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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最近，张世敏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把近三十年来陆续
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依内容把论文集的题目定为 《张载学说及
其影响》。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张载 ( 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 是北宋
理学创始人、关学宗师。张载的学说，是关中地域文化的精华，

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
展，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张载的第二十八代裔
孙，世敏长期在眉县张子祠文管所工作，为张子祠和横渠书院的
保护修复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满怀对先祖张
载的景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学习先祖张载的著作及相关历史
知识，进而对先祖张载的生平和学说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长达
三十年之久。《张载学说及其影响》这部书稿，就是世敏长期探
索和研究的成果。有关张载理学思想及关学学派的研究，长期以
来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以
张载后裔身份对自己先祖的生平和学说进行多方面研究，并以专
著的形式出版，这还是第一次，值得庆贺。世敏嘱我写序，我义
不容辞，便愉快地答应了。

从 1990年相识到现在，我与世敏的交往已经持续了二十五
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5 年至 1988 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把研究方向集中于张
载理学思想和关学思想史。1990年 6月上旬，我赴张载故里进行
实地调查，调查路线包括眉县横渠镇的张子祠和横渠书院，宝鸡
市档案馆，以及凤翔县的张子祠和横渠書院。眉县张子祠和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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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我考察的第一站。抵达后，我见到了时任张子祠文物管理
所所长的世敏。世敏高中毕业后参军，从部队复员便被安排在张
子祠工作。记得当时世敏为我详尽介绍了张子祠和横渠书院、张
载墓园，明代万历年间张载后裔迁回陕西凤翔眉县两地、后裔家
藏《张氏族谱》及《张子全书》刻板等多方面内容，给我留下了
难忘的印象。自那以后，我们两人一直以各种方式保持联系和学
术交往。他在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往往让我最先读到; 而我所
著的《正蒙合校集释》和所编校的 《张子全书》，也会及时赠送
给他请求指教。多年前，我还曾与世敏一起应邀赴日本东京二松
学舍大学参加学术会议。近年来，世敏从眉县张子祠文物管理所
退休后，除继续参加有关学术活动外，开始联络湖北、河南、江
苏等地的张载后裔，组建了全国性的张氏宗亲会，并担任会长，
积极推广和普及先祖张载的思想学说。

世敏所著《张载学说及其影响》一书，其中有些内容曾经在
期刊上发表，我比较熟悉; 而另外一些内容则是第一次读到。拜
读之下，我认为，《张载学说及其影响》一书有两个突出的特色。
该书的第一个特色是，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宽广。这从该书的结
构即可以看出。《张载学说及其影响》共分五章，第一章张载思
想及其体系，第二章张载的政治思想与理想社会，第三章关学的
形成及其影响，第四章张子祠、横渠书院、张子墓历代修葺考，
第五章《横渠族谱》及后裔迁衍。其中的每一章，都包括了非常
广泛的议题。例如第一章，涉及对张载思想的略述，对 《西铭》、
《东铭》的研究，对太虚说、中庸说、孟子说、《横渠易说》中的
乾坤两卦精神的研究，以及从《横渠易说》看张载思想体系的形
成等内容。该书除了这五章内容外，还有两个附录，内容也很丰
富，包括张载生平、张载年谱、张戬传略、书院与当代社会、中
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些内容，几乎涉及了张载关学思想研究
和历史影响研究的所有方面。该书的第二个特色是，对张子祠
墓、书院以及横渠族谱、后裔迁徙所做的独到研究。这方面的议

2 张载学说及其影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题，与张载学说的研究不同，学术界几乎无人涉及。因而，这就
使世敏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一成就的取得，应当
与世敏长期担任张子祠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工作经历有关，当然更
与他作为张载后裔对先祖的高度敬仰和缅怀先祖巨大功业的责任
感有关。这些，无疑使他的研究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因
为如此，世敏的这部分研究成果才更为学术界所瞩目。例如，台
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所长、研究员吕妙芬博士在其 《明清
之际的关学与张载思想的复兴: 地域与跨地域因素的省思》 ( 收
入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 《明清儒学研究》，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这篇长文中，就多次援引了世敏
的研究成果，以证成其说，包括世敏撰写的《〈横渠族谱〉及其
族系迁衍考》、《关学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

