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HE 

GENRALANNALS OFiCONE-u飞CTANT:SMdIN
THE20THfCZNTUE毛主

ACADEMICSI 

• 

~ 

庞:工 朴 ;主编

- . 

p-

‘ 

• 

, 



THE 
GENRAL ANNAL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CADEMICS r 

20 世纪

，。、

庞朴主编

学案卷

(上)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 录

I齿汀7 应串户主4 凶4 唱P
J参汁ι1前号L 于L 穷是

知圣续篇(节选) …. . . . . . . . . . 

辜鸿铭儒学学案 ………………… … ……… … …………………. . .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有为儒学学案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教会序一

孔教会序二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元培儒学学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伦理学史(节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太炎儒学学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学略说(节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启超儒学学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同近三百年学术史(节选) …·

儒家哲学(节选) ……. . . 

(1) 

(3) 

(29) 

(31) 

(39) 

(41) 

(44) 

(49) 

(56) 

(58) 

(73) 

(75) 

(99) 

(101) 

(11 7) 



20 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上 )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42)

王国维儒学学案…………………………………………………… (1 50)

孔子之学说…………………………………………………… (152)

马一浮儒学学案…………………………………………………… (1 89)

泰和会语(节选)……………………………………………… (191)

刘师培儒学学案…………………………………………………… (213)

清儒得失论…………………………………………………… (215)

近代汉学变迁论……………………………………………… (224)

近儒学术统系论……………………………………………… (227)

熊十力儒学学案…………………………………………………… (233)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节选)………………………………… (235)

张君劝儒学学案…………. . .……………………………………… (254) 

人生观………………………………………………………… (256)

明日之中国文化……………………………………………… (262)

胡适儒学学案……………………………………………………… (275)

说儒………………………………………………………… (277)

郭沫若儒学学案…………………………………………………… (336)

孔墨的批判〈节选〉…………………………………………… (338)

儒家八派的批判……………………………………………… (362)

顾额刚儒学学案…………………………………………………… (383 )

2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 (385)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节选)…………………………………… (39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梁漱溟儒学学案…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 . . . 

钱穆儒幽幽案子·于

孔子传·序言. . . 

朱子学提纲〈节选)…………. . ~ 

电罚 -1:::- ~ Ji.墨，.." ... <<. Iiti声
习汉.二二 1椅子子来

新理学·绪论…………………·

论孔子. . . 

傅斯年儒学学案…………. . . . 

性命古训辨证(节选)……. . . . 

《诗经》讲义稿〈节选)……. . . . 

自主二!Z I司应器，l.!.ι .，a.U;，唱P
J司丁'口1椅子于·朵

中国经学史讲义(节选)……….

方东美儒幽幽案尔 于于朵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节选)……. . .' . 

一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哲学一
~ 

高吉儒幽幽案7 于·于

周易古经今注·重订自序…

周易大传今注·自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子思想三论. . . ... . . 

目录

(412) 

(414) 

(442) 

(444) 

(448) 

(469) 

(471) 

(483) 

(498) 

(500) 

(505) 

(515) 

(517) 

(525) 

(527) 

(537) 

(552) 

(554) 

(557) 

(560) 

3 



廖平儒学学案

廖平儒学学案

廖平(1852 1932) ，初名登延，字旭眩，又字勘斋，后改名平，字季

平，四川井研人 。 光绪十六年 (1890)进士 。 清末至民国时期经学家。

廖平生于小商人家庭，因兵灾家境窘困，以至元钱供读。后以诸兄

共请，父母乃节衣缩食供其入塾就读。 1874 年，中秀才。 1876 年，入四

川尊经书院读书 。 两年后，其《尔雅舍人注考》等多篇作品入编尊经书

院学生作品集《蜀秀集 )> 0 1879 年，从习公羊学，旋即转治毅梁，厌弃破

碎、专求大义。 1900 年，受聘主讲凤山书院。 1901 年，又兼任嘉定九峰

书院山长 σ 1911 年，四川成立军政府，任枢密院院长。 1912 年，刘师培

几任国学馆馆长，延其讲经。 1914 年，被任命为四川国学学校校长 。

1919 年，因中风致半身不遂。后十余年不废述作。 1932 年 6 月 5 日，

于四川病逝 。

廖平不长背诵而善神悟，一生之中学经六变正由于此 。 1885 年

春，他分经传抄写《王制))，又偶抄《五经异义 )) ，悟今古学别在礼制，谓古

文经以《周礼 》为根本，宗周公，为孔子早年之学;今文经以《王制》为根

本，宗孔丘，为孔子晚年之学。 1886 年， ((今古学考》在尊经书院刊行，

为其经学思想的第一次跃升或曰初变 。 1887 年，受聘任尊经书院襄

校 。 期间与友人论学，引发经学思想变化，次年完成《知圣篇 》和《辟刘

篇)) ，前者以明今文经学为宗旨，后者强调古文经学出于刘敌伪造，由平

分今古到尊今抑古，是其经学二变 。 1898 年，受聘主讲资州艺风书院，

撰《地球新义》等 ，谓《王制 》所述面积几千里为小统，用治中国，((周礼》

所言数万里为大统，用治全球，二者一小一大、一内一外，相反相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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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上)

