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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

$徐辉，罗强强!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

摘! 要：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

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

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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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哲学家，也是卓越的新

安理学家。他在对程朱理学的深刻批判中，提出

了一种新的理欲观。他是批判程朱理学、封建礼

教最激烈者，其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

生过积极影响，为下层人民群众找到了生存依据。

一

戴震针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把

天理和人欲相对立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理存乎

欲”的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

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说：“ 理者，察之而几微

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

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

紊理。”［&］人们通过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加以区别，

不同的事物给予不同的名称，这是对事物本质的

反映，戴震称之为“ 分理”；每一事物按一定的秩

序，有条不紊地运动发展，这是事物运动发展的规

律，戴震称之为“紊理”。戴震把对自然界观察、分

析、研究后得出的这一观点运用于人类社会，认识

到人们的“人伦日用”有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戴

震称为“理”或“天理”。总之，理是万事万物本身

所具有的基础法则，天地、人物、事为各有其所遵

循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不可改变的，是事物发展过

程中所包含的必然。

戴震认为，欲是指人们的需求。“ 民之质矣，

日用饮食，自古及今，以为道之经也。”［%］在人类的

生活中，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从古到今就是人道的

规律。“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之资以养者，所谓

性之欲者，原于天地之化者也。”“ 人生而后有欲、

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L］情欲，是

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戴震称其

为“ 性之欲”。戴震把人比作“ 水也”，把欲比作

“流也”，水怎能不流？但水也不能“ 横流”，“ 泛

滥”。水的流动，要“ 由地中行”，要“ 节而不过”，

应当“依乎天理”［G］。

程朱理学把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一切事物不出于理则出于

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而戴震则在批判程朱的

同时提出“ 理者存乎欲者也。”［#］人们有欲望，便

产生行 为。有 行 为，才 能 有 行 为 的 准 则，即 理。

“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

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

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I］戴震指

出，情欲适当，就是理，“理者也，情之不爽失也。”

“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情欲适当的标准，

戴震认为是礼，礼就是理的具体内容。“礼者⋯⋯

即仪文度数”［K］，这种“ 仪文度数”，就是维护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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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规章制度。他要求人们的情欲，不要超过

这些规章制度。但同时，这些规章制度必须能够

使人们的正当欲望得到满足。为此，他提出“ 仁”

的主张，要求规章制度要符合“仁”的要求，他认为

有欲而不自私，便是“ 仁”，“ 人之有欲也，通天下

之欲，仁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

生生者，一个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

也。”［"］使大家的欲望都得到合理的满足，就是

“生生之德”的“仁”礼，“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

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即理，产生于欲，圣人

从中选择确定。可见理是后天的，来源于“人伦日

用”，是由人制定的。如何制定？戴震认为：“心之

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何为“ 同然”？“ 凡一

个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 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

然。”［##］也就是说人们根据自己的情欲提出要求，

圣人把共同的情欲定为理或天理，这就是戴震“理

存乎欲”的理欲统一说。戴震进而用“物”与“则”

来说明“ 理”与“ 欲”的关系，使这种统一性理论

化。他说：“欲，其物；理，其则。”［#%］“物者，指其实

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

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极则，

适以完其自然也。”［#&］欲如同事物，理如同事物的

法则。事物的运动发展是自然状态，在其中，存有

必然性。人们的欲望自由发展，有其相同的一面，

即“心之所同然”，诸如：“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

之于臭，口之于味”［#’］等等，这些共同的“ 欲”，就

是必然，就是理。这样就使理与欲的统一性在物

与则的、自然与必然的法则中得到理论化的阐述。

二

戴震的理欲统一学说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之

上，他以肯定人的自然情欲为基础，使他论证得到

了更充分的根据。戴震人性学说的基本观点是

“性成于阴阳，理义根于性”，万物皆由“ 阴阳无

行”、“气化流行”自然行成，人性也不例外，“ 在人

言性，但以气禀言”［#(］，“举凡品物之物，皆就气类

别之，人物分于阴阳无行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

之名。”肯定性是事物赖以相互区别的物质特性。

人性也是则气害组成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血气

心知”，他说“ 血气心知”才是性的唯一的内在规

定性。戴震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方面。对

于声色臭味的追求是欲，喜怒哀乐是情，辨别美丑

是非是知。这三个方面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凡

是有血气心知的，都有是情和欲，这是自然现象。

身体器官的欲望，血气需要营养，这也是人性的

欲，是自然现象。所以“欲根于血气，故曰性也。”

