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籍与文化 > 儒学经典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一） 

(2007-10-30 14:31:53)

作者：朱汉民     

始达之类，皆是要体认得这心性下落，扩而充之。[16] 

  朱熹认为《论语》、《孟子》所教者均是如何做修己治人的工夫，但两者的特色、差异是工夫的侧重点不同，也

就是朱子的学生所概括的，“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17] 在《朱子语类》卷十九的

《论孟纲领》中，有朱熹与其弟子讨论《论语》、《孟子》之纲领的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论

语》、《孟子》所讲的工夫论的特色和差异。譬如“孔子教人只从中间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则自能知向上底道

理，所谓‘下学上达’也。孟子始终都举，先要人识心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18] 这都体现朱熹集注《论

语》、《孟子》的工夫论学术特色。 

  《中庸章句》一书的工夫论特点更加鲜明。首先，《中庸》一书亦如《论语》、《孟子》一样，是《大学》工夫

论的体现与深入。朱熹将《中庸》所谈的种种工夫均纳入到《大学》修己治人的八大纲目中去，他说：“如读《中

庸》求义理，只是致知功夫；如慎独修省，亦只是诚意。”[19] 可见，《中庸》的工夫论也被纳入到儒学“修己治

人之术”的大框架之中。当然，《中庸》一书提出了更加多样化、系统化的修身工夫论，这些工夫论成为朱熹等宋儒

反复探讨、躬行实践的对象。譬如被称之为“为学之序”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

“修道凝德之大端”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论有

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规定、涵义，但是，它们亦均可纳入到《大学》的工夫论体系之中。如学问思辨、道问学等均属格

物致知工夫，而行、尊德性则均属正心诚意的工夫。 

  当然，《中庸》一书还有更加精深的一面，就是将工夫提升为本体。本来，《中庸》一书的篇名、学术宗旨就是

工夫论。《中庸》之“中”本来就不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知识，而是对实践主体的人如何把握行为之

“度”、“宜”的运作技艺。主体的人必须在生活实践的“过”与“不及”的两端中寻求适度、合宜的行为方式，它

被称之为“中”。从子思，到程朱对《中庸》的诠释，均使得工夫论意义的“中”形而上化。子思子的“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将“中和”诠释为天理、天道，他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

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20] 而这个被称之为“天下之大本”、

“天理”的“中”，其本来意义、思想来源从来就是主体实践活动中所要达到合宜的行为方式或操作技艺，也是孔子

所传授、子思在《中庸》一书中表述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以，尽管朱熹从天理论的角度对《中庸》作了

许多形上本体论的诠释，但他始终强调这一点，即《中庸》所传授的儒家的“心法”，他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

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21] 所谓“心法”，亦相当于“心术”，即一种精神修炼的技

艺或方法。 

  可见，《中庸》一书所以能够从《礼记》中列出，成为《四书》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所具的工夫论特色，

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它成功地将工夫与本体结合起来。“允执厥中”能够从一种工夫上升为“天理”的本体，也正说明

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四书》学的真正学术主旨是修己治人的工夫论，天理的本体论来之于生活实践的日用工夫

的把握，同时它最终仍须回归到生活实践的工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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