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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何 　俊

　 　 朱熹生前与浙学中人有过密切的交往 ，在政治上他们是盟

友 ，在思想上是同道 ，但是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及其培植却有着很

大的分歧 ，以至朱熹对浙学深表失望 ，并予以严肃的批评 ，彼此间

产生思想论辩 。与此相应 ，在朱熹生前 ，其学术思想在浙江也始终

没有获得有力的认同 ，尽管也有追随者 。朱熹逝后 ，当他的学术思

想在别的地区出现片面性的传播时 ，在浙学的中心地区金华却获

得了有力的传承 ，以至于后人感慨这是冥冥之中对朱熹生前关怀

浙学的回报 。

朱学在浙江的这一传承以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许谦四人为代

表 ，他们分别代表了四代人 ，前后授受 ，不仅使朱学在浙江获得了

传承 ，而且使朱学从南宋后期进入元代 ，并最终影响到明初的政治

与学术思想 。由于何基讲学于金华北山 ，被学者尊称为北山先生 ，

故这一传承也被后世尊称为北山四先生 。南宋的道学运动中 ，师

承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标举 ，并影响于后世 。而何基受学于黄榦 ，黄

榦是朱熹的女婿 ，而且被认为是朱熹思想的可靠继承人 ，因此北山

四先生也被认为是朱学的正统传承 ，获得了某种特别的表彰 。毫

无疑问 ，北山四先生之于朱学的正统性 ，当然不只是来源于他们的

师承 ，而更是由于他们的学术思想本身 。高云萍的枟宋元北山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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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枠正是通过四位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细致分析 ，来呈现他们对

于朱学的守先待后 ，以及在这种极具耐性的守先待后中所努力尝

试的学术思想推进 。

对于北山四先生的充分揭明 ，似乎要晚至清初 。黄宗羲与全

祖望在枟宋元学案枠中设立北山四先生学案 ，才使得他们在南宋朱

熹以后的学术思想图卷中的位置获得了清晰的标示 。从此一学案

的内容来看 ，北山四先生基本上都不是生前显赫的人 ，许谦虽然弟

子众多 ，但本人仍基本上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存

在与影响 ，根本上归功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笃实践履与学术思想

上的持续努力 。另一方面 ，北山四先生这一学脉在许谦以后 ，在学

术的层面上渐渐流于辞章文学 ，换言之 ，此一学脉意味着渐趋消

歇 ，而其最终又能于思想史上获得确立 ，似乎又与他们的学侣 、弟

子 ，以及再传弟子在金华地区形成了一个士人群体 ，并从中出现了

吴师道 、宋濂 、方孝孺等影响元末明初政治与学术的人物有密切关

系 。因此 ，当我们沿着全祖望的观察继续前行时 ，如果能够将上述

的两方面结合起来 ，似乎可以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与脉络中理解

北山四先生 。

当然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视角 ，甚至可能是一种被误导了的视

角 ，因为北山四先生的学术与践履是否真的与整个金华地区的士

群形成及其活动有内在的关系 ，抑或只是基于某种主观意愿上的

建构 ，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但是 ，无论如何 ，对于北山四先生

进行专题研究 ，却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 。因此 ，高云萍的枟宋元

北山四先生研究枠的意义是显见的 ；而如果前述的观察成立 ，则她

现有的研究正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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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北山学派是指南宋后期至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金华朱

学” ，主要指朱熹高弟黄榦授学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 、王柏弟子金

履祥 、金履祥弟子许谦 ，称“北山四先生” 。 “北山”之称因何基居金

华山北 ，学者称为北山先生而得 。北山学派是金华朱学的主要传

人 ，虽然“晦翁（朱熹）生平不喜浙学 ，而端平以后 ，闽中 、江右诸弟

子 ，支离 、舛戾 、固陋无不有之 ，其能中振之者 ，北山师弟为一支 ，东

发为一支 ，皆浙产也 。”
①所谓“北山一支”即指北山学派 ，因保留了

较多正统朱学的色彩 ，而被后世推崇为朱学嫡脉 、理学正宗 ，在历

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勉斋（黄榦）之传 ，得金华而益昌”
②
，

促进了理学的北传 、开启了明初理学等 。
③

对这一学派人物的重视 ，先是有个别年谱的问世 ，枟何北山先

生年谱枠（清代金华人编） 、枟王文宪公年谱枠（旧抄本枟王氏家乘枠内）

（以上年谱已无存） 、枟金仁山先生年谱枠（明代兰溪人徐袍编） ，以及

如枟金华府志枠 、枟金华县志枠 、枟金华文统枠 、枟先贤传枠 、枟金华征献

略枠 、枟学宫辑略枠等所存与四人正史传记内容相差无几的记载（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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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枟宋元学案枠卷八十六枟东发学案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版 ，第 ２８８４页 。

