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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书 概 说

本书以宋明道学奠基人张载 ( 1020—1077) 为研究对象，是
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基础理论性学术著作。本文内容大致分为如
下几个部分:

( 一) 以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为中心，介绍张载的生
平; 并按照张载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为线索，考察张载的著作
及其与儒家“四书五经”的关系。

( 二) 以张载对 《易经》的注释之作 《横渠易说》以及对
《孟子》、《论语》等经典的注释之作 《孟子说》、《论语说》为核
心，研究张载如何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从而建构起儒家的宇
宙本体论、心性论，以对抗佛老的本体论和心性论。这就是张载
的“反经以开新”。

以张载对《周礼》、《尚书》的注释之作为核心，研究张载如
何通过对儒家传统经典的诠释，构建新的儒家政治哲学，以实现
“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这是张载的 “通经以致用”。“反
经以开新”和“通经以致用”，本文认为这是张载哲学的核心精
神，是通过对古代儒家经典的继承，又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北宋时
期的具体历史情境，从而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 三) 张载作为道学奠基人之一和关学领袖，其哲学自产生以
后就影响极大，相关的现代研究著作亦不在少数。20 世纪以来现
代哲学史家对张载的研究亦不在少数，其重要者，如张岱年、牟
宗三、唐君毅等对张载的研究，学术界都已经进行了讨论。我们
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不再论及张、牟、唐的张载研
究，而是另辟新领域，对冯友兰、王国维等著作中对张载论述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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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张载的天道观，或者用现代术语称为 “宇宙论哲学”
( 包括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 ，是 20 世纪以来张载哲学研究中
聚讼纷纭的热点课题，作者梳理了争论各方的观点，供对张载天
道观哲学感兴趣的学者参考，以推进此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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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载的时代、生平与著述

张载 ( 1020—1077 ) 是北宋道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周敦颐
( 1017—1073) 、邵雍 ( 1011—1077 ) 、程颢 ( 1032—1085 ) 、程颐
( 1033—1107) 并称“北宋五子”。这一道统谱系，经过朱熹与吕
祖谦所编《近思录》以及朱熹 《伊洛渊源录》的宣扬，尤其是在
朱熹理学自元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影响深远。在元、明、
清几代，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张载的名字为稍有文化的士人所
熟知。

民国革满清之命，结束了中国的帝制时代，在此前稍早的
1905 年满清废除科举，张载的巨大名声也随着科举的消亡淡化，
神圣的地位没有了。很快，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对西方国
家新学科的模仿，张载和古代的所有伟大思想家一样，进入了中
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等教材，只为少数学习这些课程的学人
所了解。在现代学科中，因为各种机缘，张载在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界受到相当的重视。

知人论世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学术传统。研究张载思想，我
们也要了解张载其人，知其所生活之历史时段。

第一节 张载所生活的时代及儒者的历史任务

张载所生活的 1020 年至 1077 年，是北宋 ( 960—1127) 的中
期。赵宋政权之取得，因陈桥驿兵变，宋太祖赵匡胤由军人拥立
于行伍，取后周而代之。立国不久，又以 “杯酒释兵权”之策而
和平解除拥立者之兵权，大力推行文官统治。以此之故，赵宋皇
室重视科举之选人，善待士大夫，宗室有不杀士大夫之戒命。因
此而养成了士大夫敢言直谏的刚大之资，以积贫积弱之势而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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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权得以延续百六十七年。张载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赵宋
的西北经常面临西夏等民族的侵略威胁，张载早年亦想建立战功，
故有上书范仲淹之举，经范仲淹之激励而走上儒学道路。范仲淹
等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鼓舞士大夫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张载也受到了感染。

走上儒学之路的张载，他的前途和出路是什么? 他当然也可
以像普通儒生一样，以科举以目的，取得官位以后完全丢掉学问
这块敲门砖。当然，这些人的功绩也不能被完全否定，正是历史
上二十四史中不可计数的名臣循吏，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奉公
守法、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帮助帝王维持了社会的统治秩序。张
载也曾为进士，似乎并不热心，到三十八岁才中科举。后来教授
学生，也劝他们少些心思留意科举，多些心思从事圣贤的道德学
问。张载中举后也曾为官，并想实现儒家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得君
行道、回复上古三代社会的政治理想，但并不热衷。在地方上做
过十年左右的小官，后为官京师，两度辞官。第一次因为与王安
石所言不和，又因弟弟批评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新政政策，所以辞
职。第二次因为与礼官议论礼仪不和，又辞官而去。

