侍统 宋学的 得失及其 现代价 值，并 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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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袭，4笨镶 ，科If最 
宋学”一词发明于清代。它原指与注重 考据 20年代西方生命哲学、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主观唯 

训诂 的“汉学 相对立的宋代理 学。后Axe“束学”卫 心主义哲学思潮 在中国广为漉行，且与陆王心学一拍 

作了新 的理解。有 人用它专 指与 明学 (主要是 壬 即台，更助长了陆王心学 在现代保守主义者 中的得意 

学)相对立的程朱理学。还有人把整个宋代儒家思想 之态。梁、张、熊三人都把宋明理学分为“宋学 与“明 

境嚣为 宋学”。由于“朱学”代表 与西 方迥 然不 同的 学 (“王学 )两派，且都倾向于 陆王心学 。 

中国传统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且能在现代社 会中发 粱 氏认为，“宋学”虽未参取 佛老，但也不甚得 孔 

挥独特的作用，所以现代新 儒家都不同程度地把 它作 家之旨 。从陆学来看，其 失在于“忽于照看外边而专 

为建立现代懦学 的源头活永。本文拟对现代新 儒家 从事于 内里生 活”，因而不利 于科学 的产生。从 来学 

的朱学观及其思想体 系与宋学的承继关 系作一探索。 来看，其失在于“从事 内里 生活 叉取选 穷理于外 ”，把 

本文所讲的 宋学 、指整 个宋代懦学，井 涉及到明代 追求“德性 之知”与追求 闻见之知 混 为 一谈 0在理 

王学。 学与心学之间．梁 氏更欣 赏和倾向于心学。 他称带有 

一

、粱漱溟、张君劢、熊+力的宋学观 明显心学色彩的程颢为“上继孟子的一千四百年后之 

梁 、张 、熊三人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后的第 一代 一人” 。他叉称“惟晚 明泰州王氏父子 心斋先 生、东 

新儒家 他们的 思想都 受陆 王心学的 影响。贺麟 先 崖先生最合我意” 。他的“宇宙在我“、 一切 生活都 

生曾对陆王心学在 l9世纪束 20世纪韧的 50年间比 由有我”的哲学观点，与陆王心学是一眯相承的 当 

鞍盛行的原因作 了分 析，指 出这一方面是 由于陆 王心 然，他在阐述 其生机主 义宇宙观 时，也吸取 了朱 熹的 

学注重 自我意识，与个人 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鞍 “天理流行 、“发育万物 等思想。 

勾契 合；另 一方面是固为当时正处于青 黄干接 的过 渣 张氏把“宋学”精 神概括为“存 心养性 、 修 齐治 

时代．无现代标准可循，凡事只有 自间良卸．求 内心之 平”和“出处进退 三个方面。0他很欣赏束明懦的“心 

所安．提 契自己的精神， 应 付瞬息 万变的环境 所 为宴在 ”之说．这 不仅因为 它在理论 上与他所推崇 的 

当时人们都把 自己的新人生观 、新宇宙观和新的建 西方生命哲学精神相符合 ．而且它在实际中能对人欲 

国事业建筑在 心性 或精神的 基础 上。0当然，本 世纪 横漉的社会风气起到 发聋振聩 的 作用 敲他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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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新米学” 他 对米 明懦所彰 的“心性 义理 之 

