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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燮,薭斋家塾书钞-学术价值探析
!

陈良中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K$

摘D要!袁燮/薭斋家塾书钞0是其家塾讲学之作$是陆九渊心学一派/书0学代表作# 袁

氏解/书0反对改经$常据关键词推衍义理# 又借解/书0阐发心学基本观念$带有鲜明的学派

特色# 同时又渗透了程朱一派思想$显示出兼容性# 梳理/薭斋家塾书钞0的训诂及义理新

解$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斗争融合#

关键词!袁燮%薭斋家塾书钞%心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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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袁燮"##&#(#!!&#!字和叔!鄞县人!登进士

第!历官礼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追谥正献!学者

称薭斋先生$ 乾道初入太学!与同里贤俊沈焕!杨

简!舒瞞聚于学!朝夕以道义相切磨$ 陆九龄为学

录!亲炙之$ 遇陆九渊于都城!一见即指本心!公

神悟心服!遂师事焉$ 又与乡贤吕祖谦游!自谓

&屡升其堂' &有怀诲言!敢不铭刻$'

)#*又从永嘉

陈傅良游!由此器业日益充大$ 淳熙辛丑"##%##

第进士$ 迟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 宁宗嗣位!

始以太学正召$ 伪学之禁兴!袁燮亦以论国罢$

嘉定初元"#!"%#!天子诛权臣韩?
!

!召公为宗

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迁丞奉常!提举江

西常平权隆兴府事$ 明年春迁秘书少监兼司业!

及秋进祭酒!冬除秘书监!仍兼祭酒$ 每延见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学$ 九年"#!#H#春正月兼崇

政殿说书!十一月权礼部侍郎!升同修国史实录院

修撰!进侍讲!犹兼祭酒$ 明年除宝谟阁待制提举

鸿庆宫!起知温州!辞$ 升直学士!皆奉祠如初$

为人守正不阿时好!平生之节不可屈$ 为官孜孜

献纳!有言必尽$ 其志以扶持世道为己责!然自始

学于义利!取舍之辨甚严$ 嘉定十七年"#!!&#八

月癸已薨于正寝!享年八十一$

一%袁燮,薭斋家塾书钞-概况

袁燮少而嗜书!讲道于家!以诸经3论4 3孟4

大义警策学者!于3书43礼记4论说尤详!有3薭斋

集4二十六卷!3后集4十二卷!亡佚!四库馆臣从

3永乐大典4辑出为二十四卷$ 又有3薭斋毛诗经

筵讲义4!四库馆臣辑为四卷$ 袁燮常于&平旦集

诸生及诸子危坐说3书4!夜再讲!率至二鼓$'用

功颇勤$ 其家塾讲义由长子袁乔汇录!其子袁甫

绍定四年"#!$# 年#十月己未刊刻!其3后序4云,

&是编也伯兄手钞!虽非全书!然发挥本心大旨具

在$ 伯兄名乔!天资纯正!用志勤笃11惜未尽行

所学耳$ 11刻是编!名曰3薭斋家塾书钞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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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诸象山书院!以与世世学者共之$'

)!*薭斋乃袁

燮斋名!&薭'本自3大学4 &君子有薭矩之道'!

3礼记注疏4云,&薭!犹结也!挈也$ 矩!法也$ 君

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

倍$'

)$*谓君子行为符合法度$ 袁燮当取此意为

斋名$ 然是书书名历代书目记载不一!陈振孙载

为3洁斋家塾书钞4十卷!马端临3文献通考4所载

与陈振孙同$ 3宋史7艺文志4载为3书钞4十卷$

薭斋%洁斋之称宋世已经歧出!其子袁甫概称&薭

斋'!真德秀撰袁燮3行状4作&洁斋'!合以文献!

袁燮之斋名当以&薭斋'为优$

是书久已亡佚!朱彝尊作3经义考4注云&未

见'%叶文庄编3?竹堂目4&尚存'!

)&*宋以来诸家

说3尚书4者罕引!其传本稀少$ 今传本乃四库馆

臣从3永乐大典4采辑编次而成!止于3君4!厘

为十二卷$ 其中3五子之歌4 3胤征4 3汤誓4 3仲

虺之诰4 3伊训4 3梓材4诸篇解全缺!而3禹贡4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11同为逆河!入于海'%

3汤诰4 &夏王灭德作威11孚佑下民!罪人黜

伏'%3盘庚上4&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11

予亦拙谋!作乃逸'%3盘庚中4&盘庚乃登进厥民!

