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

何睿洁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何睿洁著 ．—西安：陕西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４９５－４

　Ⅰ．①冯．．．Ⅱ．①何．．．Ⅲ．①冯从吾 （１５５６～１６２７）

－关学－研究　Ⅳ．①Ｂ２４８．９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０）第１８６２８４号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

作　　者：何睿洁

出版发行：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１４７号　邮编：７１０００３）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８５０ｍｍ×１１６８ｍｍ　大３２开　１０．１２５印张 ５插

页

字　　数：２２３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１版　　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４－０９４９５－４
定　　价：２３．００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１）…………………………………………

第二章　冯从吾其人其书及其为学进路 （１２）……………

　第一节　冯从吾的生平 （１２）…………………………………

一、心学路向的确立 （１３）……………………………………

二、初入仕途———心性之学在“外王”层面的展开 （１８）……

三、林居讲学———心性之学在“内圣”层面的提升 （２６）……

四、京师讲学———心性之学在“以学行道”中成熟 （３３）……

　第二节　冯从吾的著述 （４１）…………………………………

一、著作的著录情况 （４１）……………………………………

二、著作的版本情况 （４６）……………………………………

　第三节　冯从吾的为学进路及其理论建构 （４８）……………

一、理论背景 （４８）……………………………………………

二、归宗孔孟之道 （５０）………………………………………

三、笃信良知之学 （５４）………………………………………

四、援引主敬工夫 （５８）………………………………………

五、甘泉学派的影响 （６１）……………………………………

六、对关学学风的继承 （６２）…………………………………

１目　　录



七、个性特征及其学术风格 （６６）……………………………

第三章　心性本体论 （７２）…………………………………

　第一节　关于心性论的历史回顾 （７３）………………………

　第二节　要之以体为主 （８４）…………………………………

一、冯从吾对心性的界定 （８５）……………………………

二、本源处透彻 （９２）………………………………………

　第三节　以性善为宗（心性价值论） （１０６）……………………

一、至善性体 （１０６）…………………………………………

二、性善是先天的 （１１６）……………………………………

三、冯从吾从至善性体出发的学术批评 （１１９）……………

　第四节　心与理的关系 （１３２）…………………………………

一、人心不可无主 （１３２）……………………………………

二、反对“丢过理字言心言性” （１３５）………………………

三、心与理的统一 （１４２）……………………………………

　第五节　心性论中的几个论题 （１４５）…………………………

一、道心与人心 （１４５）………………………………………

二、未发与已发 （１５３）………………………………………

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 （１６０）……………………………

第四章　工夫论和境界论 （１６８）……………………………

　第一节　内向克己 （１６８）………………………………………

一、做得工夫然后可复本体 （１６８）…………………………

２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重视内在心性修养 （１７１）………………………………

三、工夫要落在自家身上 （１８９）……………………………

　第二节　居敬与主静 （２０８）……………………………………

　第三节　工夫在平时 （２１８）……………………………………

　第四节　工夫与本体合一 （２２２）………………………………

　第五节　圣人境界 （２２９）………………………………………

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２３０）…………………………

二、孔颜乐处 （２３６）…………………………………………

三、“淡而不厌” （２４１）………………………………………

四、曾点暮春之乐 （２４５）……………………………………

第五章　冯从吾在讲学中对心性论的践行 （２４９）………

　第一节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 （２５０）……………………………

　第二节　“以学明道”———冯从吾对宋儒的继承 （２５３）………

一、讲学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 （２５５）……………………

二、讲学可以修德 （２５８）……………………………………

三、学之不讲的后果及原因 （２６５）…………………………

　第三节　以学做人———冯从吾对心学的实践落实 （２６８）……

一、讲学与职业 （２６９）………………………………………

二、讲学与兵饷、事功 （２７１）…………………………………

三、讲学与躬行 （２７５）………………………………………

　第四节　以学行道———讲学作为一种新型的安身立命

之道 （２７９）……………………………………………

３目　　录



一、以讲学存天下之公理是非 （２７９）………………………

二、讲学是一种新型的安身立命之道 （２８４）………………

结语 （２９４）………………………………………………………

参考文献 （２９９）…………………………………………………

附录一　冯从吾先生年谱简编 （３０８）………………………

附录二　冯从吾及其学术思想 （３１３）………………………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３１６）……………………………