学”更是推崇备 至，认为它能指示吾人“人生之意义与 

f『『啦”和“行己兜身、待^接物之 方”．故应把它 怍为 一 

种 国粹”加 以慧扬光 l̂ ：0他 ：张朱学与 王学应 “听 

其为二“。朱熹“即物穷理”的“官 觉主义”方法 与王Rj 

明 心即理”的“理性主 义”方法可 并存不悖呻 但 

他卫认为．相对 于朱学来 蜕，王学 更 富平 “实 行性 ”。 

他I{：张将朱于学说补充王口i州竹“心理 ‘元之 沦”，使 

两派“益臻 于 尽 善 美” 故 他 所要 轾兴的 “新 米 

学 ，实际j：是 以 学 为梭心 ，M朱学 为补充的“新 }： 

学 ”： 

熊氏指出： 求学 上承孔 盂．] 天 人之故，造 化之 

原，万事万物之理 l圳，皆文理密察而 会9 甘桃”0} 宋 

学“重体认”，于人 H用践 履问．修 养 I：夫靛 紧切 ； 

贵刨获”，而不以墨守传法为贤；“务宴践”，而 照以驰 

逞虚玄 为戒。故“朱学”的“精神气魄”不可谓 不伟大， 

无疑为“孔门嫡嗣” 他赞扬 陆 九渊 “宇宙 即吾心”的 

宇宙观“言近而 旨远”，同时称赞朱熹“格橱穷理 的认 

识论 易生 科学 萌芽”。0但在 宋学 与王学 之间，他更 

推崇王学，以为儒者之学，唯 王嗣明“盖承孔盂”．而 

程朱 “支离 即是 说，王 附 明将 “天 、“命”、 性 、 

心 、“理”、“知”(良知)、“物“打 戚⋯ 片，而 程朱将 心 

性 、心理 、心 物分 开。睁他 把 王学 与朱 学 比作佛 教 的 

夫乘”与“小乘”，认 为朱学 虽 宗孔 自居，怛只是 尼 

【J'宗下之小乘”。他甚至认 为“晚同 六围以后 ：二三千 

年间贤懦求f二而 ：背 于孔子 者，惟 王 明 一人耳 0。 

他的“体用 ■ 、“心物不二 ”的宇 宙现，”知行 不一：” 

的认识论和“理 虢不二 、 圣凡不 = 的修养论，明显 

受刊王学 的影响。但他 对王学也并不 无徽 词。首先 

他认 为王H1明的“心即理 ”说只能适用于哲学范围，而 

适 用于经验 领域 在 经验领域， 妨承 认 心埘，有 

物 ．“物 自有理“ fI 王 阳明不守“哲学范圈 ”．将 心 

外无物“、“心外无 推及经验 领域，“ 为科学 留地 

位”0。其次．他认为乇刚 明讲 格物”亦 未善，H求 明 

津．不求选用．造成 其后学 忽视“格物”．吗而敞乏“辩 

物明理的知识”，以至于“以意 见为夭理”0 宋学特崇 

义理之学，而规事功 为求，“其 精神意念 昕 ．终 克 

己工夫，而经啊济民之术，或未遑探究”．N而“致IH”、 

“事功 欠缺，内圣强耐外王弱， 有伴而无 ”∞ 宋学 

“略 于 思辨 ”，终 币 免 有拘 滞偏 枯 等 楠．故 “其遭 未 

宏 0。对于宋懦来 兑，他 们提倡孔孟，躬行力践 ．“拨 

^于鸟 曾之 中，使 瞠铁精神圃集。外有 强夷．内无叛 

变，其功 ：可谓不 _人” 但他们也前一：戋z 是独 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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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排斥请予过 甚，故 思想不 宏放，力量终父 活跃 ；二 

是其袁“复仇 ，而所 “复”仅 仅是 赵 氏之仇 ， 而无 

法鼓舞群情 

宋学 的 ⋯个 根本 精 神 就是 “存 天理，灭 人 欲”。 

粱、张、熊三^面对人欲横德的社会现实．不 得 重新 

估最这一精神的现代价值。梁氏宣扬“尚情无我”论． 

即一方 面完全听任直觉，以 “台 天理 “，另 方面 去除 

“私心”、“功利之心“、“计算之心”0。张 氏把维护 人类 

的 幸福与自由揽为“天理”，而把 “图富强而辆牲 人类” 

