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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编 者 序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一百年只是转瞬之间; 而实人生更迭，这一百年却也漫长。清
末民初，中国封建王朝和现代社会交替，四川省立图书馆应运而生，如今一百年过去，
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几代图书馆人经营了这所图书馆，把它从星星绿意，培育成参天
大树。

图书馆是现代化的人文设施，萌动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的影
响。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本也有人文学术的基础，从先秦老子做柱下史，到西汉刘向、
刘钦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凡起例，到四库全书收录的集大成，都有深邃的学问蕴含其中。
但图书馆的现代化却表明阅读的大众性和图书馆职业的学术性。图书馆服务于现代社
会，同时以人文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提供服务，公平和均等是它的灵魂。四川省图书馆
从创建之初，就有精英知识分子和职业知识分子的参与。一百年来除了务实的图书馆工
作———图书馆是实践性很强的服务社会的机构和设施，要做许多务实的工作———他们也
研究若干学术问题，撰写专著和论文。这些学术的问题，有传统国学的，有图书馆学术
和图书馆职业的，也有涉及各个不同学科的。这恰恰是现代图书馆所需要的: 既有图书
馆专业的知识和理论，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和图书馆服务的开展; 又有作为图书馆服务
对象的读者所需要的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范畴。

这部同人文集，是对自四川省图书馆建馆之初迄今的论文和学术文章的搜集和整
理，是四川省图书馆建馆百年的纪念。由于四川省图书馆早期曾经划归成都市并改称成
都市立图书馆，现在的省图书馆属接续原来的省立图书馆所重建，故四川省图书馆和成
都图书馆又同出一源，这部文集也是省、市两馆的共同的纪念，包括了两馆馆员共同的
学术结晶。

这部文集所收文章，经过遴选，包括了两馆几代图书馆人的文章。编排上分成三部
分: 民国耆老、学界大家的文章排列于第一部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图书馆专
业论文和其他学科论文排列于第二部分;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迄今的文章排列于第三部
分。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包含了在职、离任的诸多同人，一些老人或已作古，因此一部
分文章存在搜求和遴选之难。如果出现选排不当，或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限于条件和
编者水平，在所难免，尚祈得到谅解。至于论文的水平不尽一致，甚至相差太远，则更
是折射和反映了迂回曲折的图书馆百年史的衍变和现状，本旨在对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
做客观的反映，也希望通过对比获得改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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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图书馆书目序———林思进 　　

四川图书馆书目序

林思进①

图书馆之设，虽盛于欧西，而其实吾国文澜、文汇之制，搜集旧本精钞名刻，及有
用诸书，以便考古者之寻绎，抑其先例矣。近者天津、京师、江南、河南，相继创设，
而成都实自癸丑岁始。京师旧为辇毂，江南号称文物，购求往籍，搜之藏书之家，其事
较易。然亦经营至十余年，始克渐备，就中江南为盛，京师犹逊焉，洵乎聚之不易而搜
求之难也。吾蜀僻远，又历代兵燹之余，大家文物，荡然无存，即有清承平之世，所谓
藏书之家者，如万卷楼李氏，知价宬顾氏，今皆凋零，即遗编残筒，亦无复流传于世。
其后有仁和之叶，芜湖之沈，贵筑之杨，会稽之章，近亦散失，不可复聚。今则渭南严
氏，大关唐氏，积数十年之精力，访求残缺于不易得之余，遂为成都藏书称首。彼皆勤
于搜罗，多历年所，物聚所好，固其宜也。而此图书馆，则仅于两年前拓地建楼，草创
经始，坊刻石印，略具椎轮，而经费亦复有限。及予继事承乏，凡力之所能及者，无不
多方采购，一年之间，始渐得海内官本私家精刻，都凡有书若干卷。虽未能如江南京师
之备，严氏唐氏之精，然亦可以备一特之寻绎，使劘以岁月，更肆搜求，安见吾蜀之
书，不骎骎日臻其备哉。至于外国图书，将俟购置略多，别为部居，以便观览。书目既
成，略识其后，甲寅冬至日。

予主馆事七年，至戊午辞去时，别编书目十五卷，较此目增购为多，惜后来继任，
未能印行，殊为可惜。自记。

原载林思进 《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

① 林思进 （１８７３—１９５３），字山腴，号清寂翁。四川华阳人。清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自请出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１９１８年离任接掌华阳中学，尔后，历任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协
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１９５０年后，又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工小篆、行书。纂 《华阳县志》。能诗，有
《清寂堂诗录》、《清寂堂楹联》、《清寂词录》、《清寂堂集》（含诗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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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园书库记