戴震认为人要“ 寡欲”。“ 寡欲”，并不是禁

欲，而是“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又说：

“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过。过者狃于私而忘乎

人，其心溺，其行慝。”［#*］“ 人有欲，易失之盈；盈，

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戴震指出，欲不怕得不

到正常满足，但只怕过分。欲望过了，只知道追求

自己的欲望，忘记别人，这样会使思想沉迷不悟，

行为邪恶不正。这样就使理欲由统一而转变为矛

盾面。可见，理和欲既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二

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程朱理学出于性善论，认

为人性是善的，“性即理”，人的本性也就是理。由

于受气候的影响，使人产生私欲，引起恶的行为，

而要消除这一弊端，就要灭人欲，片面地扩大了理

欲的矛盾方面。程朱认为矛盾是“私欲所蔽”。因

为欲望是自私的，天理是公正的；欲望愈多，愈偏

私，愈违理。这样，欲就成为“ 蔽”，成为“ 理”得以

实施的阻碍。“理”受阻碍，天下便产生恶的现象。

而戴震则认为人性是择善，而善即理，来源于欲。

社会之所以有“ 恶”，是因为人有“ 私”和“ 蔽”。

“私”和“蔽”不能同等而论，更不能与正当的欲望

混同，适当之欲，就是理。产生恶的原因在于“私”

和“蔽”。戴震更指出：“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

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

生于心。”［#"］私蔽二者是由不同的原因产生的。

私产生于欲，是人的生理欲望引起；蔽产生于思

想，是人的思维器官引起。“ 欲之失为私，私则贪

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

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欲望过分，就是私，贪

欲邪恶随之出现；情感放纵，不正常的情感就会出

现；认识有偏差，思想就会有错误。戴震把社会上

出现“恶”的现象，归结为情感放纵，认识偏差而造

成的。戴震指责“ 宋儒乃曰‘ 人欲所蔽’，故不出

于欲，则自信无蔽。”［%#］对程朱理学重视欲而不重

视蔽，戴震以为不然。他既看到欲之失，更看到知

之失。他指出：“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

以为理义。吾惧求理者以意见当之，熟知民受其

祸之所终极哉！”［%%］他认识到思想对行为的影响，

把“蔽”视为人最大的患。他主张，“ 因私而咎欲，

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消

除社会弊病以及人的不轨行为，就要去私解蔽，而

解蔽重于去私，即知重于行。要使欲望合理，“ 求

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

不先重知，非圣学也。”［%’］戴震在否定欲的过分一

面时，保留了合理的一面。适当的欲是与理相符

合的，理欲是相统一的。过分的欲在本质上转变

为私，而蔽使私增长，这时欲与理是矛盾的。理和

欲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统一的，超出一定范围就成

为对立的，这就是戴震的对立统一理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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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欲之辨”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不休，各派思

想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抒已见，而戴震正是抓

住“理欲之辨”，对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因

此如实地分析戴震思想的得和失，也许就可以准

确把握戴震的思想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戴震始终打着孔孟的大旗，信守“ 宁道程朱

误，讳言孔孟非”的格言，“ 援据经言，疏通证明

之”，他在表述自己的理欲观时正是如此。孔子承

认人有欲，认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人们

必须“欲而不贪”，应用“克己复礼”的办法加以限

制。后来孟子提出“心之所洞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谓性也。”进一步论述“ 欲”是出自人的本性。

可见，孔孟提倡“ 寡欲”，并非禁欲，而是节欲。戴

震的理欲观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戴震

看来，欲是物，是实体实事，是自然；理是事物之

则，是必然；理，必然就在自然之物中，是对自然的

透彻无误的认识，“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戴

震把必然和自然、理和欲统一了起来，以此证明

“以理节欲”。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同时增强

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力量，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封建社会的“ 以理节欲”，乃是以封建

主义道德原则来调节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其主

观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重礼教

的封建社会秩序的，但在客观上对减轻人民负担，

安定民生、发展生产也有一定事实上的积极作用。

同时戴震并不是简单地复述“ 以理节欲”，而是既

主张“以理节欲”，又主张物质欲望每个人都同样

能得到满足，“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不可

“快己之欲，忘人之欲”，这样就达到了“ 仁”的境

界。

程朱理学吸收了儒、佛、道的内容，提出“存天

理去人欲”的理欲观，认为“人所以为人者，以有天

理也。天理之不存，则禽兽何异矣”（《 粹言》）；

“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

理灭而不知返。”（《 遗书》二十五）“ 人心莫不有

知，惟蔽于人欲，则忘了天德也。”（《 遗书》十一）

于是，“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语类》卷十三）。

程朱试图以存理灭欲的主张来限制当政者的私欲

膨胀，引导皇帝和士大夫们一心为民，并使百姓们

归于善良，保持社会稳定。但他们提出的“饿死事

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反对寡妇再嫁等等，却使他

们的愿望落空。存理去欲的原则在掌权者手面前

显得苍白无力，却对无权的百姓加上了真正的枷

锁。所以后来戴震批判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

理杀人。”［"#］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戴

震：“东原学术，虽有多方面，然足以不朽的全在他

的哲学。”“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

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戴震对

理学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

意识形态化的理学伪善而残忍的本质，表达了民

众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情绪，以及要求砸烂理学

这一封建精神枷锁的强烈愿望。特别是他对宋儒

“以理杀人”本质的揭露与批判，喊出了批判封建

道德的最强音，成为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家批判

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理论先驱。戴震对道学理欲

观的批判发生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清期中

叶，既体现出其理论批判的进步性及超时代性，也

体现出其不畏权贵的人格魅力和悲天悯人的道德

情怀。戴震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是在对封建

社会的深刻批判和自觉反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颇为重要和珍贵的精

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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