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3微子4&今殷其沦丧!

若涉大水11我不顾行?'%3洪范4 &凡厥庶民!

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3康诰4 &王

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

11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3洛诰序4 3多士4

&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11非予罪时惟天命'

等节之解有缺佚$

二%,薭斋家塾书钞-特点及体式

"一$据关键字词推衍义理

袁燮解3书4以发挥义理为准的!往往一节围

绕关键字词阐说$ 如解3舜典序4 &虞舜侧微!尧

闻之聪明'云,&尧%舜二3典4之所谓聪明!即3论

语4之所谓仁!仁与聪明若不相似!然其实一也$

四肢偏痹谓之不仁!此心有毫厘窒碍便是不仁!便

是不聪明$ 孔门学者急于求仁!求仁所以求聪明

也!此是学问最亲切处$'

)M*论&聪明'而及3论语4

之&仁'!旁牵远绍!稍涉牵强$ 又解3舜典4&浚哲

文明'之&文'云,

文$是粲然有文可观# 只如这一(文)字$须

是子细思索如何是文# 如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衎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如所谓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夫是之谓文# 今

人有文者能几何, 纵有之而亦甚微# 色相杂谓之

文$/周礼0亦言青与赤谓之文# 古人多说这文

字$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言夫子曰+(文章可

得而闻#) /记0言+(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

已#)/蒶朴0一诗$诗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云

汉$其诗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可见其文矣#

/易0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顺#)盖刚健文明之德$

这个断少不得#

&M'K"MLK"H

此一段文字阐释&文'之义理!至&夫是之谓

文'经义已完足!接着推衍古人重&文'之义!引

3诗43书4 3易4 3礼记4之文敷衍阐扬以补充说

明!务在言明&文'之重要性!文多枝蔓!然乃家塾

讲章常态!非注疏谨严可比$ 这种据关键字推衍

义理!一书之中皆是$ 如解3大禹谟4&期于予治!

刑期于无刑'!袁氏云,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此两期字不可不详

玩$可以见得皋陶之心# 期于予治$是期使天下至

于大治也# 刑期于无刑$是不特苟了职事$必欲至

于无刑也# 犹有刑焉$是天下犹有不善之人也$天

下犹有不善$是明刑之责也# 人莫不有所期$如射

者期中于的$所期高者其至必高$所期远者其至必

远$苟无所期则亦终于卑污蹇浅而已# 观期之一

字$想见一夫不获$皋陶必曰+(时予之辜#)

&M'K$$

据&期'一字衍说义理!欲以此见皋陶之心!

此为袁氏解3书4宗旨$ 由圣贤之心推及 &人莫

不有所期'!旁枝逸出!虽解说寓教化!颇涉支离!

带有鲜明的家塾说3书4痕迹$ 又解3皋陶谟4&臣

哉邻哉!邻哉臣哉5'云,

邻之一字直是相亲$有师友之义# 古者五比

为邻$言邻取其亲也# 22世尊君卑臣之说兴$人

主俨然南面以祸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师友群臣

之义变为以尊临卑之事矣# 邻之一字不可不着精

神看$此等字在后世皆无了#

&M'KMK

此一段袁燮据&邻'字发掘君臣师友之义!批

评后世&尊君卑臣'%人主以祸福刑威宰制天下的

专制!蕴含着理想社会的诉求$ 然袁氏敷衍义理

稍涉泛滥!带有十分鲜明的家塾讲授性质!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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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体式的谨严$

"二$解,书序-与尊经精神

对于文本的处理!直接反应经学家的思想$

袁燮3书钞4解3书序4 3逸书序4!以3书序4为孔

子作$ 袁燮受知与朱子!而朱子废3序4解3书4之

说当有所闻!这种处理方式是其尊信古经思想的

反映$ 如解3旅獒序4&西旅献獒'云,&3书4言西

旅底贡厥獒!而孔子序3书4笔之曰献$ 盖所谓贡

者!如3禹贡4所言贡赋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獒

岂用物乎- 非用物而贡之!是远夷以此媚中国也$

故圣人易贡为献!其意深矣$'