致谢 （３１７）………………………………………………………

４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



第一章　引　言

作为一个关中人，笔者一直对关学有着特殊的感情。关学

由张载 （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１０２０—１０７７）于北宋创

立，当时有较大影响，可谓 “关学之盛，不下洛学”①，《宋元

学案》中记载有不少关学弟子。但张载之后，关学分化而衰

微，后又因洛学以及程朱理学兴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趋消沉。

至明代中叶，以吕楠为代表，关学进入勃兴时期，晚明则由冯

从吾总其成。因此，关学既是一个地方学派，同时又是宋明理

学的地域性表现。研究明代关学对全面把握明代理学的发展是

必不可少的。冯从吾生活的晚明，宋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成

熟，尤其是心学，已由成熟走向内在义理的日益精微，“中晚

明的阳明学是在与朱子学、佛道二教的充分互动以及内部王门

弟子后学之间不同观点的讨论与辩难中，使自身的丰富蕴涵得

以充分展开的”②，朱子学、阳明学在展开的过程中，都伴随

着后学的分化与偏失。程朱后学流于 “支离”，阳明后学流于

“浮荡”，此时理学家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是要建构新的理论体

系，而是需要对理学自身进行反思和融通、纠偏和完善，对理

学的内在义理、人性的伦理本原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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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三十一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彭国翔 ．良知学的展开 ［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１２．



冯从吾面对的问题就是王学末流纯任本体而忽略工夫的虚浮之

偏。他忧心于心学不明，认为 “心学不明，关系千百年国家治

乱不小，故不容不讲”①。所以，冯从吾一生以讲学为职志，

以救正心学、倡明心学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自觉

的学术担当。

因此可见，明代关学的研究，推至明代理学的研究，尤其

是心学在晚明的反思与发展，冯从吾的哲学思想都是不能绕过

去的。

冯从吾 （１５５７—１６２７），陕西省长安 （今西安市）人。明

万历时进士，创建关中书院并任山长。后书院被魏党毁，先生

静坐二百日而死。冯从吾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学宗阳

明，冯从吾九岁时，父亲即手书王阳明 “个个人心有仲尼”

诗，命习字，对他进行心学启蒙。入太学后，冯从吾有了对儒

学系统而深入的学习。自太学归，冯从吾便在许孚远 （字孟

仲，号敬庵，１５３５—１６０４）所开的正学书院讲学，深得许孚远

赏识，师徒由此结缘。许孚远是湛若水 （字元明，号甘泉，

１４６６—１５６０）的再传弟子，“孚远笃信良知”②，受家学、师传

的影响，冯从吾推崇王阳明的 “致良知”之学，一直以阐发良

知之学为旨归。经历了三四年的仕途风雨，深深体味了晚明皇

权的专制和政治的黑暗后，其 “外王”的人生理想开始逐渐转

变。辞官归乡后的讲学实践使冯从吾的心性之学日趋成熟和完

善，他不再沉湎于一味的义气承当，工夫理路一步步转向内敛

反省之路。其讲学思想在讲学实践中也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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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从吾 ．冯恭定全书：卷十二［Ｍ］／关中书院语录 ．光绪本：１８—１９．
张廷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Ｍ］／列传：第一百七十一／许孚远传 ．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标点校勘本）．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极盛，关中渭南学者南大吉将王学

传入关中。然而发展到晚明，王学末流课虚妨实，流于浮荡。

冯从吾的哲学 “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工夫”，① 强调湛学

中的朱子学内容，重视性理和 “诚敬”之功，以对治泰州学派

的良知现成，废修言悟。冯从吾对心学的救正反映出，晚明时

朱、王之学互救其失，尤其是心学在明末的自我反思与学术转

向，也反映出宋明理学开始进入自我总结。冯从吾内向的心性

修养论被其后刘宗周的 “慎独”说延伸到更深的内敛；其本体

与工夫的合一，已折射出后世李二曲的体用全学、务实的学术

风气。冯从吾的学术特色在于他不立门户，会通诸家，兼采旁

收，为己所用，提出 “本体”与 “工夫”并重的心性之学。冯

从吾可以说是关学中的心学家，他是关学的总结者，心学的修

正者。对他的研究，纵向上有利于我们对关学发展脉络的梳

理。他自己就具有这种学脉意识，最先总结了关中理学的产

生、发展状况，编撰 《关学编》。横向上有助于我们把握宋明

理学，尤其是心学在明末的走向。明代以来，心学与理学两大

派别互救其失，王学起而纠朱子学支离之弊，冯从吾等理学家

又纠王学亚流之玄虚与猖狂，提出本体与工夫并重的理论，这

也反映出宋明理学在明末进入自觉地反思与总结阶段，学风由

虚而返实，并逐渐向实学过渡。

现代学术界对冯从吾的研究较少。通行的中国哲学史、中

国思想史，甚至专门的学术断代史中，都没有对冯从吾有专门

章节的论述，研究冯从吾的专著目前也未见到。国内对冯从吾

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关中的学者，陕西师范大学陈俊民教授对冯

３第一章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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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吾的研究较早，用力最多。陈先生在他的 《张载哲学思想及