明清之际的江南大儒顾亭林曾以“艰苦力学，无师而成”一
语，评价关中大儒李二曲。若把此语用在世敏身上，也庶几近
之。世敏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但他抱着对先祖其人
其学的深深仰慕之情，在工作岗位上艰苦自学，长期不懈，克服
了重重困难，终于学有所成。《张载学说及其影响》一书即将付
梓问世，就正是最有力的证明。世敏的这种精神和所取得的成
绩，既令我感慨，也让我敬佩。感佩之余，特撰此序，略记我与
世敏的交谊缘起以及世敏这部著作的学术特色。

林乐昌 谨识
2015年 10月 11日于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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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与本书的作者张世敏先生长久保持着深情的交流。在韩国
最先研究张横渠思想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我，曾参加 1999年 9月在
陕西省眉县召开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我
与张先生初次相逢。当时，张先生作为张横渠的第二十八代后
裔，热情地领着我察看了横渠的遗址，还复印宝贵的资料予我。

自此以后的十五年，我和他每年都穿梭于中国与韩国之间，分享
着浓浓的兄弟之情。今天张先生寄来大作并邀我写序，我由衷祝
贺，欣然提笔。

在东亚哲学中，“气”这个概念有着与其文明一样悠久的历
史。这个概念至今是一个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无数
词汇中的文化符号。但可以说人们对它并没有多深的理解。因为
人们只是从单纯的修养或治疗上对它进行消极的体验层面上的理
解，而未曾做系统的概念界定或诠释。这一点正是我们不能不重
视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原因。张载先最规范和系统地论证了 “气”

概念，并试图以“气”为中心整体地把握人、自然及其世界。可
以说在张载这里，“气”是能动地、联系地理解人及以人为核心
的所有世界的普遍的、基础性的概念。张世敏先生的大作，正是
以此为切入点，全面地介绍了张横渠的思想。

张世敏先生的大作由四章本论和两个附录构成。第一章主要
介绍了张载思想及其体系; 第二章解读了张载的政治思想和理想
社会; 第三章阐述了关学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四章梳理了张子
祠、横渠书院、张子墓历代修葺情况; 第五章介绍了 《横渠族
谱》及后裔迁衍。其中，一、二、三章的内容大都在韩国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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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东洋礼学》中发表，而且不少还是用韩国语发表的，所以
韩国的很多学者都已读过他的文章。

由于张世敏先生是非科班出身的东洋哲学研究者，所以他的
研究更有一种平易朴实之感。张先生对张横渠思想的介绍比较全
面，尤其是作为张横渠的后裔，先生在书志学资料的发掘和介绍
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第五章中考证的横渠后裔的族谱
和迁徙情况，在其他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宝贵资料。希望感兴趣
的朋友予以关注。

最近几年来，张先生为撰写此书真的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由于过度的辛苦和劳累，烙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和头痛症。尽管二
子孝心呵护，换来了病痛的大大好转，但至今仍不时折磨着先
生。大作问世的此刻，我只祈愿先生尽快痊愈，也让我们的友谊
更长久。
“盖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矣。”( 《横

渠易说》)

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教授 张闰洙
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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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载思想及其体系

一、张载思想述略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
在理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从地域

上看，主要有周敦颐的 “濂学”，张载的 “关学”，二程的 “洛
学”，南宋时期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 “江西之学”，以
及明代王守仁的 “浙江王学”。从理论特征上看，理学可分为三
大派别，即张载为代表的 “气一元论”哲学，程、朱为代表的
“理一元论”哲学和陆、王为代表的 “心一元论”哲学。下面，
根据笔者的理解，把张载的理学思想分为五个部分，作一简明绍
述。

( 一) “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
具有很强哲学思辨特色的佛、道哲学体系都是以本体论为基

础的。作为新儒家的理学思想，为了与佛、道相抗衡，必须弥补
原始儒家在本体论上的不足，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哲学。张载正
是首先从本体论入手，为理学开路奠基的。他自觉地以唯物论的
“气一元论”与主张“万物幻化”、“有生于无”的佛家唯心论相
对立，气魄宏大，充满生机。

中国哲学中很早就存在着“元气论”的传统，但没有得到充
分的发展。张载在哲学上明确提出“气”的概念，并以气为天地
万物的共同本原和本质。他认为: “凡可状，皆有也; 凡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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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 凡象，皆气也。”① 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大到苍茫天
空、变化莫测的风霜雨雪、山脉河流，小到飞鸟游鱼、花草树木
等，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张载对“气”这一哲学范围是
这样规定的: “所谓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
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
若非气，指何为象?” ( 《正蒙·神化篇》 ) 在他看来，蒸发蓄积
的气态物质是气，凝结聚合的固态物质是气，即使浩然 ( 广袤无
边) 、湛然 ( 深远无际) 的无物质可见的虚空也还是气。 “气”
实际上成为张载用以概括一切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尽管它还比
较粗糙朴素，但却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物质存
在，他对“气”范畴的哲学规定，标志着唯物主义 “气一元论”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张载认为，有形可见之 “气”与无形可见之 “太虚”的关
系，实质上是气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他说: “太虚
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太
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 《正蒙·太
和》 ) 太虚当指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世界万物统一于气，气
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太虚无
形无状，但并不是空无所有，因此他说: “知太虚即气，即无
无。” ( 《正蒙·太和篇》 )