)M*%%K辨&贡'&献'之

别!对献纳之物深所警惕$ 袁燮深信孔子序3书4

说!因此以&春秋笔法'解3序4!如解3泰誓序4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作3泰誓4三篇'云,

/序0称十一年$/书0称十三年$前后之说者

多矣# 或以为两处必有一误$或以为观兵于十一

年# 要之$观兵者为是# 22伐纣虽在十三年$然

当其观兵之时$伐商之心盖始于此$所以孔子定为

十一年$/春秋0之法也# 一月戊午$此即十三年

之一月$孔子书法甚严$观书一月便可见$不曰正

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时无王不得为正$故不

称正而称一$其严如此#

&M'%M&

3书序4与经文纪年不相应!袁燮谓武王伐商

之心始于观兵之时!孔子序3书4定为十一年$ 又

以&一月戊午'即&十三年之一月'!然与上文&十

一年'不相照应!非是$ 又云,&不曰正月而曰一

月!正者!正也!是时无王不得为正!故不称正而称

一'!此皆以&春秋笔法'而寻经典之微言大义!钩

深索隐$ 又解3伊训序4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

诸桐'云,&然桐宫在国都之外!臣子而摈君于远!

不可以为训!故圣人笔之曰6放.!所以著伊尹之

过也$'

)M*KGK严辨君臣大义$ 一书之中!袁氏皆本

&春秋笔法'以论3书序4$

与信孔子序3书4相应!袁氏尊信古经!对当

时疑经之说多有批评$ 如解3武成4一仍原始篇

序!又3康诰4篇首四十八字苏轼以来诸家以为脱

简!袁燮云,&其实不然$ 此事正与封康叔一事脉

络相贯!当时虽命康叔而心在洛邑!商之民既迁于

此!而吾于是乎命焉!不特告康叔!亦使商民闻之

晓然知上意所在!周公之意正是如此$ 则作书者

正当叙此一段!如何是脱简乎-'

)M*G""批驳苏轼脱

简之说$ 3多士序4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是洛

邑既成之后方迁殷民于此也$ 而3召诰4云,&太

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则是营洛之始庶殷已在洛$ 有学者以为3多

士4之书当在3洛诰4之前!编帙淆乱耳$ 袁氏云,

&3召诰4所谓庶殷!盖经始洛邑之时所调发从役

者尔!11周既得天下!则商人皆吾役也!国家有

大兴作则皆调发以从11及都邑既成!然后尽迁

其民!周公营洛之次第盖如此$'

)M*G$!此一解说是

相当合理的!反对随意改变篇序$

袁燮不怀疑3尚书4古经!正如陆九渊认同

3大学4古本!有鲜明学派特色$ 袁氏对3书序4的

尊信!对&书法'的关注!这一点更多受到尊信古

学的乡贤吕祖谦&3书4之3序4!3春秋4之策!其

同一笔乎5'

)H*思想影响$ 其解经思想与当时诸

家疑古有间$

三%袁燮,书-学思想

"一$心学思想的发扬

#*心即天(((良心善性之根源

袁燮受学象山!一本其师心学宗旨!以发扬本

心为宗旨!探究人复善的可能和依据!带有经学家

鲜明的淑世精神$ 袁燮之学源自陆九渊!象山学

问之要在得其本心!袁燮遇象山于都城!一见即指

本心!燮服膺而师事之$ 袁燮学问倡发明本心!兼

综体用!以开物成务为宗旨!尝云,&见象山先生

读3康诰4有所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读3吕

刑4叹曰,从肺腑中流出$'

)M*HGM陆九渊这种读书

反求诸己的方式无疑对袁燮产生深远影响!故袁

氏于3尚书4一经发明本心!以圣人为职志!3书

钞4中反复致意!随处发掘本心善性$ 如解3汤

诰4&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云,

衷之义与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

人心也# 是中也$天得之而为天$人得之而为人$

初非是两个# 谓之降衷$则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

民之衷即上帝之衷也# 以此观之$人之性如何不

是善, 天道降而在人$初不曾分# 孟子所以谓人

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谓人之性善$只缘见得这个道

理分明# 成汤诞告之首发为此言$所以使万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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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有$咸知吾心之衷与上帝

一般$其警人也切矣#

&M'KG$

人得&中'而具良心善性!即天赋与人善性!