关学学派》一书中有 《关学思想源流论》 （总论一）一节，在

“明代关学的思想流变”问题中论及冯从吾，认为冯从吾对关

学有中兴之功，他既反对朱子 “格物穷理”的烦琐方法，又力

辟阳明子 “杂佛氏”的空虚作风，而是沿着吕楠 “实学”的思

路，提出了 “善心说”。陈先生的研究使学界开始认识这位明

代关中的理学家。陈先生还点校了冯从吾 《关学编》 （附续

编），在 《点校说明》中对冯从吾其人、其书、其学作了简要

介绍，尤其是对 《关学编》单刻本、《冯少墟集》本的版本介

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郭琦、史念海和张岂之等先生主编的 《陕西通史》 （思想

卷）有一节专论冯从吾，题为 《明代关中理学集大成者冯从

吾》。该书将冯从吾放在关学发展的纵向脉络中，重点论述了

冯从吾对关学的贡献：其一是重会通，坚持 “本体”与 “工

夫”并重，走出一条独创之路，使明代关学重新焕发出创造精

神；其二是自觉总结关中理学的发展，编撰 《关学编》。这两

点指出了冯从吾对明代关学的主要贡献。但是，认为冯的心学

“意义在修养方法上”，“‘以心性为本体’的思想，是他独创的

心学修养方法论”，如此归结对他的心学旨趣揭示不够。① 另

一位关中学者吕效祖对冯从吾也有一定研究，吕效祖曾任 《陕

西省志·人物志》副主编兼总纂，他在 《陕西省志·人物志》

第七编 《明清时期》撰有冯从吾志略。他另有短文 《冯从吾

“做人说”的教育思想》，载于 《陕西教育》２０００年第８期，

４ 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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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冯从吾的教育思想，认为冯从吾的 “做人说”以通俗的语

言概括了儒家先贤讲经明道的目的。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主编

的 《古都西安：关学及其著述》也有一节专论冯从吾，认为冯

从吾对明代关学作出了 “初步总结”。方光华教授沿着关学的

发展脉络，对冯从吾的生平和哲学思想进行了介绍。方教授对

《关学编》评价很高，认为 “《关学编》作为一部关中理学的学

术发展简史，对后世影响甚大”①。他对冯从吾的心性义理、

异端辩驳等方面都有深入的阐发。他认为冯从吾能融会程朱陆

王，在冯从吾身上映射出明代后期关学发展的趋势，理学也在

此时走向成熟。

对冯从吾的哲学思想进行专论研究的论文有五篇：①台湾

彰化师范大学吴有能教授的论文 《冯从吾心性论初探》，载

“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 《张载关学与实学》

（葛荣晋、赵馥洁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吴有能

教授对冯从吾的评价很高，认为冯是 “明代关学重镇”。吴有

能教授的立论角度也很独特，他不是从关学发展的纵向脉络

中，也不是从明代理学的横向坐标中把握冯从吾哲学，而是直

接从其理论自身的逻辑入手，正面展示其心性论的内在结构。

吴有能教授认为：冯从吾的 “性体”是对道德基础的先天说

明；对 “中庸可能、不可能”的讨论，论证了成圣的可能性与

做工夫的必要性之间的辩证关系。②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

的 《冯从吾与关学学风》，载 《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刘学智教授对冯从吾的学风特征及其形成，直至冯从吾学风对

晚明关学的影响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面对王学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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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学风，冯从吾以救时弊为己任。“敦本尚实”、“崇正辟邪”、

勇于 “造道”、学贵 “自得”是冯从吾的学风特征，冯将学风

的转变与乡风、士风的改变相结合，既继承张载躬行礼教、崇

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又顺应明末学术向实学转向的大趋势。③
西安联合大学贾俊侠先生的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