林思进

贲园书库者，渭南严雁烽先生所筑也。库在成都汉赵侯洗马池东，四益、问琴两大
师并记之。嗣子谷孙以思进获教先生，亦得粗识一二，固请缀述，广所不闻。余惟先
生，生名家贵盛，拥赀大万。少日刻厉近学，不喜声色狗马，独好买书。交游尽劬闻肥
遁，而尤推高吾先君子，往来吾家。余方丱角，趋庭隅侍，瞻其风采言论，晋宋竹林莲
社间人也。及余稍涉学，就贲园考问国故，不见谓不肖，间独有以相诏。尝闻先生之说
矣，自惠、戴学术张帜东南，乾嘉之际，诸儒笃志考订，作者辈出，其上者如抱经、高
邮之伦敻矣。逮至末流，或胸无自得，亶推校偏旁点画，细摭毛发，不复知义理所归。
孤本蠹编，贻讥康瓠，不能读书者，并依托自壮，侈然竞号藏书，流俗无识，一概相
量，此某所为太息痛恨。人以见加，必宛辞曲谢，而不肯当，盖某意方求读书，而非以
求乎流俗之人之谓之藏书也。先生自道实然，故其为学，记诵浩博，巵言正论，曹举旁
通，廓若无涯。于文精熟马、班、韩、欧，遵严、震川、东原、借抱、求阙，而不持别
门户。于诗歌五言，极鲍、谢，而亦刮靡韩、杜，釜岑閜崿，字字履危石以下。格诗
即又诵法空同、沧溟七子，离词振采，雍容闶阆，辉如睪如也。年五十，家讼挈曳，侘
傺不乐，闭门绝宾谒，髭发向白，意兴颓然尽矣。辛亥蜀乱，念欲归秦，腾书告余，不
果行，竟卒。往者思进尝主图书馆，聚书累二十万余卷，都为目十五卷，欲求发吾意而
就正者，先生已不及待。四益前序馆目，今记斯库，亦咨嗟于两家似异实同，非无见
也。吾蜀自内江赵氏、新都杨氏、富顺熊氏，昔并以藏书甲西南，见称纪载，明亡而文
献斩伐无甹蘖。图书馆初成，私独极意，不园标季阳九，俶扰如今日也。谷孙乃能完有
其库，宝之珍之，不敢替坠。余老矣，然朝夕抱业，顾未或废，贲园之书，尚可以余年
借读，不异先生在日。是余之记书库也，不足为书库重，书库其有以增益余也夫。癸亥
夏六月，华阳林思进谨撰。

原载林思进 《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２·



重修华阳县志叙录———林思进 　　

重修华阳县志叙录

林思进

郡县方志，宋明为盛。成都在宋有赵抃 《古今集记》，王刚中 《续记》，范成大 《丙
记》，胡元质 《丁记》，元至正中，亦有 《成都志》之撰，然今皆无传本。明嘉靖时，杨
慎纂 《全蜀艺文志》，意主搜罗文字，非图经例。《四库提要》称周复俊撰者，盖升庵以
遣戍暂还，是时世宗尚在，而复俊为按察司副使，避嫌托名也。自明至清数百年，惟省
志再修，而华阳无闻。当嘉庆修省志日，县举人潘时彤始创为县志，大约因仍省书，或
抄撮而剪割之，既病芜冗，复多讹舛，不能善也。同治九年，知县王煌议续修，聘吕兆
奎、邹小峨、李春霖为总分纂，因事中止。光绪十八年，议聘吕调阳续修，吕寻物故，
复罢。自嘉庆十五年至是，盖历百有余年矣。迄入民国，县议会更议立局收款，数期而
事竟不就。辛未之岁，县庭集护，重有此役，推乡先生曾侍郎鉴为总理。侍郎乃请同县
林思进纂列传，罗运贤纂艺文，祝同曾纂疆域事纪，蒲乃文纂山川水利，李德龙纂物
产，廖沅测里度，其余并县中诸君子分任之。盖 《志》议萌芽于前县长陈法驾，成于继
任叶大锵，而绸缪公费，使不时绌者，后任樊学圃力为多，计自壬申七月告始，至癸酉
八月断笔。凡全书为篇十三，一篇之中，又以多少分卷。地图十三，塘堰水利桥道表
二，氏族表四，缙绅科目以下表十三，都为卷三十有六，总五十余万言。侍郎年既高，
周览刊剟，精力良非所逮，则以辑比之任，托林思进、祝同曾。两人者，屡辞弗获，惧
于淹迟为咎，乃据诸稿本，粗齐其大略，又三月而书成。叙曰：