阐明了人的类本质性及根源$ 天人同得此&中'!

&初非是两个'!阐明了天人具有同质性!在人心

得以完全展示的时候&吾心之衷与上帝一般'!这

是陆九渊&吾心即宇宙'思想的阐扬!这个与天为

一的心无疑带有本体性质$ 袁燮在文集中有更明

确的论述!3建宁府重修学记4云,&人之一心至贵

至灵!超然异于群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

尔$'

)K*天地人同此心!心即宇宙!赋予了心本体

性质$ 心体又呈现为道!3韶州重修学记4 &上帝

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万善皆

由是出$ 11天下无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

可以言道者乎-'

)K*##GL#!"自然之道只有通过人的认

识把握才能具有现实价值!在现实世界作为一种

合规律合目的的呈现!从这一点上说&天下无心

外之道'是完全正确的$ 在对&本心'的本体追述

这一点上!袁燮思想的重心在于用&本心'来阐述

人心本善以及复善的可能性$

人得天地之中以为性!&中'不偏不倚!无一

毫欠缺!决定了人心的纯然之善$ 正如3皋陶谟4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

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节!经义主要阐明

如何矫正人个性的偏失!袁燮本其心学思想阐

释云,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天之所以为

天$中而已矣# 天得此中而为天$人得此中而为

人$天以此中降人$人受此中而生焉# 故曰+(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大本者$人心也# 人心者$中

也# 人之本心固至中而不偏#

&M'K&K

上天赋予人的&本心固至中而不偏'!袁氏认

为人性是没有丝毫缺陷的$ 不管是程朱理学!还

是陆王心学!都对人性的同质性有相同认识!人禀

天地之中而得良心善性!这是人的类本质$ 人

&至中不偏'之本心乃现实价值之根源!是明识道

理的关键$ 所谓&吾之本心!此所谓道心' &所谓

道心!只是此心之识道理者$'

)M*K$K又解3盘庚中4

&丕从厥志'云,&大抵天下之至明者!人之本心

也!11本心虽明!一时蔽于利害!则往往昧于是

非之理!然其实自不可泯没$'

)M*%!H这一&本心'是

至明而&不可泯没'!是辨析是非利害的根本$ 道

德的扩充可以与天为一&此心即上帝之心'!并且

举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天心'!如解3咸有一德4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云,&咸有一

德!则此心即天心也!与天为一!一物不留!是以享

天下之至乐!故谓之克享$ 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

享之!11吾德既一!则此心即天心也$'

)M*%##人秉

持纯一之德!无物欲之障蔽!&此心即天心'便与

天为一!可以彻照万物之理$

!*气禀物欲(((人性差异的原因

人的类本质是同一的!但现实的个体却是千

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来自何处- 朱%陆二家皆以

&气禀'说进行了解释$ 陆九渊以&良心'为人之

本质!&此心本灵!此理本明'是纯然善的$ 但&人

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 必

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

必愚!气必浊$'

)%*人的现实差异则来自于气禀之

不同!陆九渊以气之清浊解释了现实人性的差别$

袁燮秉承师说!以气禀说阐释了个体之差别!如解

3皋陶谟4&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

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一节!经义

主要阐明如何矫正人个性的偏失!袁燮云,

人之本心固至中而不偏# 然广谷大川异制$

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禀山川之气

要不能无偏者#

&M'K&K

气禀不同而导致了人性格的差异!但气禀更

多的是出生环境决定的!带有与生俱来的特性!个

体无法选择$ 气禀不同之外!&习尚所梏!俗论邪

说所蔽'

)%*#$K也会遮蔽人之善性!物欲%个人思想

及所接受学说等后天因素会影响人之善恶!又云,

&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

见!

"

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则

一也$'

)%*##

&物欲' &意见'等都是遮蔽人性的重

要因素$ 袁燮3书钞4反复论述物欲之害!阐明师

说$ 如解3说命中4&惟天聪明!惟圣时宪'云,&人

之聪明有时而不聪明!天之聪明则无时而不聪明!

