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08JJD720033

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

胡治洪 编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作 者 简 介
( 按正文次序排列)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田文军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翔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龚建平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胡治洪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范瑞平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行政学系副教授
柳向忠 武汉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姚才刚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谢远笋 湖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庞雯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何卫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甘 阳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卢 风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姜明琪 ( Aglaia Starostina)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徐 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书书书

代序: 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

胡治洪

17—18 世纪兴起于西欧北美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
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启蒙思想家接续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内部所萌蘖
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实验科学等异端思潮，进一步高扬理
性、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进步等价值理念，对
禁锢人们头脑的神学教条和束缚人们身心的王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
判乃至猛烈抨击，在观念领域中发生了极大的祛蔽作用和解放效
应。启蒙运动不仅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巨大的社会
政治事件，更为根本的是，它在西方世界中相当广泛地启发了人的
个我意识、理性信心、进取精神和权利观念，推动了世俗化和平民
化进程，从而通过人的觉醒而导致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率先
告别古代社会，进入以个体化、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
化、法治化、都市化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在发生意义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启蒙理念，其普世化推扩采
取了一条十分吊诡的进路。一方面，基于启蒙理念而率先进入现代
的西方各国，不仅在各自国内为着财富和权力而反复进行阶级之间
的斗争，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为着领土和资源而反复进行实力的较
量，而且凭借其整体上的器物和制度优势，将殖民扩张、市场占
有、财富掠取以及列强争夺波及到西方之外几乎所有古老文明地
区，由此使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充分感受到现代西方恶的一面，引
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代西方的抵御和反抗。另一方面，现代西
方在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的剧烈碰撞及其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胜利
征服中，又无往而不表现出现代性的优越，由此使西方之外诸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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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日益认识到现代西方富强的一面，引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
代西方的学习和追赶。随着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从被动应激式地仿
效现代西方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遂成为从西方到
西方之外整个世界的奋斗目标，而作为原生现代化之精神动源的启
蒙理念，也就俨然上升为普世性的绝对价值。时至今日，现代化仍
然是整个世界 ( 特别是处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范围内的后发现
代化地区) 的主要潮流，启蒙理念也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话语
系统和最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是，从 18 世纪开始产生的现代社会，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虽然确实为人类开辟了科研机构、工业体系、交通设施、市场
建置、金融行业、民主政体、法律系统、大众传媒、公共教育、医
疗保健、都市服务等诸多新的利益领域，但也日益暴露出固有或衍
生的弊害，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对宗教和传统的祛魅破坏了人
类自我约束的根据及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工具理性凸显导致人性的
萎缩和社会的市场化，原子式个人主义的高扬引发社群的疏离乃至
破毁，极端自由主义盛行致使社会公正无从落实，普遍的怀疑心理
和制约动机通过剔除社会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和信赖感而造成民主的
劣质化，作为个人中心主义之放大的族群中心主义激发了层出不穷
的国际冲突; 最为严重的是，僭妄的工具理性主义，攫取和占有性
的个人自由主义，反宗教、反传统、反自然的个人—人类中心主
义，在短短三百余年间，便使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
濒于崩溃，使整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所有这些，引起了当今西方
有识之士的深切忧思和强烈批判。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兰克福
学派、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社群主义、全球伦理等思潮渐次兴起，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更
加深入地对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权力意志、
祛魅观念以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启蒙主义价值体系进行了质疑和否
定，形成一股愈益具有影响力的“启蒙反思”潮流。
“启蒙反思”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诚然兴起于 20 世纪下半叶

现代性弊害业已明显暴露的西方，然而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
视与批评，却早在现代化高歌猛进、启蒙价值深入人心的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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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便已屡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家 ( 特指那些对于中西文化均具
深入体察和深刻洞见，既接受现代西方价值，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
倾向的思想家) 的论说之中，其荦荦大者如: 郑观应对强权即公
理的国际规则乃至空前残酷的一次大战予以强烈谴责，严复对卢梭
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 “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康有为鉴于
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教训而排抵激进民主，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
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
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章太炎以 “俱分进化论”批驳肤浅
的直线进步观，蔡元培以专事于现世福利的科学为不足以实现人生
价值，辜鸿铭辛辣嘲讽现代西方的最大优势不过是 “杀人效率
高”，杜亚泉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救治被西方现代文明所迷乱的人
心，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而力倡 “以农立国”，梁
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理路而断定以意欲向前作为根
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张君劢不仅坚决否认科学万能而
且将一战的原因归于科学所引发的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
熊十力斥责西人始终盘旋于知识论窠臼以至迷失万化大原、人生本
性和道德根底，张东荪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贺麟以直觉弥
补理性之缺失，金岳霖着眼于现代文明的浑浊而痛感这种文明及其
造作者可能将被历史所淘汰; 他如王国维、欧阳竟无、太虚乃至青
年鲁迅等，也都对启蒙理念和现代性作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
评。凡此种种论说，或许不如当今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
理论那样切近与系统，但却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在中西古今的宏
大视域中对一种强势异质文明的弊害之认识的敏锐性、深刻性和预
见性。