华阳置县，溯始李唐，成都东南，广都旧疆，贵平灵泉，广袤足当，今兹所隶，六
镇三乡。伟哉壮邑，附郭穰穰，佳气郁葱，千载相望。述疆域沿革第一。

岷山导江，秦酾内外，沟洫脉散，兼资灌溉，县境所受，五水为大，两龙东翔，木
马南迈，山回水转，浥浥下濑，达于江口，分而复会，岂伊滥觞，神功实沛。述山川第
二。

大夫九能，建邦命龟，菅宇寺署，仓库积。士肃乎教，民戒乎嬉，工作织机，鳏
寡癃罢，利导所宜，仁政所施，事靡洪纤，一最于斯。述建置第三。

立国有本，取民有经，履亩讥税，黄口傅丁。明明古诫，上下以宁。酷敛滛征，叫
呼罔听，我独匪民，孰为哀矜。述赋役第四。

俗有美恶，荀卿所言，俗何自起，礼为之原。幽则鬼神，明则冠婚，祷赛立社，祓
禳磔门。良辰饮御，旧俗綦繁，巫祝滛妄，删薙弗存。述礼俗第五。

赤县之选，粤重材能，唐宋多贤，亦有尉丞。台府错峙，狱牍拏腾，善治流化，百
里如冰。师儒惇诲，德行蒸蒸，孝秀之伦，拔萃而升。畴去其籍，实怼且憎，道咸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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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太息无征。述官师列传第六。
江汉炳灵，世载其英，井络之野，上播岷精。县当其分，自唐宋而名，王李宇文，

范氏垂声。考隽四海，亦越明清，蔚哉士女，赞述孔明。述人物列传第七。
七略既殚，四部方启，世异古今，不贵削趾。纷兹遗著，依类辑比，阙坠弗遣，敬

在桑梓。是非得失，俟诸惇史。述艺文第八。
陵谷易矣，维尘冥冥，坡陀隐见，荒宅故亭。丘墓生哀，城阙留铭，潘生有言，或

无其地而有其名。梵刹丹青，仙化局枰，古往今来，亦轸余情。述古迹第九。
谓金石寿，乃有蚀泐，谓文字久，乃有灭息。礼殿汉造，石经蜀勒，旁魄瑰玮，今

蔑一刻。金像铜鼓，孰伪孰植，残碑断志，亦毡亦墨，掸彼幽芳，发此秘色。述金石第
十。

华实之毛，九州上腴，豕躈羊蹄，鸟罬鱼罟，一物不具，岂称上都。负郭亩钟，钟
不足输，地匪爱宝，人难卒图，述物产第十一。

有明播乱，郡乘焚如，载记所详，括诸成都。华离之辨，今为权舆，曹吏无文，凿
空难诬，网罗虽勤，常谓其疏，如曰不然，请事补苴，述事纪第十二。

凡此十二篇，十三图，二十表，起例自我，不沿旧志，旁摭冥搜，非云已备，百年
乡故，或得一二，唐宋之间，弥缝则至，太史公言，整齐故事，副在乡校，来者足式。
叙录第十三。

原载林思进 《清寂堂集》（刘君惠等编），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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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蒙文通①

言说者，义之诠、实之宾也。世变易则言益滋，言滋而义以爽、实以淆。故学之必
明其变，而义则必极其精。先圣后圣，固有其揆之一。而辞既多端，名实交互，苟规规
于一往之言以概先后之义，则将以通之，适以窒之，将以明之，适以诬之。夫知说之变
而不知义之一，不得为知学，知义之一而不知词之博，又乌得为知言耶！自三古以还，
百家间作，或异名而同实，或异实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变，不滞于言，有以知异
非异、同非同，然后能异所异而同所同。言之同者旨或异，欲究其旨之一，乃反在辞之
参差隔越者欤！譬之长江大河，放乎东海，虽首尾相属，然其流之曲折异同固已百变，
而曲折者，乃正其相属者也。况乎百家横义，错互其间，以击以守，相荡相激，有所辩
必有所惩，有所变必有所困，阐发既宏，波澜壮阔，虽其始源于涓涓之水，而始末之
间，语其深广，奚止倍蓰，倘因于百川者固多耶！孔、孟之道，以惩于墨家，而后脱落
于陈言；以困于道家，而后推致于精眇。子思、尼子浚其源，世硕、告子派其流，荀卿
以法家乱之而滞于实，管书以道家汇之而沦于虚，义精于 《大学》，旨邃于 《系辞》，
淮、汉注江，洪涛直泻，斯观止矣。伏生而后，奥旨稍隐，韩婴、陆贾，诵习不废，刘
向、许慎之间，典型犹在。仲舒、扬雄、王充始恣为异说，以骇俗取名高，儒之雄、罪
之首也。爰叙而论之，质诸知言君子。