利欲昏之!外物夺之!人固有时而不聪明矣$'

)M*%$G

袁氏认为人&本心'易被利欲外物遮蔽!这是导致

不明事理的关键$ 又解3大诰4 &若兄考!乃有友

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云,&正当危疑之际!所以

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

)M*%GH袁燮以为当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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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想讨伐三监叛乱之人&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

理'!从人性论角度做出了阐述$ 袁氏于3书钞4

中凡涉不合事理之事皆以物欲%利欲之蔽&良心'

为说!务在阐明现实人性之恶来自何处$

人心既有偏弊!何以复性- 袁燮3书钞4多方

致意!与陆九渊强调静坐不同$ 物欲遮蔽了人心!

祛出物欲之蔽就成为复性的一大关键$ 如解3大

禹谟4&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云,

所谓一者$有一毫之私意$有一毫之人欲$便

不是一# 惟精惟一$则人心必不至于危$道心亦不

至于微#

&M'K$%

以精一为复性工夫!就是要做到无&一毫之

私意'%无&一毫之人欲'!精诚专一$ &方其喜怒

之萌!反而以道理观之!其当喜耶- 不当喜耶- 当

怒耶- 不当怒耶- 方其声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观

之!其当好耶- 不当好耶-'

)M*K$K以&道心'体察是

非美恶!不敢有一毫懈怠!此乃圣人用功处$ 又强

调以学问变化气质!排除私欲的干扰!所谓,

所贵乎学问者$将以克其气质之偏$约而归于

中也# 故未归于中也$当强力矫揉$用工日深$使

得其大本可也#

&M'K&K

袁燮重学问以变化气质!&学问者!将以克其

气质之偏'!并且强调&强力矫揉'!带有强制性!

这与老师陆九渊倡导&尊德性'直悟本心的修养

方法有差异的!而更接近重&道问学'的朱子$ 袁

氏认为这种复性工夫在于一生的持守!而不是一

时的冲动$ 解3皋陶谟4&思曰赞赞襄哉'!据上文

意!&襄'当训&成'

)G*

$ 张载%苏轼%薛季宣诸家均

以为&曰'乃&日'之讹!经义谓皋陶思日日赞成舜

治天下之功$ 袁氏解云,&赞!进也$ 襄!上也$

11皋陶不自以为足!方且进进!只欲向上$ 古人

工夫只是不住!盖此事无住时节$'

)M*KM$袁氏阐释

以修养工夫立论!强调了修养的终生性!指出复性

&只是不住'!而不是刹那间的顿悟$ 又3大禹谟4

&耄期倦于勤'!经义指勤于本职!袁氏云,&勤之

一字不可轻看!3诗4称6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

王6夙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亲庶政!而

所勤者果何事- 学者要当思而得之$ 盖缘此心不

可一念不存!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要须常常

兢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之谓勤$ 勤则其德日进!圣人

之所以为圣人!勤而已矣$'

)M*K$!

&勤'本指行为!

而&此心不可一念不存'之说则重在对持存本心

的论述!把行为化为心理$ 又解3旅獒4 &夙夜罔

或不勤'云,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一个勤$

3诗4言6文王既勤止.!才不勤便有间断!才间断

便有过失!古人未尝一念之不勤$'

)M*%%%同样于

&勤'字发挥出存心的义理$ 在袁燮的思想世界

里!保持本心是一个念念不住的心理历程!此生不

息!此念不息$

心学强调践履工夫!关注发明人之本心!有鲜

明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上与静坐参禅的佛教徒%打

坐练气的道教徒有根本的区别$ 时人多批评象山

学问有禅意!袁燮驳斥云&或谓先生之学如禅家

者流!单传心印!此不谓知先生者$ 先生发明本

心!昭如日月之揭!岂恍惚茫昧!自神其说者

哉5'

)K*GG确实象山学问宗旨在发明本心!更重视

学问对人生的价值导向!对溺于章句注疏而忘却

人生的学问取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而与佛家传

心印是有别的!袁燮确实抓住了老师学问宗旨的

精髓$

"二$吸纳程朱理学(((心学与理学的融合

陆氏后学学多与朱子后学对立!这在杨简身

上是比较突出的!而袁燮深受知于朱子!其3题晦

翁帖4云,&淳熙己丑之岁!四明大饥!某待次里

中!晦翁贻书郡守谢侯!谓救荒之策合与某共讲

之$ 某虽心敬晦翁!未之识也$ 久而吕子约为仓

官!晦翁屡遗之书!未尝不拳拳于愚$ 不肖自念何

以得此!或者过听以为可教耶-'