视 为“̂ 欲 ，主张“宁可辆牲富强，不愿 人类怍】 I。 

之奴隶牛马焉”0。熊 氏虽不赞成“禁纵”．怛反对“纵 

欲 。并 “染带捌 为消长，不容并茂”丽与朱熹的“天 

理 人馈 不两立”相承接。为了消除现实社会的人敞之 

患．他登然主张“诵法程朱， 拯生人 0 

二、冯友兰、马一浮、贺一的宋学观 

冯 、马、贺三^都 是在抗战时期 思想走 向成熟的 

第二代新儒家。他们都站在 爱国主 义的立场上 弘扬 

儒学和朱学．一方面 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以免 

中华民族成 为西方文化的殖 民地，增强 民族 的自尊心 

和 自信心 ；男一 肯面通 过弘扬米学 中的积极精神，以 

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提供精 

神动力，并 为·扣华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方向 

玛氏运甩 西方的 新 实在 沦米 阐述 朱明理学 ．并 

“接 着”程朱理 学 讲，以求 开辟中 国哲学 发展的 新天 

地。在宇宙观方面，他借用新实在论的方法对程朱学 

派提出的。理在气 先 、“理 在事先”、“形 上形下”、“无 

般而太凝”、 物物有 ⋯太般 、“理一分殊 、“有物必有 

州”、“气是理的挂搭 处 等命题和 范畴作 了创造性 的 

诠释，并以此作 为他建立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而对陆 

王心学的宇 宙观 则缺 乏同情，斥之 为 形 而下学 口。 

在认议论方面．他倾 向于程朱 ⋯派，主张知 行各有难 

舄，有知未必有{i，反对王稍明的“知行 台 一”说。但 

他的“觉解”说似乎与陆王心学相接近 。在道德 方面， 

他沿用了程朱学派的“人心”、“道心”二分说，以 为只 

有尽“遭 心”才是 合乎遭德的。他以“人欲净 尽，天理 

浇行”、“晦 然太 登”说 明 天地 境界 ，这 与宋学 家的 

“存理灭欲 说相合。而且他迁用张载的“民胞物与”， 

程顿的 f二者浑然 与物 同体 ．陆九渊的“宇宙 内事即 

吾性分 内事”．朱 熹的 “啕攻悠然．直与天地 万物 上 

同流 ”等 i兑法来阐释“天地境界”0。但 他在”接 着”宋 

明道学讲的同时．也指出丁朱学所存在的局限 性。其 

一

．求 明儒家只承认 一十哲学系统是本有的，j】有 一 

种哲学是刘的、j 宗的 ．其余 皆为 异端 ，于是有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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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王之争。其二．宋 明哲学 都或 多或 少的“著于形 