教学特点》，载 《唐都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该文探讨了冯从

吾创建的关中书院的教育思想，认为 “德教为先”是书院的指

导思想，“务戒空谈、笃实行”是书院的教学特点。贾俊侠先

生指出，由于明末的阉党专权，书院被太监一时所毁，但冯从

吾的志节文章、教育思想一直为世人钦佩。④西北大学２００５

届博士孙学功的学位论文 《冯从吾学术思想研究》，载 《中国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孙学功认为冯从吾是晚明时期著

名的理学家，明代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冯从吾生活的时代

背景、学术渊源，尤其是对其讲学、政治活动都进行了详细的

考察和论述，对其学术思想从论讲学、论出处、论心性、论工

夫修养以及境界说、异端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

证。他指出，冯从吾一生以讲学为职志，其学术特点继承了关

学的优良传统，重会通，其学远接孔孟之真精神，近将程朱陆

王通而一之，学术立场鲜明，于异端是非之界，辨之不遗余

力。⑤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４届硕士刘继红的学位论文 《冯从吾

“善心说”初探》，载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刘继红对冯从吾哲学的研究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介绍了 “善心”说的时代背景、学术倾向和思想渊源。认为冯

从吾哲学以 “善心”为本体，对 “以理为宗”、“善心”与 “善

性”、“有善”与 “无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并进一步论述了冯从吾 “敬修止善”的修养工夫论。文章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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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冯从吾对张载关学的继承及其对明清关学的影响。

国外对冯从吾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①日本学者冈田武

彦的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

中译本）。冈田武彦对冯从吾的研究很早，其专著 《王阳明与

明末儒学》是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稿的博士论文，书中第七

章 《湛门派系统》第三节专论冯从吾。冈田武彦认为冯从吾作

为湛学派的门徒，强调湛学中的朱子学内容，即严正的性理与

心之静定，提倡以工夫为本的本体工夫合一论，以救正王学现

成派流弊。又能排除门户之见，兼收王阳明的 “致良知”说。

该书还认为冯从吾擅长于理论思维，在与异端论辩中，有先儒

未见之处。此外，冈田武彦在他的论文 《明末儒学的发展》

（载 《哲学译丛》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明代的文化与思想论纲》

（载 《孔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明代儒学の展望》 （未搜

集到）中也论及冯从吾的思想。②另一位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出版中译

本）。沟口雄三在该书中 《童心说的走向———东林派对无善无

恶的批判》一节论及冯从吾。明末王学现成派李卓吾提出 “童

心说”，引发了思想界关于 “无善无恶”的争论。沟口雄三将

冯从吾归入主张反 “无善无恶”的东林派，认为冯从吾对欲

望、“无善无恶”等思想的批判较顾宪成等其他东林人士深刻，

冯的批判由 “无善无恶”深入到 “真空”，冯认识到 “无善无

恶”与 “真空”理论相结合，就会肯定无限定的欲，很容易打

破纲常的框架，这是地主阶层的立场绝对不能容许的，反映出

冯从吾安定和加强地主经济的立场。③美国学者韩特龄 （Ｊｏ－

ａｎｎａ　Ｆ．Ｈａｎｄｌｉｎ） 的 博 士 论 文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　Ｋｕ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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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ｃｉａｌ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此文未搜集到，资

料参考吴有能教授的论文 《冯从吾心性论初探》）专开一章讨

论冯从吾。作者论述吕坤的思想，而举冯从吾等学者来进行比

较。韩特龄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强调吕坤 “行动”的一面，

而批评冯从吾面对政治危机，只能退缩 “在书院里”。④此外，

还有德国慕尼黑大学Ｒｅｎａｔｅ　ｓｏｄｅｎ女士的博士论文 《冯从吾

的伦理哲学》（此文由陈俊民先生指导，未搜集到）。

以上的专著、论文说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冯从吾，并且

有了一定的研究，对冯从吾的研究也已经从简单的生平介绍、

教育思想进入正面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阶段。两位

日本学者对冯从吾的研究较早，虽然他们的著作都不是专门研

究冯从吾的学术思想，但对冯的评价都很高。美国学者Ｊｏａｎ－

ｎａ　Ｆ．Ｈａｎｄｌｉｎ和德国学者Ｒｅｎａｔｅ　ｓｏｄｅｎ的研究成果说明欧美

学术界已开始关注冯从吾。台湾学者吴有能的研究直接切入了

冯从吾的心性论，义理深刻。他已认识到冯从吾本体工夫并重

的心性论特点，并认为冯从吾的 “性体”是对道德基础的先天

说明。国内对冯从吾进行研究的大都是关中学者。

可以说，学术界对冯从吾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或者局限

于某个具体方面研究，或者仅是比较性、顺带性侧面研究，个

别学者的正面研究也是 “初探”，不够深入全面。研究方法大

体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关于某个具体方面的研究。许多学

者将冯从吾归入关学学派研究，如陈俊民先生在 “明代关学的

思想流变”问题中论及冯从吾；《陕西通史》（思想卷）也将冯

从吾放在关学发展的纵向脉络中论述他对关学的贡献；刘学智

教授的 《冯从吾与关学学风》从关学学风与冯从吾学风相互影

响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方光华教授在 《冯从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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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的初步总结》一节中，沿着关学的发展脉络，对冯从吾的

