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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华

前　言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书院，承担了儒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

大任务。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科举

制度废除，书院改制，封建王朝覆亡，紧接着西方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

儒家文化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在

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

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吸收，但还是存在很多缺位的地方。科举制度

和儒学教育是书院赖以存在的根基，当它们不复存在的时候，书院也就

从现实的视野中消失，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作为天下书院之首的白

鹿洞书院，在经历一千多年的辉煌之后，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供人们游

览参观的名胜古迹。

书院被旧的时代所造就，被新的时代所遗弃，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事，我们不必为之产生太多的惋惜之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向现

代化大步迈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对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时至今

日，我们又发现书院的现实功能在逐渐凸显，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高度

的关注。白鹿洞书院，在朱熹的兴复下名扬四海，它的办学宗旨、教学

模式以及所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立场，是中国

封建社会教育的准绳，因此享有“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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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在曾经的辉煌已成历史之后，如今的白鹿洞书院既是国学研究中

心，也是庐山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对外窗口。“五四”以来，许多人把中

国的落后归咎于儒家文化，书院当然难逃其责；而到了当下，许多人又

把当下的道德、文化迷失归咎于儒家文化的缺位。于是儒家文化在经

历一百年的低迷之后，又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出现了“国学热”的现

象。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国学（主要是儒学）的研讨活动之中，而在白

鹿洞书院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也越来越多。如海内外举办以儒学、书

院研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国学讲习营、讲习班等；海内外组

织以了解书院、儒学为目的的旅行活动等；海内外书院之间开展横向的

联谊活动等（近年来与日本兴让馆、韩国绍修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相互

交流活动）；海内外高校组织以探讨书院教育与当代教育关系为主题的

活动等。可谓是形式多样、方兴未艾，往往超出了白鹿洞书院接待能

力、承受能力的极限。这些活动，时间不固定，参与人员也不固定，但其

中固定不变的是对书院精神的关注，对儒学当代功能的关注———可以

说，白鹿洞书院就像一棵古树，在现实中又萌发出新芽，长出新枝，正在

大踏步地向现代社会迈进，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世界文化的交流承担起

越来越重的责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在咫尺的九江学院，对白鹿洞书院给予了充

分的关注。２００７年，九江学院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成立，随后，九江

学院与郑州大学、嵩阳书院联合举办了几次书院文化之旅。在这些活

动中，现代高等教育工作者承担了传播儒家文化、书院文化的任务，而

现代大学生欣然接受了儒家文化、书院文化的熏染。九江学院还把白

鹿洞书院文化移植到校园里，例如以书院建筑命名校园各类建筑，将白

鹿洞学规等以校园文化的形式展示出来，组织书院文化的研究，出版书

院研究的专著，组织召开书院学术研讨会，选派学生在书院开展教研实

践活动等。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显示出传统的书院文化并

没有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２０１０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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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江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饶师范学院等，在江西铅山

县联合举办了纪念朱子诞辰８８０周年暨鹅湖书院建院７６０周年全国学

术研讨会，参会代表有５０多人，很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对朱

子学、书院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辑《中国书院论坛》就以

大会收集的论文为主。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数长期从事儒学、书院研

究，他们在儒学受到冷落的时期，自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风格，沉而不

寂；在国学热逐渐兴起的时候，同样保持自己沉稳的风格，并不浮躁而

热衷名利，埋头做自己的文章。这些扎实的研究成果，对于儒学和书院

文化传播来说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本辑《中国书院论坛》的出版，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及热心书院事业

者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庐山管理局、九江学院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我们也感到，弘扬国学，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任重而道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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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来

《近思录讲读》序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了解国学的必读书时，仅仅提出

了七部书，其中便有《近思录》。这是因为钱穆所理解的“国学”主要是

针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而言，而《近思录》显然是钱穆推荐以代表宋

明时代主流学术思想的典籍。

不管钱穆所列举的七部书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毫无疑问

的是，《近思录》自从淳熙二年（１１７５）编定以后，在理学发展史上确实已

经成为宋元明清理学的经典。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已大体分为

两派，但即使是陆王派思想家，也多认同把“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

思想的渊源。因此，作为理学渊源经典的《近思录》便获得了普遍的重

视。

《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濂溪、二程、横渠四先生思想材料的选辑，

之所以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播，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近思录》的主要编辑者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朱子。朱子在思想、学术上