古　说

《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命与性恒
并言之。然 《诗》、《书》多言命，罕言性。《大戴礼·本命》言：“分于道谓之命。”刘
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１］以
道、以中言命，此命之正义明诂。《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所作，不可
不敬德。”《礼记·王制》言：“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则古之所谓性，犹后世之言情，

·５·

① 蒙文通 （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名尔达，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著名经史学家。早年入存古学堂，受教于廖平、
刘师培二先生。后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成都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
院、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开设 “中国通史”、“宋元史”、 “宋代理学”和 “宋代学术”等课程。１９４０—１９４８年，
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１９４９年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
会委员。身后有 《蒙文通文集》出版，包括 《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
《道书辑校十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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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节性。《大戴礼·文王官人》言：“民有五性，喜、怒、乐、惧、忧也。”是古言性
之明诂也。《论语》言 “畏天命”，曰 “知天命”，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２］此 《大戴
礼》、刘康公之所谓命也。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３］，此 《召诰》之所谓性也。孔子
固尊命，其言性非若后之谓性，原始命、性之说则然。始之言命、性，犹后之言性、
情，此说之可求者。《周易·卦辞》、《爻辞》言命不言性，命即后世所言之性也。惟古
之哲学，恒依于宗教而不可分离，哲学中心思想之命，与宗教中心思想之命，亦混而不
可分。故言命而死生、夭寿、吉凶之说随之。《召诰》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此纯以宗教言。曰哲命，则以哲学言，所谓
中、所谓道也。哲命即天与人之善性，而仁义德教之所由生。哲学之天与宗教之天亦
然，在孔子每如是，孟或仍如是；若曰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４］，若曰 “道之将行也
欤命也”［５］、“吾之不遇鲁侯天也”［６］是也。

天与命之界说既相杂而不清，故来墨子非命之讥。［７］墨子言天志，［８］志者若天有人
格，因人之善淫以降殃祥，且寄视听于民以察伺之。志者谓可朝令而夕改，则不得有前
定之论。此孟子以后言性而鲜言命，性之义一跃取命之实而代之，哲学亦离宗教而独
立。“子不语怪力乱神”［９］，亦是欲脱离宗教而独立之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１０］

《乐记》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１１］斯犹取旧所谓性而用之。味色声臭，性也，仁义
礼智，命也 （依旧义）。然性也而实与 “受天地之中”以俱，则非徒形色也，故君子不
谓之性。命也而即 “践形之极”，命之必傅于血气之质，故君子不谓之命也。形上、形
下不可二，盖以恶夫告子 “食色之性”，“生之谓性”［１２］之说，以其滞于器而不知道，夫
然而后性之新说起。

子思　公孙尼子

老聃以 “仁义，人之性欤”难孔子，［１３］此虽不必即孔、老之事，要为道家之难儒
家。则后之儒者，必思所以答老而申孔，然后始足以救儒。哲命之说既邻于宗教之谓，
故儒者纷纷然起而言性。孟子曰 “性善”、曰 “义内”，性非善，义非内，则仁义将失其
依据，有 “率天下而祸仁义”之忧。则倡性善之说，有势之不容已者。《诗·大雅·烝
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事懿德。”此固性善之义，三代之遗训。
而性善之说则三代所未发，而孟子发之，时也，事之迫而然者也。子思先孟子作 《中
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性非但形色也，即 “天之所以
与我者”，是至善者也。“率性之谓道”，则仁义德教所从生，率性之性已非节性之性也。
戒慎恐惧，先有以养而无害，则喜怒哀乐无发而非中节之和。此已开性善论之端，而大
本已立。