长期以来，在以现代化作为至上价值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中国
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
守、落后甚至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改革开放以后，
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但研究者仍多从文化观念的差异或社会政治态
度的消极等方面来看待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
视与批评，基本上没有认识到这些审视与批评所具有的 “启蒙反
思”意义，这样也就忽略了这些审视与批评的思想深度、普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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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当下作用。所有这些，不仅有碍于全面、深入、客观、公正地
研究和评价这些思想家，而且遮蔽或抛弃了那些可使我国的现代化
进程得以更为平稳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思资源，当然也更难以向当今
世界呈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肯定启蒙价值和现代化的前提下对于疗
救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弊害所作的超前思考。

时至今日，启蒙价值作为一柄 “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大刀阔
斧地砍杀了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社会伦范、自然生态之后，日益
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斫伤和毁灭。人生的无望、无根、无安全感、无
归属感、无幸福感，几乎弥漫整个世界。而牢笼于启蒙观念之中的
世人，由于缺乏改弦易辙的思想资源，只能随顺启蒙运动的惯性，
沿着一条不归之路迅跑。当此之时，旨在为人类指点新出路的
“启蒙反思”的正当性已经无可争辩。而中国现代思想家的 “启蒙
反思”论说，不仅由于其超前性和预见性，更由于在审视与批评
启蒙理念和现代性时所带出的西方思想家所阙如的中国传统观念，
即一种天、地、物、人、我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一体和谐的宇宙
观和人生观，因而弥足珍贵。当前，系统阐发中国现代思想家的
“启蒙反思”论说，将可为致思于人类未来走向的方兴未艾的国际
性“启蒙反思”思潮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也可为正在推进现代
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提供趋利避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的决策参考; 当然，当中国现代思想家的 “启蒙反思”论说在正
面意义上得到阐发之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突破启蒙观念的牢笼
而展现出新的面相，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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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先生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

郭齐勇

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
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
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
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
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欲、情感，肯定
物质的自然界。其后又经过 18 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20 世纪的
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
发展。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 “神性”，而是针对
“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 “物”的泛滥和
“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
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
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致，物质讲到极致，思想
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
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
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批
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
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 ( 包括社
会科学) 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
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
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
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
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
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
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① 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
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
礼; 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 ( 即功利化、工具
化、异己化、物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
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 “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 “理性的暴虐”
对人的奴役。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探讨启蒙的辩证法，
揭示了启蒙自身的悖谬，启蒙在 “祛魅”的同时造就了新的神话
统治，人类凭借启蒙运动提供的科技实现了统治主体的转换，人走
到了前台，成为控制外在世界的主人，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人与
人、人自身的身与心发生了异化。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停留
在启蒙的批判上，他们并未放弃启蒙，而是为了拯救启蒙，即在批
判启蒙的基础上进行拯救，如通过理性的复元，合理地使用理性，
实现主客体的和解等。因此，他们的广义的启蒙辩证法就含有批判
与拯救的双重意义及辩证逻辑意涵。②

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学者来说，重要的是继承启蒙的原义，也
即从自然、神权、专制政治下解放人，解放自我; 及至 20 世纪末
期，才把反思启蒙的话题提到议事日程。业师萧萐父先生即是处在
这一背景之下的。

一、萧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中包含了 “启蒙
反思”的意蕴

关于萧先生的 “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内涵、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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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唐君毅: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下) ， 《唐君毅全集》卷八，
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版，第 44 ～ 51 页。

参见谢永康、侯振武: 《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
下的启蒙辩证法》，《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第 12 ～ 18
页。



陈来教授与高瑞泉教授的讨论极具启发性。①

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 “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
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
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
蒙论说包含了 “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
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 “启蒙反思”的理论，而是从中
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健康的现代化 ( 特别是人的现
代化) 出发，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坚持启蒙论说，反对
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启蒙心态视为 “有问题的心
态”。② 然而实际上，萧先生强调的 “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
是近代西方的 “启蒙”所能包括的。我在本文中特别要谈谈我本
人过去忽略的方面，近年来我已开始重视全面地理解萧先生的启蒙
论域。③

首先，萧先生的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
的现代性的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
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
传统，他驳斥了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
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1987 年，萧先生说: “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
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
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
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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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陈来: 《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读书》2008 年第 5 期; 高瑞
泉: 《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
会》，《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这是 2008 年有关萧先
生思想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