象”．犯有“拖泥带水 的毛病．尚未 达刊 经 虚涉旷”的 

“极高明”境界。其 三，宋 明懦都误以为由哲学 所培 养 

的“圣人 无所 不知、无所不能．不懂 得哲学 ；1能提高 

人的境界．却不能增进人的实际知识与才能 

马氏对程朱理 学 与陆 王心学 均有 所肯 定，指 出 

“程朱陆王．岂有二道 0； 旦豁 然．自与程 、朱、陆 、 

王把手共 行．尚何 门户异 同之有截 ”0。在宇宙 观方 

面，他提 出 丁“气 束见时纯 是理 ，气 见而理 即行 乎萁 

中 嚣的思想，遗 与程 朱理 学的“理 先气 后”．“理 主气 

儿”说相契。但他 叉主 张“心外无物．事 外无理 ．事虽 

万殊，不离一心”0．这 叉与陆 王心学 相合。在认识论 

方面．他给”复性 书院”立 的学 规 是 ：“主敬 为涵 养之 

要 ．穷理 为致知之要．博文 为立事之要 ，笃行为进德之 

要“ 这 显然与程朱的治学精神 相 一致 故瞧的弟 子 

称他 守程朱 居敬 穷理 之教．涵 养之 粹、读书之博，并 

世未见其比”。但他却 叉指出 ：“格物 即是穷理．穷理 

即是知性 ，知性 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 至 

命”．“能极其心 之全体而无不 尽者，必其能 穷天理 而 

无不知者也 嚣。这 样．陆学 的 “明心 见性 ”、 发明 车 

心”之说也被他的认识论所吸 收 了。在修养论方 面． 

他强调为学的 目的在于“变化气 质．去 其习染”0，这 

与张载的思想相一致。他的 居敬”、“涵养”说来 自程 

朱．而其 自觉 自证”、 尽心尽 性 说 叉近于陆 王。 所 

以他的思想具有调和求陆，兼容并蓄的色彩。 

贺氏把米 明理学 持为 民族 哲学 ”，它是 发扬 民 

族 、复 民族所 必颁发挥光太 之学”。宋学 的理论 基 

础探厚， 虽表面上似虚玄 空疏．而实有大 甩”。这 不 

仅表现在朱学家米熹、陆九茌If、王阳明都有政绩上．更 

表现在它对几百年来 中国文 化、教育、政 治 、社 会、人 

心 、风俗等各 方面产 生了深远 的 影响。0他 在采学 研 

究中发现．在 宋明 来的传统 哲学家 中，只有轱九 渊 

对王安石的人品与思想“较有 同情而持平的评价 “0． 

因为王安 石哲学与陆九渊最接近。所以，他把王安石 

哲学也捧为 心学”。J)L他 自己的理论建树来说．他 的 

宇宙现基 本上 顺 着陆 王 的路 子 展开 的．主张 “心 即 

理” 在认识方面，他认为朱 、陆的认识方法 都是“直 

觉法”．只不过前者是“向外体 认物性，读书穷理 ，后 

者是 向内反 省 回复本 心、发现真我”。这阿种“直 

觉法 是相容的 “用理 智的同情 向外穷究钻研．正 所 

以了解 自己的本性 ：同样，向内反 省，回复本心．亦正 

所 了解 物理。其结果亦归于达 到心与理一．个人 与 

字宙台一 的神契境 界，则 两者 可谓殊途 同 归”0。 在 

道德方面．他赋予宋懦所提 倡的“三 纲”、“五伦” 现 

代的意义。如现代的“忠”．“完全是对名分 、对理念尽 

忠．不是作暴君个 人的奴隶”0。即便是“饿死事小．失 

节事大”这 一封 建教条．也 可 作创造性 的转 化。现 

代学者”在饥饿线上尚在为教育、为学术守 节操”正是 

这一精神的现代表现 不过，他反对宋懦将 天理与人 

欲、道德与事 功完 全对立起 来．主张 “假 人馘 以行天 

理．假 自私以济大公”0． 非功利 是体．功 利是 用 0． 

适应q1国现 代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需要 。 

三、方东美 、唐君毅、徐复观 、牟宗三的宋学观 

方 、唐 、镣 、牟四人在解放前就 已在学 术界展露头 

角．但他们的主 要理论成果是离开大陆．飘漉港 台 

后完成的。他们身处资本主义世 界中，有感于西方物 

质文明所带来 的“意义危机 ．主张用 传统儡学来拯救 

人类的精神危机。他们是第三代新儒家 

方氏将宋代至清代哲学分 为唯 实主义、唯心主义 

和 自然主义三派。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属唯实派，陆 

九渊 、王守仁属唯心派．王廷相 、东林 学派、王夫之 、颜 

元 、李堞 、鼓震 为 自然派。在他看来，周敦嚷 的真 实 

造诣在(通 书)，<太极 图说>只有坎 要意义 ；邵雍 思想 

杂揉倾 向严 重．但造诣 超卓；张 载承 受孔 盂真 传．其 

“民晦物 与”、“为天地 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 

学 ，为万 世开太平 ，可谓 志 宏愿 伟”，但似 乎摇 荡于 

儒道之间{程颗堪称 一代儒宗”．但却披上 了佛道 色 

彩 ；程颐 秉性执拗．叉过度笃信抽 象理性的作用．往往 

矛 盾百出{朱熹汇聚众说，但非 冉创的一贯系统．且时 

时 陷于逻辑 矛盾 ；陆 九渊心学纯 是孟 子学。0可见 他 

对宋 懦的评价与牟宗三有相 似之 处．似乎 程颐、朱熹 

理学不如程 顾、 九渊心学周润。他称宋 明懦 远 绍 

遗绪．广摄众表”、“自成统观”．为“时 空兼综人 ；赞赏 

米懦“以艺术精神点化丑恶而臻于 至善”的 伟大成就 

和 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的伟大 风范。0但 

他也毫 不客气地批评宋懦 自居正统而排 斥异端”．束 

书不现．率多“语录”而罕见大文章 ，讲 道统”而无 补 

于 世．偏重道德 修养和固执道德理性，抹煞 了人类 善 

的欲望 、情绪 、情 感和情操，缺乏 宽容精 神。毒与孔 学 

精 神相比，宋学要逊色得多。所 以在他所建立的融古 

今 中外哲学智慧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中，宋学的影响是 

比较小的。 

唐氏将来 明学术分 为理学 和功利之学 两类。功 

利之学 重“明事”．理 学重“明理 。相比之下．只有理 

学才能代表“宋明人之心智之极”，只有理学的精 神才 

能 由清 明之 智之极．党 内心之仁义礼智之理，以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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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心 ；而教 人l}i智上觉悟，致知螨养井进之工夫． 