( 二) “一物两体”的辩证法
张载指出，气处于永恒的运动 ( 气化) 中， “气坱然太虚，

升降飞扬，未尝止息。” ( 《正蒙·太和篇》 ) 气这种神妙莫测的
变化本性，被张载称为“神”。他说: “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
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 《正蒙·神
化》 ) 他还认为，气化的原因在于气本身包含有互相吸引、互相
排斥的两个方面，“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

2 张载学说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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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蒙·神化篇》 ) 在张载看来，由气所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阴
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对立，事物就不成其为事物。
“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始终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
也。” ( 《正蒙·动物篇》 ) 张载还把整个宇宙内部的对立和宇宙
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内部的对立概括为 “两”，把他们各自内部
的统一概括为“一”。他说: “一物两体，气也; 一故神 ( 自注:
两在故不测) ，两故化 ( 自注: 推行于一) ，此天之所以参也。”
( 《正蒙·参两篇》 )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
息。”( 《正蒙·太和篇》 ) 这里是就整个宇宙的对立统一而形成
的运动变化而说的，所谓“一物”，指统一的宇宙 “太虚”; “两
体”也称 “两端”，指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矛盾的对立，
正因为有这种对立，故发生变化 ( “两故化” ) ，这种变化是复杂
不定的 ( “两在故不测” ) ，而这种变化的趋势则是 “推行于
一”。天之所以为 “参”，正因为它是包括内在矛盾 ( 两体) 的
统一整体。

总之，张载强调“两”与“一”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反
对割裂“两”“一”，推测到这种既有 “两”又有 “一”的关系
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推动力。这种 “一物两体”、“一故神两故化”
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

( 三) 人性论
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张载的宇宙论在他的整个学说中实际上

只是一个前奏，是为了引发出理学的主题———人性论和道德论。

张载从“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来说明人性，认为宇宙中
的事物是由气所构成，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因为气有阴阳、
清浊之别，因此便产生了万殊不一的人和物。气的本性就是人和
物的本性。他还进一步把人性看成是由“天地之性”和 “气质之
性”两部分所构成。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
之性存焉。” ( 《正蒙·诚明篇》 ) 张载认为，人的天地之性与气
质之性都是根源于气的，但二者各自在根源上又有区别。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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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根源于太虚之气，而气质之性则根源于自禀受到的阴阳之气，
由于人所禀之气各不相同，故气质之性是人人各异的，这种性，
实际上是人在性格、智力、品德等方面的特殊性。天地之性清澈
纯一而无不善，它通天道，体万物，是人先天具有的能力，是长
在不变的; 而气质之性是有形体之后才有的，它驳杂不纯是有善
有恶的，可变的，是人的各种欲望和不善的根源。人性既然是由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所组成的，先天具有天地之性纯善无恶，后
天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那么一般的人性必然是善恶相混的; 气
质之性既然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一般人这种善恶相混的人性并非
一成不变的，因此，人人可以通过 “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功
夫，恢复先天的善性。这就是张载人性学说的结论。

张载的人性论是对前人人性学说全面的批判总结，他意识到
人性有一般和特殊之别，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开创了人性学
说的新阶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高度评价张载的人性说，认为
它大有功于 “圣门”。这种由张载所创始，后来又经程颐、朱熹
加工改造的人性论，成为宋明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性学说。

( 四) 道德论
以人性化为基础，张载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道德学说。张

载的道德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张载强调进行道德修养必须 “变化气质”、 “通蔽开

塞”。他认为，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闭开塞，所以有人物之
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
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 ( 《张子语
录·后录下》 ) 。“蔽”、“塞”指人的私欲，而私欲又有厚薄程
度的不同。只有通过克己的功夫，去除蔽、塞，才能 “存理”、
“成性”，成为道德完善的圣贤。