)K*#"&朱子于袁燮

眷眷不忘!燮解3书4吸纳程朱子思想颇多!可谓

陆学私淑朱学者$ 袁燮不明引朱子之说!而多暗

用!盖时处庆元党禁而言论当有避忌$ 袁燮3书

钞4广取程颐之说!如解3太甲下4 &唯天无亲!克

敬惟亲$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鬼神无常享!享于

克诚'一节云,

敬.仁.诚此三字当仔细思索# 伊川言+(主

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方其此心无一毫之驰

散$无一毫之夹杂$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

主一$此是无适$此所谓敬也# 22才是能敬$天

即亲之# 盖方其致敬$此心即天心也$天安得而不

亲# 仁是识痛痒处$22孟子以乍见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自此而充之$举天下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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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吾为一体$则仁道尽矣# 22诚即成也$/中

庸0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M'%"M

袁燮全用程颐观点为解!&仁是识痛痒处'乃

程氏观点!程氏云,&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

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

)#"*又3洪

范4&敬用五事'解云,&敬用者!能敬而后能用也$

#

能敬则恭!言能敬则无口过!视听能敬则不至于

非理!思能敬则不至于邪思妄念!故以敬为主$

11此即伊川之所谓主一者是也$'

)M*%K!明引伊川

&主敬涵养'精神为说$ 袁氏对朱子观点暗引亦

多!如解3尧典4 &安安'云,&安安者!安而又安也

11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恭而安$ 古人多说这

安字!德盛仁熟!终日周旋不出于规矩准绳之内!

而无一毫辛苦勉强之意$'

)M*HG%LHGG朱子云,&安安!

无所勉强之貌$ 言其德性之美皆出于自然而非勉

强!所谓性之者也$'

)##*二者思想是一致的$ 又如

解3微子之命4&殷既错天命'云,&天命!天之道理

也$'

)M*%M!朱子云,&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

)#!*

二者思想一贯$ 他如解经暗用程%朱之说处颇众!

此乃二家相承小之小者$

3书钞4中天理人欲之心性论%道统观与程朱

一脉相承!此为程朱思想之核心与关键$ 朱%陆对

&心'的认识可以当作二家分判之界标!朱子认为

&道心'即天理!是人心之本然善性$ &人心'是源

于人自然属性的各种生理欲望!&人心是知觉!口

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

危$'

)#$*朱子3观心说4曰,&夫谓人心之危者!人

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 心则一也!

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

)##*$!K%朱子把心分为道

心%人心两个层面!意在探讨人性善恶之源!同时

寻求修养方法$ 陆九渊强烈反对此种观点云,

/书0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

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 心一也$人安

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

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 无声无臭$无形无

体$非微乎,

&%'$GML$GH

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坚决反对程朱分人心

为二的观点!认为3尚书4所谓&人心'指人而言!

人不念其善则&人心'放失$ &道心'指道!&无声

无臭!无形无体'!微妙难测$ 又云,&天理人欲之

私论极有病$'

)%*&KM陆九渊批评程朱学派心性之

说$ 而袁燮解 3大禹谟4 &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云,

凡是人便有这心$所谓人心# 道心者$良心

也# 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明# 所谓道心$只

是此心之识道理者22此正吾之本心$此所谓道

心也$只是道心隐微不著#

&M'K$KLK$%

袁燮以察识善恶之心为&道心'!易受外物影

响之心为&人心'!这一认识与陆九渊&人心本善'

之说是不一致的!而更接近朱子思想$ 人心为何

易受物欲诱导!袁燮以为&人之一身皆是血气!血

气聚而为形体!而耳目之官又不思所以!易得为物

所诱而溺于逸欲$'

)M*KM"

&气聚成形'这实质是程

朱以气质论人性$ 又3太甲上4 &王未克变'经义

本谓太甲不听伊尹教训改过!袁燮解云,&天理不

足以胜其私欲!两者交战!欲为善乎则人欲炽盛不

能尽克!欲为不善乎则闻伊尹之训如此!知善之不

可不为!既不肯为不善!又未能决意为善!此所谓

王未克变!正交战之时也$'

)M*%""L%"#陆氏几乎不以

天理人欲说人性!以天理人欲为说!此乃程朱理学

之家法$ 又解3咸有一德4 &厥德终始惟一!时乃

日新'云,&一是天理!二三是人欲$ 大抵天理自

是纯一!终始能保守此一!则亦终始常如此之

新$'

)M*%#!