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在元明清历代所处的主流思想的地位，使得代表了

朱子思想源头的“北宋四子”的思想选辑《近思录》，也获得了其他书籍

所不能获得的地位。

《近思录》是由朱子与他的友人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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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选编而成。就１１７５年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已形成了朱子、张栻、吕祖

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在三贤之中，朱子最长，张栻小朱子三岁，

吕祖谦小朱子五岁。三人不仅为学术的讲友，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从１１７０—１１７３年，朱子在乾道后期通过与湖南学派、与道南学派的多

次辩论，提升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确立了湖南学派与道南学派的思

想，在已发未发、知觉言仁、仁说等方面确立起了以朱子为中心的新的

整合。换言之，经历了乾道后期的几次重要辩论，朱子日益显示出其深

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三人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在朱子与湖

南学派的一系列辩论中，吕祖谦基本是附和朱子主要观点的旁观者，并

没有较学术地介入讨论。朱、吕的这种关系，也一直保持到《近思录》选

编时。由此可知，《近思录》的选编，必然是以朱子为主。

同时，《近思录》的完成又是在朱陆鹅湖之辩的前夕，朱子与吕祖谦

选编《近思录》后，二人便携朋友等六人自闽北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与二

陆会面论学。可见，《近思录》的编定标志着朱子及吕祖谦已确立了他

们学术思想的全部宗旨与细节，《近思录》为他们准备了用以面对二陆

挑战的经典资源与基础。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近思录》的编辑

正是为了与二陆论学而明确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工夫的活动。

因此，《近思录》代表了南宋理学所确认的理学体系及其基本结构。

从此，理学不再是一堆不成体系的资料，而是有确定体系、层次的，包含

从道体到工夫的完整体系。当然，《近思录》也代表了南宋理学对北宋

理学的一次重构，代表了南宋理学自身在整合之后对北宋理学的理解

和解释，更准确地说，是朱子所代表的或朱子所主导的南宋理学对北宋

理学的重构。由于朱子在南宋以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的权威地

位，被视为濂洛关学的正宗继承者和发扬者，使得朱子所主导编辑的

《近思录》广泛流传。

《近思录》的编辑，本是朱子与吕祖谦有感于北宋理学著作“广大闳

博，若无津涯”，初学者无法把握，难以入门，所以“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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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是为了便于时人的理学入门书。《近思录》选编

的是北宋理学的文献，对今人来说，以此书入门并不容易。即使其中语

录的部分带有当时口语的特色，对今天的青年学子，也已不易读。其不

易读的原因不仅是古文与现代白话语文的差异，事实上《近思录》的古

文本身并不是很难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近思录》的内容是有一套特

别的话语体系，有一套从儒家经典化出的概念系统，有一套在佛教道教

刺激下产生的工夫实践的体系。因此，读懂这一套理学话语体系，仅仅

具有一般的古文适应的程度，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种帮助今人进入

《近思录》思想世界的全面而通彻的解说。朱高正博士的这部《近思录

讲读》，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朱高正博士是台湾著名政治活动家。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富有的创

发性的冲击力和打击力，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朱高正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胸怀亦不同寻常。他富有政治活

动的实际经验，既审时度势，又敢作敢当；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观察入木

三分，对政治问题的解析条理分明。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一个出生

于台湾南部的本省人，他的政治视野从来没有仅仅限于台湾岛内，他从

来都是把台湾的民主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一起考虑。这使得他的政

治心胸纵深开阖，格局广大，善于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在今日台湾的

政学两界，这样的杰出人士，是不多见的。

朱高正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有《康

德四论》、《纳约自牖》、《易经白话例解》、《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

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他在康德法哲学研究方面造诣甚

深，在有关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学理分析，明辨清晰，能力过人。可

贵的是，在台湾的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两者之外，朱高正还提出“重建

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此一主张亦可称之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化。在

这点上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长久以来，他专注于中国典籍的研读，

他在《易经白话例解》中的慧解，颇得朱伯昆先生的充分肯定，这是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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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先生当面对我说过的。而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