希贤希圣”o 在宇宙观 ，他对程朱的 仁者与 天 

地万物为⋯体 和陆 九渊的 “宇 宙即吾 心，吾 心即 宇 

宙 等说法均表 肯定。在认识论 f ，他认为嵇 九渊 的 

“发J埘奉心”、程朱的 主敬存养 省察敦 知格物之功 和 

王守 的 “致 良知之 学 互有异 同．宜“杯观而 善 0 

存人生境 界观上，他把 朱儒的 境界论 称作“尽性立 命 

境 在他看米 ．朱儒的“性命”说有阿种古义： 。是 

程颍 、陆九渊 为代表，“偏在 直 道德 活．以见心 性 

所在即天 命所 在”，亦 即“直 【lj J 心之 性．以 【 契 天 

命“ 是以程颐 、朱熹 为代表，偏重外穷万物之理， 

知其性理．叉以此所知之性理而 “天道天理天命 和 

“天之气之 灵”流行之所 在。他把 米懦 的“尽性立 命 

境 安排在他所 设计的 三 类九境 的箍高甚次 0 

镣氏认为，朱明理学的特 征在于它巍 承孔 于“为 

己之学”．开出“人人平等，人物 平等，与万物同漉 的 

道德有机体 的人文世 界。0他称赞 朱明理 学“不仅 是 

儒家精神的复 ，而且也是懦家教化精神的复活 0。 

朱明理学家“虽然各 有其 缺点，但 皆不失 为君子” 