枟宋元学案枠卷八十二枟北山四先生学案枠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版 ，第 ２７２５页 。

枟宋明理学史枠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 ，第 ６７５ — ６７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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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征献略枠后面的“论”略有可观） ；至于注重在思想方面的 ，黄宗羲

等枟宋元学案枠首开先河 ，李清馥枟闽中理学渊源考枠也有所涉及 ，熊

赐履枟学统枠将金履祥 、许谦列入“附统”等等 ，但均是纪传色彩浓

厚 ，学术性分析 、挖掘缺乏 。

就笔者目力所及 ，目前关于北山学派的专著有王锟枟朱学正

传 ：北山四先生理学枠（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年 ６月版） ，主要从哲学

角度分析四先生的理学思想 ，此外 ，把北山学派作为整体或个案的

研究也有一些成果 。其中台湾较早 。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

区程元敏在硕士论文枟王柏之诗经学枠 （１９６７ 年）的基础上 ，撰成

枟王柏之生平与学术枠（台北学海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出版） ，详细勾画了

王柏的生平谱系 ，分经 、史 、子 、集四部来考证其著述 ，论述了王柏

的理学与四书学 、尚书学 、诗经学 ，王柏学说之渊源和流传 ，内容翔

实 ，分析细密 ，对王柏进行了整体研究 ；发表枟宋元之际的学者 ———

金履祥和他的遗书枠一文（原载枟书和人枠第 ８９ 、９０期 ，又转载于枟宋

史研究集枠第 ４ 辑） ，论及金履祥的生平 、经学 （附理学 ，包括枟尚

书枠 、枟诗经枠 、枟四书枠方面） 、史学（代表作枟通鉴前编枠） 、文学（个人

前期擅长词章及编订枟濂洛风雅枠）方面的成就 。关于王柏 、金履祥

的论文还有赵制阳的枟王柏枙诗疑枛评介枠 （枟中华文化复兴月刊枠

１９８４年第 １７卷 ５期） ，何淑贞的博士论文枟金履祥的生平及经学枠

（１９７５年） 。何淑贞对金履祥的生平 、理学（论宇宙 、心性 、修为 、释

氏） 、经学（枟四书枠 、枟诗经枠 、枟尚书枠） 、学说的渊源及流传等做了较

深入的研究 。此外 ，龚道运枟元儒金履祥之朱子学枠（枟国立编译馆

馆刊枠１９８１年第 １０卷 ２期）论述了金履祥的学术渊源及体系 ，包括

尽心的践修工夫（恭敬以存养 、畏惧 、谨独 、格物穷理致知 、诚意正

心之省察及践仁） 、心与性理及气的关系 、对气命的体会等 ；枟元代

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枠（杨晋龙编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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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２０００年）中廖云仙枟许谦枙读论语丛说枛序说枠一文 ，详述了许谦

枟读论语丛说枠的论说体例 ，许谦对朱子枟论语集注枠的阐发（奥者白

之 、约者畅之 、要者提之 、异者通之） 、补充与订正（名物制度） ，廖氏

另有枟元代枙四书枛学的继承与开创 ———以元儒许谦为例枠（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５日“海峡两岸枟康熙字典枠学术研讨会”论文） ，以具体例证探