生平和哲学思想进行了介绍，认为冯从吾身上映射出明代后期

关学发展的趋势。也有学者具体研究冯从吾的教育思想，如贾

俊侠先生的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教学特点》就专

门对冯从吾及关中书院的教育思想、教学特点进行了探讨。第

二，对冯从吾进行侧面间接的研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教授在

《童心说的走向———东林派对无善无恶的批判》一节重点论述

晚明思想界关于 “无善无恶”的争论，东林学派站在正面立场

批判 “无善无恶”，沟口雄三将冯从吾归入东林派，顺带提及

冯对 “无善无恶”说的批判；美国学者韩特龄 （Ｊｏａｎｎａ　Ｆ．

Ｈａｎｄｌｉｎ）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正面论述的是吕坤的思想，她强

调吕坤积极 “行动”的一面，而举冯从吾等学者来进行比较，

批评冯从吾面对政治危机，只能消极地退缩 “在书院里”，不

理解冯从吾的讲学真正体现了他对社会的介入和特殊作用，也

体现了他 “以学行其道”的士人理想。第三，对冯从吾进行正

面直接的研究。吴有能教授的 《冯从吾心性论初探》对冯从吾

心性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论证。孙学功的 《冯从吾

学术思想研究》对冯从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

证，他的研究系统全面，材料翔实、细致，例如对冯从吾的生

卒地都有详细的考察。论述也颇有独到之处，例如，他将冯的

讲学活动与西方传教士的传道联系起来；指出冯从吾对佛家的

批判实质上是对王学末流的批判，冯所认识的佛家只是王学末

流所表现的佛家，并非完全真实的佛家。大概与专业有关，总

体上史料丰富而史论不足。他认为冯从吾重视心之工夫，的确

抓住了其心性论的特点，但因此讲 “冯从吾之所以是心学在心

之工夫”，似乎认为冯不讲心性本体论，这一点有待商榷。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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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红的 《冯从吾 “善心说”初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冯从吾的

核心哲学思想——— “善心”说。因为是硕士学位论文，篇幅所

限，围绕 “善心”说对心性论其他命题的研究还有待展开。

综上可见，对冯从吾哲学的研究，学者们已经作出了不小

的努力，但仍存在着明显不足。目前的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

以及基础理论 （心性本体论、工夫论）的深入性上都表现出不

足。首先对冯从吾哲学的定位就不够一致，未能达成共识。大

多学者直接界定冯从吾是 “关学”，如陈俊民、方光华、刘学

智、贾俊侠、吴有能；也有学者认为属于 “关中理学”，如张

岂之、孙学功、刘继红；或者仅仅从黄宗羲 《明儒学案》，将

冯从吾归入湛门派，如冈田武彦；或者将其归入东林派，如沟

口雄三。事实上，关学在冯从吾身上体现最多的是其重礼、尚

实的关学学风，而冯从吾强调重礼、尚实的关学学风，是为了

对治王学末流的玄虚与荡肆；而将冯从吾归入湛学派，是单纯

依据其师承关系，对许孚远师徒转向阳明心学的认识不足。冯

从吾强调湛学中的 “性理”、“敬”的工夫，也是为了反对王学

末流走向本体之 “无”，以至流于动的弊病；归入东林派，则

是因为冯从吾理论上反对 “无善无恶”，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

被宦官列入 《东林点将录》，而冯从吾本人主观上并没有结党。

所以，从上述定位就可以看出，学界对冯从吾的心学路向揭示

得不够，对他纠正心学末流之偏的现实关怀认识不足。笔者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冯从吾其人、其书及其学术思想能有一

个较全面的把握，展现其关学中的心学家特色，尤其是他在晚

明对心学的纠偏，从而促进对冯从吾、对关学的进一步研究。

对于个案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结合研究对

象，即哲学家的个性特征，以及对他的研究现状来选择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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