张载自从受到范仲淹的引导走上儒学的道路，直至去世，一
直关心的问题是儒学的终极问题，他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是儒
学道统的继承者，他要 “为往圣继绝学”。按我们现代人的说法，
他是要成为一名思想家、道德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按照古代
儒家思想所承担的道德教化，以及部分地承担的心灵慰藉的功能，
我们也可以说，张载是想成为儒学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的宣传者
和实践者，儒学信仰的传播者。

张载的弟子范育在给 《正蒙》作序时，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和
他老师的最重要的著作:

惟夫子之为此书也，有 《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
言，或者疑其盖不必道。若清虚一大之语，适将取訾于末学，
予则异焉。

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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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 《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
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
世之儒者亦自许曰: “吾之 《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
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
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

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
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
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
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 盖不得已
也。①

范育认为，孔孟之后、张载之前的一千多年，是“学绝道丧”
的时代。这不是他的一个非常可怪之论。如此评价汉唐学术，是
张载、二程等道学家的共识。伊川给其兄明道作《行状》，亦认为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先生 ( 程颢) 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
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
向。”② 在范育看来，其师张载之所以言 “圣人之所不言”、 《正
蒙》之所以有“《六经》之所未载”，主要是想发掘儒家的“大道
精微之理”，以反驳“浮屠老子之书”，与佛老之徒辩论，维护儒
家的伦理价值观。

有学者认为，张载的学问宗旨是 “天道性命相贯通”。③ 时代
留给张载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任务是，建立儒家的 “大道精微
之理”，以抗衡佛老，重新争夺回儒家在思想领域的文化领导权。
张载和二程等，其重要的功绩就是通过发掘《易经》等儒家典籍，
重新建构和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为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提供坚实
的形上学基础。张载提出 “太虚”、二程提出 “理”，这是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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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贡献。在价值观方面，张载、二程等道学家只是坚持了先
秦孔孟儒学的积极入世、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博施济众的内圣外
王之道。当然，张载也创造性地提出天人合一、道心人心、天理
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等等新范畴，
但所提倡的价值观并未超越孔孟儒学的范围。道心人心、天理人
欲等新范畴，只是用新的理论言说方式，再次确认孔孟儒学所提
倡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张载等道学家所依据的典籍，也依然以六
经为主，一切价值都从六经里阐发或引申出来，遇到争论均以六
经的言说为最终的裁定标准。不过，张载等道学家在此也有创新，
他们解经的方式，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偏重章句训诂，而转向了注
重微言大义的义理诠释，从而开启了宋学的解经方式。在经典依
据上，提出论孟学庸四书作为五经的阶梯，四书的重要性得到了
提升。即使如此，五经的重要性仍比四书重要，只是四书更加普
及，引用更加广泛。张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面临如此的历史
任务，通过著书立说和政治实践，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
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 吕大临 《横渠先生行状》① 疏释

对张载生平介绍的最原始的资料，是其弟子吕大临在其师张
载去世后所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我们后面会通过对此 《行
状》全文进行疏解的方式，来帮助大家了解张载的生平。另外，
元代编写的《宋史》在《道学传》中为张载立传，这是官方的记
载，大多数承袭《行状》而来，也可作为张载生平的参考。年谱
是了解一个学者生平的重要资料，清代关中岐邑 ( 今岐山县) 武
澄编有《张子年谱》，附在道光二十二年 ( 1842) 《张子全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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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第 381—385 页。



后一同刊刻。① 民国年间，有清末民初人归曾祁编撰的 《横渠先
生年谱》，载 1913 年的《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六号。② 近年来，
也有张载后人张世敏所编的 《张载年谱》。③ 关于张载的生平，也
有一些期刊文章可供参考。④ 我们下面对吕大临的 《横渠先生行
状》进行全文疏释。

先生讳载，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历五代不
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
士，赠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
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诸孤皆幼，不克归，侨寓于凤翔郿县
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疏释: 张载，字子厚。祖上是河南大梁人 ( 今河南省开封
市) 。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朝 ( 998—1022 年) 为官。父亲张迪在
宋仁宗朝 ( 1023—1063 年) 为官，死在做涪州 ( 今重庆涪陵县)
知州的任上。⑤ 张载和母亲、弟弟张戬 ( 字天祺，生于宋仁宗天
圣八年 ( 1030 年) ) 护送父亲灵柩回乡，行至凤翔府郿县 ( 北宋
凤翔府所辖地区约略与今天陕西省宝鸡市相当，地处关中西部，
府治在今凤翔县。 “郿县”于 1964 年依 《汉字简化方案》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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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收入《宋明理学家年谱》第一册，影印出版。参阅于浩主编《宋明
理学家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归曾祁和武澄两个关于张载的年谱，均收入四川大学所编《儒藏·
史部·儒林·年谱》。