讨了许谦对朱子枟四书章句集注枠的因袭与开创 。孙克宽枟元代金

华学述枠（台中东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 ，侧重史的角度分析元

代金华学术 ，突出了其中朱学嫡脉北山四先生的元代传人朱婺学

思想兼有的特点 。上述这些研究对人物的考证及著作的分析虽甚

细致 ，但缺乏对他们本身作为朱学一派的思想上的讨论 ，以及思想

史视角的审视 。

我国大陆地区专著中 ，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主编枟宋明理学

史枠（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中专设第二十三章“金华朱学的主要

特点和历史影响” ，着重对北山学派整体的特色（重视道统 、强调理

一而分殊 、疑经精神等）及影响详细论述 ，应为肯綮之论 ；蒙培元

枟理学的演变枠（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中第二章 ，对许谦设专

节论述 ，侧重对朱熹哲学的发展方面 ，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创新之

见 ；徐远和枟理学与元代社会枠（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中有第五章

“北山学派” ，以何基为北山学派的首庸 、王柏为宗师 、金履祥为干

城 、许谦为朱学大师分节进行论述 ；石训 、李书增等著枟中国宋代哲

学枠（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中第三十二 、三十三章为“金华学

派的哲学思想” ，重点分析了四先生的哲学思想（宇宙论 、辩证法 、

认识论等方面） ，后二书着重的是四人各自的思想分析 ；何植靖枟许

谦评传枠（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 ，附枟许衡评传枠后） ，对许谦的

生平 、学术渊源或交往 、哲学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思想 ，及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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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成就 、作用 、地位 、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探讨 ，但此文问题甚

多 ；
①何俊枟南宋儒学建构枠（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书中最后

一节 ，取思想史角度的判断分析 ，指出了北山一系处于后朱学时

期 ，他们的思想有向学术化转型的发展趋势 ，此一论断对本文的研

究具有指导性意义 。董平枟浙江思想学术史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中 ，论及“婺中四先生与金华朱子学” ，分别分析了他

们的思想特点 ，异于其他成果的是 ，作者突出强调了其作为“金华”

朱子学而带有的婺学的思想成分 。此外 ，单篇论文如朱仲玉枟试论

金华学派的形成 、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枠 （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枠

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 、李才栋枟考亭嫡传勉斋后学北山四先生与书院教

育枠（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枠１９９４年第 ３期） 、陈国灿枟论宋代“浙学”

与理学关系的演变枠（枟孔子研究枠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董平枟南宋婺学

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枠（枟中国学术枠第十辑） 、［日］早坂俊广

枟关于枙宋元学案枛的“浙学”概念 ———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 、“金

华”和“四明”枠（枟浙江大学学报枠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张晶枟宋元时期

“婺学”的流变枠（枟中国文化研究枠２００３年第 １０期）等 ，都对北山学

派的整体做了分析 。个案研究如黄宣民枟王柏 、金履祥的疑经精

神枠（枟中国史研究枠１９８３年第 ４期） 、何植靖枟许谦的宇宙观及其融

合朱陆思想的倾向枠（枟南昌大学学报枠（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４年第 ２

期）、龚剑锋枟许谦 、黄溍 、宋濂佚文辑考枠（枟浙江师大学报枠（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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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魏崇武在枟２０世纪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述评枠一文中对枟许衡评传枠 、

枟许谦评传枠的评价 ：“讲点求全责备的话 ，枟许衡评传枠 、枟许谦评传枠一个共同的 、

主要的缺点是对所引用的材料进行断句时破句现象有点严重 ，有时还因此将意

思完全弄反 。另外 ，枟许谦评传枠喜欢对所引用的文字全部作翻译式的讲解 ，不少

该作分析的地方没有进行分析 。”该文见枟殷都学刊枠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枟人大复印资

料枠转载于枟中国哲学枠２００４年第 １１期 。



学版） １９９８年第 ６期） 、谭德兴枟论王柏枙诗疑枛的文学思想 ———兼

论南宋后期经学与文学之互动枠（枟贵州文史丛刊 枠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等等论著成果 。

综观上述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

第一 ，现有论著成果的问题散漫不集中 ，或只是就某人物的某

一面而成文 ，所涉人物不全 ，如有关何基的研究文章就很缺乏 ；学

派作为整体多是在有关专著中提涉 ，在对朱熹以后众多理学家的

个案研究中 ，已有如枟黄震与东发学派枠（张伟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枟诠释与建构 ———陈淳与朱子学枠 （张加才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枟尊德性与道问学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枠 （方旭东

著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枟吴澄的理学与文学枠（王素美著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等专著 ，而对北山学派系统专门研究的极少（目

前仅见王锟枟朱学正传 ：北山四先生理学枠一书） ，主要从哲学角度

来分析四先生的思想 ，这显然与朱学嫡脉 、理学正宗的地位极不

相称 。

第二 ，对四先生的理学思想和彼此间思想上的师承以及对朱

学思想的发展 ，更待探讨 。

第三 ，对北山一派的历史地位 ，即作为得朱子之正统的黄榦弟

子 、浙江后朱子学以及婺州理学界中 ，要有个正确的定位 。

朱子本人思想的研究 ，早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也

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对朱子门人及其后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

