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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当前社会，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

某些领域依然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不良现象。例如，近些

年来，有色馒头、染色花椒、墨汁石蜡红薯粉、化学海带、假牛

肉和孔雀绿鱼虾等问题频现；考场惊现作弊神器、老人摔倒无人

敢扶、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等屡见不鲜；幼儿园违规给幼儿喂

药、女童摔婴、室友恶意投毒、撞人后故意碾压等现象令人发

指，由此可见，现代道德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基于现代道德教

育与传统道德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本书以明末清初李二曲道德

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的阐释，试

图为现代道德教育困境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李二曲 （１６２７－１７０５），名颙，字中孚，陕西盩厔 （今作

“周至”）人，因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元和郡县图志》卷

２， 《关内道二》），故世人又称其为二曲先生。李二曲本名

“颙”，在清朝中后期一些提到李二曲的书中，将 “颙”改成

“容”，是为避讳嘉庆皇帝 （颙琰）。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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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家，李二曲与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合称 “关中三李”①，

与容城孙夏峰、余姚黄梨洲并称 “海内三大儒”。李二曲在学术

上主要继承了张横渠、马溪田、吕泾野和冯少墟的关学思想，并

对程朱与陆王之学进行调和，同时批判继承了佛老学说，在此基

础上返归原儒，其提出的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说等思想对当前

道德教育困境的解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不过，李二曲的学术地

位在历史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学术界对李二曲思想的

挖掘亦不充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梁启超将李

二曲视为 “王学后劲”，受此影响，今人认为研究王学，从阳明

学入手即可。其次，今人以顾 （亭林）、黄 （梨洲）、王 （船山）

取代孙 （夏峰）、李 （二曲）、黄 （梨洲）为清初三大儒，由此以

往，对孙夏峰、李二曲的研究未能深入，所得也就不及顾、黄、

王三家；同时，就作品数量而言，李二曲难与顾、黄、王相比；

另外，二曲长期不仕，晚年又隐居家中，其著述流传范围不广，

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今人对二曲学说的挖掘不够充分。从现有的

文献资料来看，有关李二曲思想的系统研究最早出现于台湾，即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出版林继平先生的专著 《李二曲研究》。

此后，有关李二曲思想研究的论文论著逐渐增多，但大多是对其

哲学、政治和教育等思想的探讨，目前国内外有关李二曲道德教

育思想的研究尚未有专著出现。从 “悔过自新”和 “明体适用”

等思想体现出的现实价值来看，李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值得后世

学人去深入挖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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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瑞麟在 《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中曰：“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

盩厔二曲先生、富平天生先生及郿县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

个人主义盛行，见利忘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

及时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例如，毒奶粉、毒

竹笋、毒韭菜、毒生姜、瘦肉精、红心鸡蛋、人造鱼翅、毒校

服、中国式哄抢以及 “表哥” “车爷” “房多多”等事件屡屡发

生，某些人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铤而走险。由此可见，现代道

德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现代道德

教育又与传统道德教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张耀灿先

生所说：现代道德教育 “只有深深根植于对优良传统继承的土壤

之中，它才有充分的发展条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才是合乎

规律的发展”①。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指出：“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

扬儒学，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是我们当前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儒学的基本特征、基本精

神的研究，弘扬儒学的思想精华，紧密联系新的实际，把儒学创

造性地应用到解决今天遇到的问题中去，让这一古老的思想文化

遗产继续发扬光大。要坚持采取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

努力挖掘、整理、研究和应用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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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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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①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

性，体现时代性。”胡锦涛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建设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如何看

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来加强和改进道

德建设，以应对现代道德危机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工作者担

负的重要任务。针对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人们应当时常

反思，重视悔过自新，只有这样，思想道德才能不断提高。这就

需要德育工作者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李

二曲正是以 “悔过自新”为主题阐发了有关道德教育的思想，这

对扭转当前道德失范、解决当前道德教育困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价值。

本书从现代道德教育的困境出发，通过对 《二曲集》等原典

的充分解读，在参阅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李二曲的

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说等进行认真研究，同时阐明其思想的实

践路径，将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充分

挖掘它的时代价值，为走出当前道德教育的困境提供参考。

二、研究意义

一种思想能够形成、发展并持久不衰必然具有其存在价值

的，也就是说，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是经受

住了历史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进

行理论研究，无论是对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还是对拓展李二

曲思想的研究领域，亦或是对开展现代道德教育实践活动，都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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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维涛、苏超：《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６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四届会员大会召开》，《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第３版。