孟子之学源于子思，而又以 “本心”、“良知”之说发挥而光大之，此孟子之进于子
思者。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愚夫与知、与能，则 “性无有不善”；曰：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以仁、智言性，不同孔子以前之言性，而变为
新说。自子思始，以下启孟子，此荀卿所由并罪思、孟者欤！《论衡·本性》言：“周人
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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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夫漆雕、宓
子言性如此，而皆仲尼弟子，倘由 “性近习远”之说以为是言，则 “性善”之论，子思
启之，孟子张大之审矣。而后论性之新说立。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性犹湍水也，
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
也。”［１４］告子之言，亦归本于仁义，是亦儒者也。盖告子之说，实亦本之 “性近习远”
之义。世子以之言 “性有善有不善”，告子以之言 “性无善无不善”，斯皆据旧之所谓性
以为言也。《中庸正义》引 《孝经说》曰：“命，人所禀受度也，性者生之质。”惟旧之
说如是，故告子亦曰：“生之谓性。”“性者生之质”，然后 “有善有不善”、“无善无不
善”之说生。世子、告子是亦欲展开孔氏之说，而终无当于孔氏之心。惟子思、孟子为
能易仲尼之说而有以发仲尼之旨。

《乐记》言性之义与 《中庸》相近。梁沈约谓：“《乐记》取 《公孙尼子》。”［１５］张守
节亦云然。［１６］ 《意林》二引 《公孙尼子》云：“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
所以饰怒也。”《初学记·雅乐》引 《公孙尼子》云： “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
节。”语皆在今 《乐记》中，则沈约所言有足信者。而 《乐记》所言，与世硕之旨颇异。
《论衡》言 “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是
亦大概之辞，未必相同。故 《申鉴》言公孙子曰：“性无善恶。”［１７］适与王充之谓相忤。
公孙尼子为七十子弟子，与子思盖同时。子思 《中庸》以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言
性，《乐记》以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言性，故工夫在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
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以未发、以静言性，则性非徒生之
质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此已并命于性而言之，所谓取命之实一跃而代之者
也。形下实不离乎形上，器即宥于道之中，曰静、曰未发，皆就形上以言也。而孟子以
良知、本心、四端明性善，［１８］则皆就已发言之。“形色，天性也”，即践形之谓圣人，则
就动言之。此 《中庸》、《乐记》言之而未澈，至孟子乃推之于至精，此孟子之有进于子
思者也。亦由 《乐记》、《中庸》据命以言性，曰静、曰未发，此天命之运于于穆者也，
故子思、尼子之义则然。有子思而后可以启孟子，有孟子则置 《中庸》、《乐记》之说可
也。子思直以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中而和，即 “性之德
也”。《乐记》以 “感于物而动”为 “性之欲”，以 “物诱而好恶无节”为嫌。则子思直
启孟子之端，而尼子下接管书、荀卿之绪，则 《中庸》、《乐记》又稍异术也。亦由 《乐
记》合血气、心知以言性，而虑喜怒哀乐之无节，不无以物有挠己之嫌。则 《乐记》之
异于 《中庸》审矣。公孙尼子言 “养气”，孟子依之言 “养浩然之气”［１９］，则又进于公
孙也。 《御览》引 《公孙尼子》曰： “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２０］此可证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养气之说即公孙尼子之说。其书称公孙之养气曰：“……怒则
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
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
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
而气不随也。”是孟子所谓 “志至焉，气次焉”［２１］，即公孙尼子之说。由养气而进于养
浩然之气，则孟氏之益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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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子

孟子曰：“性善也”，“义内也”，则 “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人之不为尧舜比比，是
安见其为性善？孟子则以心之实明之。本心也，四端也，良知良能也，以言其本，则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口腹有饥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陷溺其心”，“放其心而不知求”，“梏之反覆……则其违禽兽不远
矣”，岂人之性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
欲”，则见 “仁义礼智我固有之”。明其本心，以反其放心，虽 “舍生取义”可也。由存
心而至于尽心，虽 “贤于尧舜”可也。我固有之，复何待于他求。此孟子之说所以为精
为备者也。诚以昔之言性者，固以人之所受命于天，曰生之质，则实未尝不挟气质以俱
来，性、气俱而理、欲间杂乎其间，故 《乐记》言 “血气心知之性”，则言性固未足以
舍非而就是，故必以 “是非之心”、 “好恶之知”言之，言心、言知，则气之不善无不
知，而性之至善不可混。 《中庸》以 “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合天、人于
一，是犹依于命之说以立言。则亦不免道与物俱，理、气相间，亦必言知、言心，而后
义内之旨立。故孟子虽以性善为说，而言性之说少，言心之事多；正以济说性之难而易
之以本心也。殆亦有所困而不得不然者也。由是世硕、告子以来争言性，变而为管书、
荀卿以后之争言心，此孟子之所以截然划分时代者也。