他特别赞 赏朱熹 的“穷理 与实践 精神，认为朱 子的 

“格致 说有助于转 出知识与科学 他对朱 子在艰难 

用苦中所并辟出来的“人文世界 给予丁高度评价，认 

为它不仅对我们民族夸 目的堕落起到 “振聋起聩”作 

用，而且对整十人类 都有伟大 的启发 意义。母但他 对 

宋明懦所开出的 人文世界 给予高度 评价 的同时，叉 

对他 们在“人文世界 之 E寻求“形 上世界”持有异议。 

牟氏奉<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儒家经 

典，并指 出其 共同精 神 为“即 存育即 活动“。但 他把 

(大学)排斥在儒家经典 之外，认 为Ck学)精 神为“强 

存有不活动”，与孔孟所代表的懦家正统精神l不相符 

据此推论 ，朱明懦 中周敦颐 、张载 、程颠 、胡宏、寅q宗局 

都是以(论语)、<孟 子)、<中臂)、(易传)为依据，而 不 

<大学) 沧，嘲而辑“大宗 。陆九渊 、王 守仁 虽讲 

(大学)，但都H是假 (大学)以寄意，而 其精 神实质是 

以(}皂语)、<孟子)为主，因而亦属 太帛” 程颐、朱熹 

都以<大学)立论，因而属“旁枝”，虽 在历电上获得“正 

宗”地位，实则是“剐 为宗” 执思想 【 说 ．朱明懦最 

理想的“圆教型卷”应该 是 即心傩即性体即道体 ．主 

客观面具足。根据这 一标准．用敦颐 偏 客观而”．对 

诫体、神体、寂感 真儿”体会精透 ；张载的 客观面“较 

主观面”为重 ，既青火和太虚，义青仁 与心性 ；程颢的 

主、客 观面 皆饱 满， 道 休 、“性 伴”、 诫 体 ”、“敬 

体”、 神体 、 仁体 、“心 悼 融通 为 ；胡宏 、刘宗周 

一 8 一  

直 承胃敦颐 、张载、程颗兰人之 圆教模型开出，既 言性 

体 叉言心体． 心著性，于工夫 刚重 逆觉体证”；嵇 九 

甜 、壬守 一直承孟子，彰显“主观 面”，于工夫亦 以 逆 

觉 体证”为主。胡宏、刘宗同r‘系与陆 九渊 、王守仁一 

系正好是一 。圆 圈的两来 往 ，前者是 从 客观 面”到 

“主观面。。。而以“主观 面”形著而真 实化之 ；后者 是从 

“主观面 到 客 观面”．而以“客观面 挺 立而 客观 化 

之 。两者台而 为宋明懦之“大宗” 程颗、朱熹讲道体 

性 体，只收缩提炼 为 ‘“不睛 动”的本体 沱的“存有 ． 

讲 仁亦H视 为理，讲心 H是心 气之心，于 工夫特 重后 

天之涵 荐及 格致认知的 横摄，大体是 “顺 取之 路 。 

在这九位宋明懦代表中．他堆推崇的还是程髑 、胡宏、 

刘宗周．因 为强有他们 的理 沦主客观面具 足，是最 完 

满的“圆教模型” 从道德论看 ，宋明懦的“大宗”都是 

自律道毽论，而程颐 、朱熹 为他律道德论 。其有“自律 

道德 才符合原 懦精神。不过，在他建立其 圆善论” 

时，叉把提倡 四无”的王 畿称 为”圆教与 圆善”的最佳 

人物。·他 在贬 抻程 睡、朱 熹理 学 方面 ，与方 东美 相 

近 ，但方 氏指出程朱理学 矛盾百出，没有 什么创造性， 

而他认为程朱理 学是一种与 原懦精 神相背离的带有 

“歧 出性 ”的创造。 

四、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的宋学观 

泉、成、杜 、刘四人都是仍活跃 在海外的 当代新儒 

家，叉称第四代新儒家。他们都有扎 实的西 方哲学功 

底．思想 比较开放些 他们都致 力于中国文 化的现代 

化和世界化。 

余 氏把中国文化称作“内颅文化 。他从 价值系 

统 谈中国文化的现代意 义．对宋懦“人与天地万物一 

体 的宇宙观，张载把生死当作气之聚 散，“存吾顺事， 

没吾宁”的生死 观，陆九渊 不识一字也 要堂堂做 一十 

人 的尊严意识，朱熹既重读书明理 叉主张“向 自家 身 

上讨道理 ”的 自我态度和将“五伦”中的“君臣”一伦 与 

另四伦分开的人伦观都有所肯定，认为懦家这些 思想 

仍具有现实意义。0他还把宋明理学与西方加 尔文 教 

相媲美，认为宋明懦建 立 的 天理 世 界 ，“敬贯动静” 

的修养观 、“以天 F为己任”的人世 苦行观，对于“中国 

商人精神 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他还特 别指 出， 

朱懦的 一个 新贡献 在 于将 “知”分 为“德 性”与 闻 

见 两种。他对朱熹既重知识叉重 修养， 把道 德建立 

在知识的基础上面”0持 肯定态度。 

成氏很欣赏 米儒的宇宙论，曾将 朱明懦的“刨生 

性范畴”与怀德悔 的“创 生性范畴 作 比较，认 为前者 

比后者更具有 强力的冲击力 。他在舟绍宋明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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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生性 范畴”时，更 多地 弓I述 了周敦颐、二程 、张 载、 