从他对《易经》的解释和对《近思录》的解说中可以看出，他不是把这些

典籍当作知识的对象，而是把中华文化的典籍当作圣贤智慧的宝库，用

心加以体贴，并且力求应用于生活实践。他对中华文化的经典满怀其

“敬意”，此种态度最近古人，故他对经典的细心体贴，也颇能得古人

之意。

朱高正认为，《近思录》一书既概括了理学的纲领，也是朱子学的基

底，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此书的研读，已经反复十来次，从其

《导读》可见，他对此书，可以说做到了朱子《书近思录后》所说的“沉潜

反复，优柔厌饫”。他的解读，都包含了他对《近思录》一书阅读践履的

身心体验。这种以“身心受用”为宗旨的读书法，在今日的两岸四地知

识分子当中，已经是很少见的了，这是我特别提出加以表彰而请大家切

勿忽略的。

由于朱高正著作此书的目的是“让现代人可以花最少时间，减少不

必要的困难，汲取先圣先贤的智慧，并接受他们高中品德的熏聒”，所以

他著此书的方法是，“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与考据”，“不以注或译

为主，而以解或通为要”，“希望能以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

文，也能让读者掌握《近思录》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所裨

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还特意将原书卷首《道体》卷移到卷末。

我要指出，这种做法决不是随意而为，因为在朱子和吕祖谦编书之时，

就曾对此卷的安排多次讨论，而朱高正此举，更突出了他把儒学或理学

作为“身心之学”的关怀。

我与朱高正识交十余年，今年夏天，他的书稿写成后，送我一读。

我读了此书书稿，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

浅出，是我目前所看到过的今人对《近思录》最好的通解，很值得向读者

推荐，故乐为之序。我还要说的是，《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

时期的四先生思想资料，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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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

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所以，在此篇小序的结尾，我想表达进

一步的期望，期望朱高正作为朱子后人，在将来有时间与机会的时候，

对朱子本人的著作言论选编，也作一番通解，使朱子之学的深意，大明

于天下，是所望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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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翔

为朱高正先生文集序

　　朱高正先生一日忽来电，嘱我为其文集写一篇序，自忖笔拙学浅，

心中不禁惶惶然。

朱高正先生出文集是很自然的，但专为白鹿洞书院讲学一事出书，

虽是我没有想到的，却是我们极高兴的事情。写序不容易，我之所以勉

为一试，不是出于自信或是无知，而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不仅是对一位

学者的尊敬，还因为弘扬庐山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作为一个庐山人的我

所必须担当的责任。

大凡人们说起庐山的儒学，必先提及白鹿洞书院。而白鹿洞书院

与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分开的，这便是朱熹。白鹿洞书院初创于南唐，

朱熹使其发扬光大，始称“海内第一书院”。但是朱熹的功绩不在于复

兴了白鹿洞书院，而是因为他在此亲手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新时

代。正如近代大学者胡适指出的那样：“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７００年

宋学即理学的大趋势”。人世间匆匆过客有如恒河沙数，能在天地间留

下印迹的却寥若晨星，朱熹就是这样一位在几百年间给中国人的思想

划下深深印痕的思想巨人。

但是，诚如朱高正先生说的那样，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和社会的巨

变，自清末废除科举与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以来，儒学走下中国社会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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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舞台已近百年，白鹿洞书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之路，书院一

度残破不堪，昔日书声琅琅的胜景也已不再现。

现代国家的竞争，最终可以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如何在现代化、西

方化的大潮中，探寻儒学的时代价值，是时代赋予儒学的新命题。改革

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继承和传播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特

别是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广延名家、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设立了白鹿洞

书院讲坛，邀请了一大批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专家做客书

院进行学术研讨，朱高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高正先生幼时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以他对儒家学说