&一'经义指道德纯粹专一!与天理人欲

本不相涉$ 由袁燮以天理人欲思想解3书4可以

看到他更多地受到了朱子思想影响$

又从道统观来看!陆九渊认为,&孔门惟颜%

曾传道!他未有闻$ 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

面入去$ 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

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

)%*&&$所谓&颜%曾从里

面出来'是指他们学问以&尊德性'为根本!也即

是学问在发明本心$ &外入之学'指&道问学'一

途!指为学专注知识而忘却了其价值导向$ 所以

陆九渊认为道统至孟子而绝$ 而袁燮3廉溪先生

祠堂记4中阐述了他的道统观!云,

昔者孔氏之门$惟曾.颜最知道$颜子蚤死$夫

子哭之恸$痛斯道之无托尔# 幸而曾子得之$传之

子思$传之孟子# 皇皇乎正大之统$昭晰无疑$毫

发不差# 22自时厥后22道统蜪微$不绝如线#

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

窥见其真$22二程氏之学渊源于兹$遂以斯道师

表后进$迄今学者趋向不迷#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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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燮以周敦颐为理学开端!这一道统观念与

朱子3伊洛渊源录4 3近思录4所建构的道统谱系

是一致的!袁燮实深受朱子影响$ 这种思想上的

一脉相承!方可见学术上的前后影响$

四%袁燮,书-学影响及评价

袁燮粹学伟行为时儒宗!其影响当时甚大!然

3书钞4罕传于世$ 袁燮思想核心无疑是来自陆

九渊!一书之中反复阐述&天人一心'之说!为象

山之干城$ 但袁燮思想取境较宽!其解3书4较多

地受到吕祖谦%朱子的影响$ 乾隆题3袁燮薭斋

家塾书钞4云,&议论持醇正!兴亡鉴古今$ 致危

惟戒逸!胜怠莫如钦$ 惜未联全璧!幸仍拣碎金$

流斯失法度!先已获予心$'

)M*HGH肯定了3书钞4议

论醇正及书中所寄兴亡之戒!评价颇为中肯$ 全

祖望论云,&慈湖之与薭斋!不可连类而语$ 慈湖

泛滥夹杂!而薭斋之言有绳矩$'

)#&*此乃本理学宗

旨为评判!&夹杂'当指杨简学问以&提醒为要'!

有禅宗之习$ 袁燮教人倡&学贵自得!心明则本

立'!此乃其入门工夫$ &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

之'!

)#&*!M!%尤重工夫!此乃所谓&绳矩'$ 袁燮3书

钞4是一部有益于治道的经学著作!又是象山心

学一派的3书4学要着!研究此书可见心学之思想

流变!以及心学%理学之相互交流借鉴!对于了解

时代思潮以及经学之本质皆有帮助$ 然陆氏之学

仅盛于甬上!其学传播未广$ 而朱子门生遍布天

下!由于宋理宗赏识!逐渐以伪学入正统!朱门弟

子多与象山殊轨!其学不繁乃理之自然$

&参考文献'

&#' 吕祖谦*东莱集!附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集部 !第 %G 册 "$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G%$+&H&*

&!' 袁甫*蒙斋集!卷十一薭斋家塾书钞序"&['*影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G%$+&K"*

&$' 孔颖达*礼记注疏!卷六十" &['*北京+中华书局

#G%"+#HK&L#HKM*

&&' 朱彝尊*经义考!卷八十三" &['*北京+中华书局$

#GG%+&MG*

&M' 袁燮*薭斋家塾书钞!卷一"&['*丛书集成续编*上

海+上海书店刊*四明丛书约园刊本*#GG&+K"M*

&H' 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五"&['*纳兰性德*通

志堂经解第 H 册*扬州+广陵书社$!""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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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

局$#G%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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