朱熹的哲 学 范畴 及 思想，认 为“无极 ”、“太 极 、“阴 

阳”、“五行 、“气 、“生”、“性 、“万物 这些 基本 范畴 

形成了“一套 交错 杂 糅、互 相 依 存的 元素之 统 一网 

络”0。他的以系统性、整体性为特 征的“本体哲学”与 

宋懦的本体论 不无曦系。他 对程朱的认识论 评价也 

很高．指出“朱子发展理的知 识性及原理性还未 臻于 

广大精微，还未能离 开心性 ，但“朱 子把理 的概念推 

向认知的过 程与知识的取得，这 确是创见 他 自己 

主张“知识 与“道德”是“理性之两 面“ 基于理 性 内 

在的要求 ，知识可“批评及挣 化道 德，使其成 为严谨 

真实的道德。同时，道 德可以批评及净化 知识 ．使其 

成为精密落实的知识 0，而朱子“道德 与“知识 并重 

的思想正与他所提倡的精神相 一致。总之，他对程朱 

理学的敬重显然超 出丁对陆 王心学的推崇 。而且 他 

还为被牟宗三所贬抑 的程朱理学重新翻案，以恢 复其 

应有的地位。 

刘 氏对宋明懦的态度深受牟宗三 的影响，故他评 

述宋明懦学 的特质时基本接受丁牟 氏的观点，认为朱 

熹在“道 德形上 学 方面存在 不足 只是 宋学 内部的 

“始教”．陆九渊 的心学才是”终教”0。在宇宙论方面， 

他对宋明儒关于“天道流行，生生不 已”和人人皆可体 

①0贺精 ：(当代中国哲学)、胜年I『出嗄公司 1945年版，第 l9 

页 、23页。 

0④‘桨撒 淇集)，群言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72页、490页。 

@0‘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7年彩印版，第 

138页 、134页 。 

@@0@0(张君劢蔓) 群言出版杜 1993年版，第 190页 、 

165--166页 、223页 、459页 、105页 

@‘中西印哲学垒皇)，台跨学生书局 1981年版，第 536页 

@@00‘十力语要)，辽宁教育出版杜 第 224页、438页、 

198贾 、l6页 

000000‘熊十力集) 群言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95 

贾、309贾、450页、303页、63页、310页。 

0(新僚』、·天地)。 

00000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河北教育 出 

版社 1996年版，第482贾、599页、34页、97页、99页、94 

页。 

00000(文化与凡生)，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 195 

— 196页 、229--2243页 、6O页、66页 、209页 

0(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嗄社 1944年版，第 1页 

0(哲学与哲学史论丈集)，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134 

页 

证 “生生之仁”的观念表 示赞同。在认识 沦方 面，他 肯 

定了朱 熹通过“格物致知” 选“豁然贯通”境界 的“渐 

进方式 。尽管 朱子对于最 后的睿识似 有一同未选， 

但“他的为学有艰难感，步步警惕，层层提 升，对 我 们 

常人摄 有提撕 的功效 。不过 ，他对陆 九渊所提 倡的 

“为学先 立其大”的思想也持肯 定态度，指 出 今天我 

们要 自觉 地 建 立 自律 道 德，还 是 没法 离 开 这 一方 

式”0。在政治论 方面，他对朱熹 讲求玫 治理想 表示 

肯定，但叉指出，“朱子的政治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 

终难在根本处有所 突破 ；他对陈亮强 调改善现实的 

实际行动，也表 示理 解。但 他还是 认为，朱 子的政 治 

论必然指 向一 民主的道路。0 

杜氏把宋 明懦学看 怍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使 

东亚社会之所 成为东亚社 会的 主要动 蔼【 9。他从 

人 的概念、“内省 等方 面对 宋懦 思想 作了具 体探 

讨，以揭示其 内在价值 。他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牟 

宗三有关宋学观点，表现出对陆王心学的 偏好，但对 

程朱在懦学史上的伟太刨 见也给予了高度赞扬，认 为 

“朱熹是 中国近 一千多 年来最伟 大的哲 学的 集太 成 

者．就 他为道境概念提供了一个哲学的结 构而言，他 

的思想是 有益 处的 0。 

00‘方 东美集)，群言出版社 1993年 版，第226--228页、 

245页 。 

0‘新儒家哲学绪论’ 第 1—6讲。 

00‘唐君毅集) 群言 出版社 1993年驻，第 284页、131页。 

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唐君毂卷) 第 788页。 

0000(豫复观集) 群言 出版杜 1993年版 第 234页、558 

页 、84页 、241页 

00‘牟宗三集)，群言 出版杜 1993年版 第 340---346页、 

581页 。 

00(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幌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5 54页 、534页 。 

0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杜 1988年 

版 第 183页。 

0 ‘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民出版杜 1991年版 第 17．5 

页 。 

0@0‘皤隶思想与现代化) 中国广播电辊出版杜 1992年 

版．第 93页、11页、113页。 

0‘徭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9 

年敝，第 118贾。 

0‘人性与 自我修养) 中国和平出腹社 1988年版 第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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