萧萐父: 《自序》，《吹沙三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参见郭齐勇: 《萧萐父先生文选序》，《萧萐父文选·上》，武汉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文化接合点。这是目前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萧先生不希
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他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
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走别人的路。1982 年，他在其名篇 《中
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以设问方式开宗明义: “中国是否曾有
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 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 经
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② 萧先生思考的中心是在中国多种思想
资源中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作为接上现代化的基础或起点。他所
寻找的是中华民族自我批判、自己走出蒙昧的 16 世纪泰州学派等
新动向，特别是 17 世纪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与文化人的思想异
动。故他强调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
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③ 他的关键性
的思路是“从我国 17 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
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④ 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
普遍的立场，截然不同。

1986 年，萧先生说，“特别是要意识到对外开放所含蕴的我们
民族要自我振兴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责任。既要摆脱
近代史上曾有过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之类
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正确的主体思想来自历
史创造活动，来自对历史形成的文化现实及其发展的正确理解。我
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
消化了外来的文化因素……我们继续着 17 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
正在更自觉、更深广也更有选择地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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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萧萐父: 《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73 页。

萧萐父: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11 页。

萧萐父: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萧萐父: 《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57 页。



新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把
它们融会贯通，让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 ‘聚宝’，经过重新
创造再反馈出去，那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① 很
明显，萧先生主张在宽容开放中不失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萧先生论证“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探索 “中国式的
思想启蒙道路的特点”。② 他特别重视 “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
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
重建“中华文化主体”。③ 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
里，就孕育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胎儿。

晚年的萧先生特别指出: “早期启蒙说”的深刻的理论意义，
首先在于“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
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
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一
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 ‘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
不可能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并不缺乏对于公开地自由地运用
其理性的权利的追求，任何否认中国人同样应该享有人类的普遍价
值、把中国人看作 ‘天生的奴隶’的种族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
误的。”④

其次，萧先生的启蒙观，特重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特别是中国
文化之体认，批驳了西化派否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认识
论的看法，批评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的意涵。这恰好是 “启蒙
反思”的题中应有之意。

萧先生肯定“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与“寻根意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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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萧萐父: 《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
第 48 页。

萧萐父: 《文化反思答客问》，《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60、61 页。

萧萐父: 《活水源头何处寻》，《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90 ～ 91 页。

萧萐父: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与许苏民合作) ，《吹沙三
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46、48、49 页。



“‘无形的根’，那就是 ‘中国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价值
的民族精神，乃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源头活水”; “西方文化
的道路和模式却并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西方现代文化是欧美各
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个性很强的东西，尽管其中寓
有世界性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现代化要走自家的路
( 但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并不是错的。文化的民族主体
性的问题，确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①

他说: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见解，即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伦理
学，着重讲修身; 而西方哲学才注重认识论，着重讲求知……应当
突破欧洲近代实证论者的狭隘观点，看到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
问题。”② 这不仅是对冯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学术径路
与工作重心。萧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曾下功夫研
究了汉魏之际、明清之际的认识论问题。他很重视中国先哲 “察
类”、“明故”、“求理”的过程与特色，又重视辩证思维。他指出:
“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我们民
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
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
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
论总结……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
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
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③ 他重视史家、兵家、农家、
医家、天学、数学及政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的辩证智慧。

萧先生批评西化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对本土哲学
智慧的漠视与曲解: “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思潮兴起并传入中国以
后，一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崭新医学及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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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萧萐父: 《辨异·自主·寻根》， 《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
第 537 页。

萧萐父: 《通观全过程，揭示规律性》， 《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531 页。

萧萐父: 《〈中国辩证法史稿〉弁言及后记》，《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572 ～ 573 页。



论开始拒斥传统的中医学，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被认为违反实证科学
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满神秘象数的一座迷宫而无人问
津，中医与《周易》的会通关系渐趋疏远了。”“在中国，历史地形
成了医易之间互相会通的文化传统。三才统一的宇宙模式，动态平
衡的系统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乃是医易相通的逻
辑基石。”① 他对古代医学与易学中蕴藏的有机整体、动态平衡、
生命信息、生理节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对于气论与传统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萧先生有很
多发明，又特别发挥王船山诗化哲学与历史文化慧命，指出: “船
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内蕴情
结。”“船山诗化了的‘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船山之学，
以史为归。……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
慧命的绵延……”② 他对道教、禅宗等的思想方式与人的胸次、境
界、性灵的关注，都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不
可同日而语。

他对西方从 16 世纪以来的 “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
人物，从维柯到法国百科全书派，从黑格尔到摩尔根、孔德、斯宾
塞等所持的普遍主义的、单线演化论的观点予以扬弃。③ 以上表
明，萧先生的启蒙论说，恰好超越了西方从启蒙时代到康德的启蒙
论说，包容了也超越了今天“启蒙反思”的内容。

二、萧先生的 “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 “人的重新
发现”

萧先生说: “启蒙，是 15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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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萧萐父: 《〈医易会通精义〉序》，《吹沙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
第 585 ～ 5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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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三集》，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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