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１．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道德教育历来

被党和国家所重视。近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正在加快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步伐。１９９６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主要

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决议》明确提出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并强调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

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同时要 “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教育”。２００１年，党中央颁布的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重申了上述内容，同时主张将 “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２００２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

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

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体系”；“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

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特别要加强

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

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２００７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

七大报告中强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

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２０１２年，胡锦涛

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作为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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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

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

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

好风尚”。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上论述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公民

道德建设的重视程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应着力于满足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进而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为此，后世学人需要继承前人有

关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作为明末清初

的著名思想家，李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包含着诸多思想精华，它

可以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对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

水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２．有助于拓展李二曲思想的研究领域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李二曲的学术思想对

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李二曲学说形成到今天，学界已

经在其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整理与

分析，笔者发现，学术界多从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角度对李

二曲思想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

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相关论文和专著尚未问世，这与其

历史地位极不相符。因此，开展 “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与现代社

会”的研究，对进一步拓展李二曲思想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其重要

的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研究李二曲思想，推行其道德教育思想精华，有助于增强道

德教育的有效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文化遗产。因此，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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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并使之为现代社会所用，就成为当今学者的重要任

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对当前道德教

育困境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儒”字从人从需，即予人

所需，有助于人们解决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从

而推进道德教育工作有序地进行。儒学当中蕴涵的道德教育思想

对当前社会上片面追求物质、忽视精神的现状具有积极的导向作

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问

题，这就促使学界不得不返回传统文化当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但儒学往往被人们贴上泛道德主义的标签而置于科学的大门

之外，这就迫切需要将儒学向现代转化。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

一的著名学者，李二曲期待 “在乾坤谓之孝子，在宇宙谓之完

人，今日在名教谓之圣贤，将来在冥漠谓之神明，方不枉活人一

场”，其 “悔过自新”“明体适用”等思想对现代道德教育实践具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李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就必须

向现代转化，才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

本书以当前道德教育困境为切入点，通过对 《二曲集》等原

典的认真研读，在参阅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

析其道德教育思想并充分挖掘它的当代价值，力图为走出当前道

德教育困境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有关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系统

研究，对正确制定走出道德教育困境的解决方案、改进道德教育

方法、增强道德教育的有效性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李二曲被称为海内大儒，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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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孙夏峰、黄梨洲并称为三大儒。① 但由于种种原因，李

二曲的道德教育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为了更好地研究李二曲的道

德教育思想，首先必须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一）李二曲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

１．悔过自新说

（１）悔过自新说的内涵

吴开流 （１９８２）认为，李二曲存心复性的认识论以悔过自新

说为基础并且从属于它。② 刘蔚华 （１９９６）等认为，李二曲主张

反省、检点身心过失，以恢复人的至善本性；同时又强调振兴礼

义廉耻的纲常伦理，以达到倡道救世的社会目的。③ 罗炽

（１９９７）等认为，李二曲 “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阐释的是宋

明理学家的道德修养功夫，旨在教人去除人欲，使外在的道德规

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成圣成贤。④ 俞秀玲 （２００２）认为，

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以 “有过则改”为立论依据，以 “入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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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三大儒”之说。

吴开流：《李颙》，载辛冠洁、丁健生、蒙登进主编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
传续编四》（明清部分），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４２页。

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

１５４９～１５５０页。

罗炽、简定玉、李太平等：《中国德育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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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德育功能，以 “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① 方光华

（２００７）等在 《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中指出，“过”指身

心过失， “新”指复性。人难免有身心过失，修存之道就在于

“悔过”与 “复性”。② 陈张林 （２０１０）在其博士论文 《李二曲思

想研究》中指出，过，即过失，包括身过和心过；悔过，包括思

过和改过；新，则是恢复本体；自新，即自识天然本面而恢复其

本初。郑小升 （２０１０）等从起点、立足点、功夫、动力和目标等

方面阐述了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内容。③ 从上述可以看出，学术

界主要对 “过”与 “新”作了区分，其中 “过”指身心之过，

“新”则指恢复本初的善性。

（２）悔过自新说的思想渊源

刘蔚华 （１９９６）等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来源于性善

论，④ 苗润田、吴开流、陈张林和房秀丽等均持此观点。黄钊

（２００６）等认为，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主要是对孟子 “求其放

心”、朱熹 “革欲复理”，以及王阳明 “致良知”等各种形式的
“反省内求”学说的融会贯通与继承发展。⑤ 张波 （２０１１）认为，

李二曲在承接横渠、程朱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学说的同时，

汲取了陆王以情欲、环境阐述 “恶”的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 “悔过自新”说。⑥ 吴宗琴亦同意此观点。综上所述，李二曲