其次，张载还特别强调 “躬行礼义”的道德实践。他指出，

世上有一种人由于对天道 “日用而不知”，即缺乏道德自觉，因
此，他们“终身由之，只是俗事”，与道德实践是绝缘的。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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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躬行礼义”。张载所说的“礼义”，其核心
为“仁孝”。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最重要的就是 “纯乎孝”、
“不害仁”，人都应当像古代禹舜诸圣贤那样去事亲、敬亲，以示
永不忘本。

再次，张载把进行道德修养的过程划分为学者、大人 ( 贤
人) 、圣人三个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来体现人性的不断完善和
自我完成，从而使人的道德实践由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性践履，逐
渐变为自由而自然的行为。这就揭示了道德实践应当是一个持续
努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 五) 《西铭》的“大同”理想和自由人格境界
《西铭》 ( 又称 《订顽》 ) 为张载的思想纲领，早年曾书写

悬挂于眉县横渠书院，后人有的将它编入 《正蒙》最后一篇，有
的将它放在《张子全书》卷首，是张载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章，被
后世学者推崇备至，甚至与《论语》、《孟子》等经典相提并论。
《西铭》全文仅二百余字，张载在其中精心设计了一个 “民

胞物与”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人人都是天地的儿子，
大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连君主也只是天地之子中的一员。由
此可见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宽广胸襟。

在《西铭》中，张载更为强调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觉悟
到自己是这个“大同”社会的成员，有了这种意识，才会涵养出
超道德的自由人格，达到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宋
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张载以他精思力索、独立创制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
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备的有关
“气”的理论，建立了比较系统的 “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
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对宋、明、清几代哲学家如
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朱在批评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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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改造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然后纳入到
他们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学说中。而张载首创的
“天地之性”和 “气质之性”学说则备受程、朱的推崇，也为明
代的心学代表王守仁所吸收。总之，在张载思想体系中，从宇宙
本体论、气化论、人性论、道德论到社会政治论，理学的基本框
架已经形成，许多理学的命题也已具备。

当然，由于时隔近千年，今天看来，在张载的思想中还存在
着局限性和过时的内容。但是，他追求理想境界和完美人格的风
范，以及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的高风亮节，对于我们今天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二、二铭说

《西铭》原名为《订顽》，《东铭》原名为 《贬愚》，这两篇
文章是张载的思想纲领，早年曾书写在他讲学堂的大门两边，用
于训诫弟子。张载殁后，二程怕引起争议，遂将 《订顽》改为
《西铭》， 《贬愚》改为 《东铭》。后人有的将东西 《铭》编于
《正蒙》最后一篇，有的将它放在 《张子全书》卷首。作为张载
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章。这两篇文章被学者推崇备至，甚至与 《论
语》、《孟子》等经典相提并论。《东铭》全文一百一十二字，主
要讲做人要诚实不欺。《西铭》全文二百五十三字，对以后的儒
家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西铭》主要论述 “民胞物与”和 “大
君宗子”的天人合一大同世界，所以对《西铭》作序和论述的学
者很多。北宋有二程、张九成、二程的弟子尹醇等，南宋有朱
熹、张栻、陈亮、黄斡等人。明清有孙奇逢、曹端川、沈自彰、
王夫之，李光地、冉觐祖、郑板桥、贺瑞麟等。对 《东铭》做论
述的较少，有明代沈自彰、清初冉觐祖和朝鲜时期的学者安井福
等。可见《西铭》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 一) 《西铭》
《西铭》又称《订顽》全文仅有二百五十三字。它一问世就

6 张载学说及其影响



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也经常引起争论。回顾这些争
论，对我们认识《西铭》的意义是非常有益的。

在《西铭》这篇短文中，张载精心设计了一个 “民胞物与”
“大君宗子”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们的同伴，人人都是天地的儿
女，大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 连君主 ( 皇帝) 也只是天地之子中
的一员，由此而觉悟到自己是这个“大同”社会的成员。有了这
种觉悟的意识，才会涵养出超道德的自由人格，达到真善美高度
统一的理想境界。由此可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宽广胸怀，这正是宋明理学中的 “天
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西铭》原文为: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

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长其长;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
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
子之翼也; 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 济恶
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
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
养: 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驰劳而底豫，舜其功也; 无所逃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 勇于从而顺令
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吾汝于成
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 《正蒙·乾称篇》 )

对《西铭》第一个提出争论的是二程的弟子杨时，他当时写
信给他的老师程颐质疑《西铭》是: “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而体
而不及用，恐其流逐至于兼爱，后世有圣贤，以推本而乱，未免
归过于横渠 ( 张载) ，夫子为一言，推明其用乎?”程颐立即回信
对杨时批评: “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 《正蒙》。《西铭》之
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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