究 ，相对较弱 ，而这对于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朱学思想体系及其发展

脉络 ，深化朱学研究 ，无疑是必然且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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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山学派概述

一 、北山学派的确立

研究一个学派 ，首先应当了解其历史 ，知道它在当时及后来人

们的观念世界中形成的过程及其变化 ，即按照时间顺序考察该学

派如何被人们指认的历史过程 ，以及这一指认如何被后人用于编

织语系和描述该派成员的学行 。因为学术流派是某些个体或群体

与其先辈建立联系过程的合体 ，不是当事人自己的标榜 ，是流派实

体先形成后 ，人们才有所认识并为它命名 ，是随着人们的认识逐渐

定型的 ，
①而人们的能动性并不仅仅是发现流派实体 ，还参与流派

形成的主观进程 。北山学派就是在此进程中浮出水面的 。

（一）北山学派实体的形成

任何学派都是围绕一定的宗旨而联结成的学术共同体 ，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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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已注意到学派的这一特点 ，持此观点者如桑兵 ，可见桑兵枟中国思想学术
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枠一文（枟中国社会科学枠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认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
派分 ，与道统论渊源甚深 ，晚近学人尤好以学派讲学术 ，奠定了学术史叙述的基本框
架 。而判定流派的标准 ，包括宗师 、学说 、方法 、师承与传人的谱系化 、流变以及地缘
关系等 ，大抵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 ，循此探寻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 ，容易倒叙历
史 。深入门户 ，超越学派 ，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往今来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 。

本文按后人的指认来叙述北山学派的形成过程 。



体人员和旁支组成 。北山这个非共时性的学派自不例外 。

首先是主体人员即学派主体的出现 。何基受父命求学于黄

榦 ，黄榦首先教他为学须先要有真实心地 、刻苦功夫 ，临别时告诉

他“但熟读枟四书枠”
①
，后来他就潜心学问 ，遇到朱熹门人杨与立后 ，

深受杨的器重 ，从此声名大振 ，慕名前来从学的人很多 。王柏从杨

与立处得知何基的学统 ，“何北山基学于黄勉斋榦 ，得朱氏之传 ，即

往从之”
②
。何基教授给他“立志以定其本 ，居敬以持其志 ，志立乎

事务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间”
③
，王柏从此发愤读书 ，来学者众 。金

履祥 １９岁时就向往濂洛之学 ，听说何基得朱子宗旨 ，“欲往从之而

莫为之介 ，故不果”
④
。 ２３岁时想谒见王柏的侄子王佖 ，但通过王

柏的弟弟王相的引荐得以见到王柏 ，王柏把何基教的为学之方授

传给他 ，又教之以“自枟四书枠始”
⑤的读书之目 。并带他登何基门

庭 ，何基“以为学之要示之” ，他“自是讲贯益密 ，造诣益精 ，而知学

非身外物矣”
⑥
。后来讲学兰江上 ，许谦声闻而来 ，在门人弟子数

十人中 ，许谦深受器重 ，金履祥教他为学之要 ：“吾儒之学 ，理一

而分殊 ，理不患其不一 ，所难者分殊耳 。”“圣人之道 ，中而已 。”
⑦

许谦几年后深悟所传 ，学者翕然来学 ，及门弟子远远超过他的老

师 ，朝堂内外也争相推荐他 ，把金华朱学推向了鼎盛 。因此 ，学

者们推原统绪 ，称四先生为朱子世嫡 ，学派主体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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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枟何北山遗集枠卷四王柏枟何北山先生行状枠 。

枟宋元学案枠卷八十二枟北山四先生学案枠 ，第 ２７３０页 。

枟宋元学案枠卷八十二枟北山四先生学案枠 ，第 ２７２６页 。

枟宋仁山金先生年谱枠 ，枟率祖堂丛书枠 ，光绪十三年补刻本 。

枟宋仁山金先生年谱枠 ，枟率祖堂丛书枠 ，光绪十三年补刻本 。

枟宋仁山金先生年谱枠 ，枟率祖堂丛书枠 ，光绪十三年补刻本 。

枟宋元学案枠卷八十二枟北山四先生学案枠 ，第 ２７５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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