的悔过自新说主要源于孟子 “求其放心”、朱熹 “革欲复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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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王阳明 “致良知”，即对孔孟原儒、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学

说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３）悔过自新说的实现路径

刘蔚华 （１９９６）等认为，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实现途径，乃

陆王心学所强调的先立本心致其良知的理论。① 黄钊 （２００６）等

指出，实现悔过自新，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在日

常生活中躬行实践；第二，要从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应时时切己

自反；第三，要切实做到 “慎独”；第四，要认识到 “悔过自新”

是一个长期的道德修养过程。② 房秀丽 （２００６）亦赞同此观点，

并指出悔过自新需要转念和慎独的工夫。③ 综合各家之言，悔过

自新说倡导人们从本心入手，是一种内在的返本归新。

（４）悔过自新说的现实价值

黄钊 （２００６）在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中指出，李二曲的悔

过自新说启迪人们从内心深处正确认识并自觉改正过失。在道德

修养过程中，人们需要在日用常行上下功夫，正确认识思想改造

的艰巨性，继承和发扬 “慎独”的传统美德。④ 总之，悔过自新

说要求人们在日用常行中约束自己的言行，尤其在独处时更要坚

守内心的道德信念，时常反省过失，并及时改正以归于日新之

路。这便是悔过自新说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一。

２．明体适用说

（１）明体适用说的内涵

侯外庐 （１９５６）认为，李二曲明体适用的二元论，表面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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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行的论列，但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明体”在某种程度上保

留了理学的余绪， “适用”则对理学进行了反面的修正。① 陈祖

武 （１９９２）在 《清初学术思辨录》中称，李二曲的明体适用说是

一种经世实学，主要突出的是儒学的经世思想。② 田文棠

（１９９８）指出，李二曲所谓 “明体”，多指道德修养的空泛内容；

所谓 “适用”，则指经世致用的具体方法。③ 陈张林 （２０１０）指

出，明体适用说包含了 “识心悟性”和 “开物成务，康济群生”

两个方面。④ 方光华 （２０１０）等指出， “明体”是理学家所说的

心性修养，“适用”则是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治国、平天下的社

会实践，二者是统一的。“明体”必须 “适用”，“适用”也必须

以明体为依据。就李二曲的 “悔过自新”说和 “明体适用”说而

言，前者是后者的 “明体”部分，二者并行不悖。⑤ 综上所述，

“明体”主要指心性修养， “适用”则是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

法。

（２）明体适用说的实现路径

苗润田 （１９９８）认为，要建立明体适用之学，首先必须读明

体适用之书。⑥ 田文棠 （１９９８）指出，为了强调适用，李二曲还

提出了躬行。在李二曲看来，一个人一生只要能踏踏实实干几件

事，即使他终身无所议论、无所著述，亦不妨碍其成为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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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君子”。① 吴宗琴 （２０１０）在 《李二曲理学思想探析》中指

出：其一，李二曲主张通过 “讲学”来宣传 “明体适用”思想；

其二，李二曲提倡人们读 “明体适用”之书，让人们明白何为

“明体”、何为 “适用”；其三，对于其 “明体适用”思想，李二

曲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理论的宣扬上，企图以此来改变当时的社

会状况，他更主张人们要学以致用，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

这一主张，以达到影响民众、改造社会的目的，最终将理论落到

实处。由此看来，人们应当从阅读明体适用之书入手，同时不忘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３）明体适用说的历史价值

苗润田 （１９９８）等认为，李二曲的 “明体适用”说是对其

“悔过自新”说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挥。既

讲明体，又论适用，在客观上也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修正，这对

清初经世思潮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② 田文棠 （１９９８）认

为，李二曲的 “明体适用”说是一个调和折衷的思想体系，虽然

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但强调适用、提倡务实，

要求打破等级界限、主张愚夫愚妇一样平等的思想，却具有初步

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这种思维定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明末清

初处于重大变革中的新旧时代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也反映了思

维定势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③ 罗嵘 （２０１０）在 《从明体到适

用》中指出，李二曲学说从三个方面体现了明体适用说的价值：

其一，为人性善奠定了形上学依据；其二，为道德修养提供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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