的熟悉和理解是儿时熏习而就的。先生就读于德国波恩大学时，专攻

哲学，其后对易经研究又颇有心得。缘于对中、西方哲学的谙熟，朱高

正先生对儒学产生兴趣并卓有成就不奇怪了。

而让人所鲜知的是，朱高正先生是朱熹第二十六代孙，也许是缘分

使然，他对庐山的喜爱是天生的。今年恰逢朱熹诞辰８８０周年，因此我

们向先生发出邀请后，先生就欣然而来，让我们有幸聆听了５天先生的

理学大课。

距先生来庐山讲学已有数月，如今再读先生讲学所结的文集，最大

的感受还是当初的感受：精湛、深远。所谓“精湛”，是对先生学术造诣

和治学态度的一个简单描述。或者这样描述更准确些：他是一个坚持

的学者。在风气浮躁的当今之世，能够潜心去讲儒学，坚持去做学问，

乐道而不疲，确实难能可贵。

所谓“深远”，是指先生的论说旨归。“道可因可革”，传统要为现代

服务，学术要为社会服务。现代儒学要体现时代价值，必须有所传承，

又有所创新。朱高正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朱子学说对现代

人的品德修养具有极为深刻的启蒙意义。当然要达到这样一种内敛而

有力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读者诸君如果能够在读这篇文集的时候感

悟到这一点，或许就是朱高正先生最大的希求。

白鹿洞书院旁有一小溪，终年清澈见底，流淌不息。我每行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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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中总不由想起朱熹的这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正是有朱高正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纷至沓来，自由多样、包容并兼

的思想活水方能延续不断，书院重光、儒学大兴之时亦不远了。

（作者单位：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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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

《近思录讲读》注解

　　

导　读

《近思录》这部书笔者平生第一次接触是在１９７２年高三时期，那时

只知道这是非常重要、值得细读的一部古籍，奈何当时王阳明所著的

《传习录》已经研读三四次了，而朱熹所主编的《近思录》却没能读下去；

第二次想读《近思录》是在１９７５年大三时期，但还是碍于学力有限，没

能读下去；第三次则是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９日（碰巧是农历九月十五日，

为朱子生日）回祖籍福建漳州寻根祭祖，核对家谱，得知自己是《近思

录》的主要编辑者朱子的第二十六代裔孙后，再度鼓起勇气研读，但仍

然“无疾而终”。最近几年因习练太极拳，得知理学对太极拳的创编有

极为深远的影响，乃下定决心研读《近思录》。孰知不读则已，一读下去

则一发不可收拾，竟然反复将《近思录》研读了十来次。觉得《近思录》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自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以至治国、平天下，全

方位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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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阅读《近思录》的障碍

令人纳闷的是，《近思录》对现代人来说怎会这么难读，我细思其中

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近思录》作为我国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是由南宋的两位大儒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与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所共同编纂。它收录了“北

宋四子”周敦颐（濂溪，１０１７—１０７３）、程颢（明道，１０３２—１０７３）、程颐（伊

川，１０３３—１１０７）与张载（横渠，１０２０—１０７７）代表性的著作、言论与事

迹。而其中濂溪与横渠的义理与文字本就较为生涩。朱熹认为濂溪的

儒学精醇，其原创性超过汉之董仲舒、唐之韩愈，直至孔孟，而其《太极

图说》与《通书》更是直承伏羲、文王、孔子，其义理多发前人所未发；而

伊川也认为横渠的文字，“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卷三

第三条），不甚好读。

二、《近思录》乃是朱熹所整理出来的儒学纲领，其所依据的则是

“北宋四子”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六经》融会贯通后的

成果。譬如伊川在解释“中和”时，就引《易传》的“寂然不动”、“感而遂

通”与《中庸》相发明（卷一第三条）。又明道在解“终日干干”时则多次

引用《易传》、《诗经》、《中庸》、《孟子》，以与《易经》相发明（卷一第十九

条）。因此，如果对这些儒家经典不是相当熟悉的话，读起来自然就会

觉得很累。

三、《近思录》一书引述过的儒家经典不下５５０处，而其中《周易》

经、传即高达２０４处，其次是《论语》１２１处，再次为《孟子》８２处，其余少

则《春秋》的１３处，多则《礼》的３５处。易言之，引述《易》的频率最高，

占３７％以上，超过《论语》、《孟子》的总和。而所最常引用的书则推《周

易程氏传》（即通称的《伊川易传》）。随意翻阅《近思录》，都能看到引述

《周易》经、传的文字。这个现象也为现代人读懂《近思录》设置了更高

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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