参阅各大网站。如: http: / /www． confucius2000． com /zhangzaici /
zzainianpu． htm．

相关著述可参见: 张波《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宝
鸡文理学院学报》 ( 社科版) ，2009 年第 6 期; 辛亚民《张载生平若干问题
辨正》，《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 社科版) ，2010 年第 4 期，第 16—20 页; 付
佳，高天智《张载死因新考———兼与刘荣庆先生商榷》， 《船山学刊》2005
年第 3 期; 刘荣庆《张载卒时、卒因辨》，《人文杂志》1984 年第 1 期。

张迪去世具体年月不可考，武澄《张子年谱》根据“诸孤皆幼”之
文，认为当在张载 15 岁之前。1034 年，张载 15 岁，其弟张戬 5 岁。



“眉县”，即今陕西眉县。) 横渠镇大振村，由于张载和弟弟年龄
都小，可能由于盘缠不足等缘故，就在横渠镇大振村暂住，并把
父亲张迪埋葬在大振谷口的迷狐岭，后来就定居了下来，没有再
回老家河南大梁。

先生嘉祐二年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严县
令，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熙宁二年冬被召入
对，除崇文院校书。明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
是年冬谒告西归。十有二月乙亥，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
十有八。是月以其丧归殡于家，卜以元丰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
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阳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疏释: 张载嘉祐二年 ( 1057 年) 38 岁时才中进士。是科主考
为欧阳修① ( 1007 － 1073 ) ，同时中举者有曾巩 ( 1019—1083 ) 、
程颢 ( 1032—1085) 、苏轼 ( 1037 － 1101) 。中举后张载就被授官
当祁州 ( 今河北安国市) 司法参军。在宋代此官职的职责是，掌
议法断刑。后升官为丹州云严县 ( 今陕西富县云岩镇) 县令，又
升迁为中央政府的著作佐郎，签书渭州 ( 今甘肃平凉) 军事判官
公事。宋神宗在王安石的激励下打算进行变法，从地方官中选拔
人才。熙宁二年 ( 1069) 张载由吕公著 ( 1018—1089) 推荐入京
城汴梁应对，后授予崇文院校书之职。熙宁三年 ( 1070 ) 因病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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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曾枣庄《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载《北京大学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
知贡举，至三月五日 ( 1057 年 1 月 31 日至 3 月 30 日) 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
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 899 人，特别是进士科的 388 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
的代表人物。短短两个月，可说是文星璀璨的两个月，北宋政治界、思想
界、文学界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在这两个月中崭露峥嵘。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
家均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 欧阳修权知贡举，曾巩与
苏轼兄弟均于此科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有间接关系，苏洵是为送二子应试
入京，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亦于此科进士及
第。”



职，回横渠家居七年，讲学授徒。这七年是他学术活动最重要的
时段。熙宁十年 ( 1077) 春天应诏归京城，任礼部同知太常礼院
之职。因为与礼部长官在具体问题上不合，同年冬季辞官回横渠。
农历十二月乙亥日①走到临潼时，在临潼馆舍逝世，享年五十八
岁。张载的妻子是河南南阳人，姓郭。张载的儿子张因，在张载
去世时还是幼儿。张载死后由于家境贫寒，郭氏带领张因回河南
南阳娘家居住。

先生始就外傅，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涪州器
之。少孤自立，无所不学。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
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
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
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
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
涣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间
起从仕，日益久，学益明。

疏释: 按照古代儒家典籍 《礼记·内则》的说法， “十年出
就外傅”，张载十岁 ( 1029 ) 开始外出寄宿读书，意志坚定，知
道遵守父亲的教诲，很受其父张迪器重。几年后，丧父成了孤儿，
也很自立，学习各种知识。和邠州 ( 邠州，即中古以前的豳州。
《诗经》有《豳风》。唐开元十三年 ( 公元 725 年) 改豳州为邠
州。治所在新平 ( 今彬县) ，辖境相当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
永寿四县地。) 人焦寅为好友，焦寅喜欢兵法，张载对焦寅的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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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波认为这个记载有问题，提出新见解，可备一说。参阅张波《吕
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 社科版) ，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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