荀　子

统血气、心知以言性，统本心、放心以言心，则曰善可也，曰未善亦可也。此荀卿
所由有 “性恶”之说，孟子以本心言性善。荀卿之言性恶，实由其不知本心，而合本
心、放心以言心，则徒见觉知之灵、云为之用，心无善则性亦无善也。夫卿之说，既以
性为恶也，则仁义乌乎出？故以性恶论荀卿之学，则不足以尽荀卿。

卿学之所由立，在 《解蔽篇》之言心。其言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出令而无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
则受，非之则辞。”［２２］斯荀氏之说亦美矣。受是辞非之旨，与孟子 “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之旨同乎？曰：不同。孟子曰本心、曰良知，此是非之心，斯天之所以与我者，不
学不虑，而资焉以立仁义者也。荀卿曰：“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
非道。”于是知卿所言之心非本心，而实并放心言之。则其所谓心，惟觉知之明，无德
性之实，夫本心者，道之所由生，舍是心而道乌乎本？此率天下而祸仁义之说也。曰：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
不满 （杨注 ‘满当作两’，是也）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
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明
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荀氏不信本心之善，而疑心之不足恃，必先有以
理其心、解其蔽，然后可以察万物而稽治乱。荀卿之学于是乎入于道家之学也。其引
《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氏宗 《道经》，杂人、道于一心以言心，宜其自

·８·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蒙文通 　　

疑其心之不足以出仁义，必先虚静以持之，而后察物明。孟子以本心为善之所由生，放
其心而后求。荀氏先持之以虚静而后理可察，其视孟子则本体、工夫为倒置也。毫厘之
差，而致千里之隔。故又曰：“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
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
此有似告子之 “不动心”，所谓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２３］者也。若孟子之 “不动心”，
则曰 “以直养而无害”，“是集义所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惟其本于四端万善之心，
行而慊于心，斯所谓集义也，不慊于心则害也。直养者，复其心之本焉耳，夫如是然后
可言 “心勿忘，勿助长”。此阳明所谓釜有所烹，然后见不及也则谓之忘，见过也则谓
之助，故必先曰必有事焉。［２４］荀氏不以之心具四端万善者言心，则徒洞洞属属之心，而
曰 “不慕往，不闵来”，此真阳明所讥空釜之煮。荀氏之所事，正老氏之所谓 “希”、
“夷”［２５］，而庄生之所谓 “死灰”［２６］者也。斯胥由荀氏不知本心之良，并人、道以言心，
徒见洞洞属属之心灵，而未见至赜不乱之心理。罗整庵所痛悔致力于心之灵而非性之理
者，［２７］正以此耶！

于是孟子之学有本，而荀氏之学为无本也。荀氏所谓之心，与孟子所谓之心，名则
同而事则异；惟其不知性之本善、知之本良。所由孟子养心主于勿害其直，荀氏养心主
于勿蔽其明；勿蔽其明，然后足以 “化性”而 “起伪”［２８］。知荀氏之所谓明，亦空无之
影，而非恻隐、辞让之实。刘子政难性恶曰：“则人之为善安从生？”［２９］斯真一语而破的
者欤！惟荀卿徒知洞洞属属虚明之心，而不欲少顷干之，故曰：“人心如槃水，正错而
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
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
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故好
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
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自古及今，未有两而能精者
也。”斯言也，以明其虚壹而静之旨，若有合于 “主一无适”［３０］之训，然实异其理也，
夫人心未尝不动也，而欲以静持之，此道家之谬也。其曰：“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
谓静”，颇似于 《易系》“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说，而又不然。静以言心之
体、动以言心之用可也；然体之静非我可得而动之，用之动非我可得而静之，荀氏欲措
心于不动，得乎？不得乎？故其说似 《易传》而大非也。荀氏曰： “空石之中有人焉，
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
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此正荀氏之入于道
家者也。《易·乾·文言》曰：“闲邪存诚。”诚者我所固有，闲邪而诚自存，故孟子亦
尝言养心、养气也。而养之之方则 “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毋之 “梏亡”而已也，此
孟子之养气也。“寡欲”，此孟子之养心也。若荀子者，必将无欲而后已。欲无，已欲
也，闻无，已闻也。荀氏养心之说，于是视孟子之说若尤精而实大粗，则已远于孔子之
传而入于老氏之域。《庄子·天道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
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曰伦、曰得，庄生
之言亦美矣，而终不足以明庶物、察人伦。荀卿曰虚，曰静，于是庶物明、人伦察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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