得其所，是经学三变 。 1902 1913 年，先后完成《知圣续篇》 、 《 天入学

考》 、 《孔经哲学发微》等，强调"言经学者必分六艺为二大宗:一‘天学 F ，

一‘人学'"，谓《大学》为人学， (( 中庸 》为天学， (( 尚书 》 、 《 春秋 》为人学，

《诗 》 、 《 易 》为天学，是其经学四变 。 其后又揉合大小天人而有五变，以

《灵枢》 、 《素问 》解释《诗经 》、《易经 》而成六变。其一生著作刊印为《六

译馆丛书 》。

(刘斌毕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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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圣续篇(节选)

初用东汉旧法，作《今古学考 )) , "今"主《王制 )) , "古"主《 周

礼 》。 一林二虎，合则两伤 。 参差胶络，疑不能明。戊戌以后，

讲"皇帝之学"，始知《 王制 》专详中国， << 周礼 》乃全球治法，即

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典章 。 土圭之法 。 《郑注 》用纬书"大地

三万里"说之。《 大行人 )) :藩以内皇九州 。 九九八十一，即邹

衍之所本 。 故改"今古"为"大小" 。 所谓 《 王制 ))"今学"者，王

霸小一统也; <( 周礼 ))"古学"者，皇帝大一统也。一内一外，一

行一志;一告往，一知来;一大义，一微言。经传记载，无不贯

通 。 因本《诗 》 、 《 易 》再作《 续篇 》。 方今中外大通，一处士横议

之天下 。 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惑于中外古今

之故，倡言废经 。 中土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

信 。 此篇之作，所以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亲，所谓前知

微言者，不在斯坎?将来大地一统 ，化日舒长，五历周流 ， 寒暑

一致 。 至圣之经营，与天地同覆恃 。 六艺 《春秋》小始， << 易象 》

大终 。 由禹句以推六令者，其说皆具于《周礼》。 正浮海洋，施

之运会 ，验小推大 ，俊圣之义始显 。 时会所值，不能笑古人之

患 。 而缘经立说，理据章明，亦不敢因知我者希而遂自阻也 。

光绪圣寅孟冬则柯轩主人序 。

言经学者必分六艺为二大宗:一"天学"，一"人学" 。 "人学"为 《 尚

书 》 、 《春秋 )) ，行事明切，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天学"为 《诗 》 、

《 易 )) ，当时海外未通，无征不信，故托之比兴 。 后世文体有诗、文二派，

文取据事直书，诗取寄托深远 。《 尚书纬 》 曰: "《 书 》者如也; << 诗 》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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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儒学通志 · 学案卷(上)

也 。 "又曰 : "志在《春秋 )> ，行在《孝经 )) 0 "志行之分，即诗文之别 。 孔子之

所以必分二派者，人事可明言，六合以外地舆、国号、人名、事迹，不能实

指，故托之草木、鸟兽、卦图、阴阳 。 自微言一绝，学者遂以孔子所言皆

为《春秋 》之天下而发 。 不知"天"、"人"之分，即"古"、"今"之别 。 即以

《论语 》言之，为百世以下天下言者较多 。 于当时海禁未开，共球未显，

以百世以下之专说，附会时事，勿怪其然 。 特先入为主，积非成是，非有

明著晓留之专书，不足以发聋振暇 。 故别辑《百世可知录 >) ，专明此理 。

三千年以前，不必有轮船、铁路、远镜、显微诸仪器;非有能合群力

以格致，如今日泰西之事者 。 而滴海八十一州与四游等说，乃远在数千

年上，不得其说之所本 。 且西人自明至今，言五大洲而已 。 而邹子乃以

为八十一，合于礼制，比于经义，较西说最为精密 。 此又何从得之? 从

可知天纵之圣，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至诚前知，先天不违 。 且今日"大

统"未成，诸经预设之文，己如此明备，他日实见行事，烂然明备，不知其

巧合，又当何如此等识量?若徒推测预知，能者多矣，所谓因时立制 。

数千年以前，因心作则，以定鸿模，天地、鬼神、名物、象数，必曲折不违，

密合无间，略窥一斑，已识梗概 。 宜子贡、宰我之以为天不可阶 。 呜呼，

尧舜犹病，而谓维摩足以方物乎!

邹子验小推大，即化王伯为皇帝之法 。 方里而井，可谓小矣，推之

小九州而准，更推之大九州而准，六合之内，取譬于方里而已足 。 此与

富家(一牧为一家) ，京师地中为公(如"公园"、"颠倒自公"、"退食自

公"、"凤夜在公勺，以八州为八家 。 "大田多稼"，即谓八王为八家，合车

辐图为终三十里，象月望三五盈缺 。 左右前后为十千，所谓"十亩之

间"、"十亩之外"、"十千维祸"、"岁取十千"是也 。《诗 》以公田比天下，

为一大例，言耕即井。《乾 >)"见龙在田"，有禽无禽，酒道食德，饮食醉

饱，皇道帝德，躁、回乡、主、伯、亚、旅，疆以二组六侯，当即八伯名目 。 皇祖

即上帝，多称为并家，饥懂为蓦崩 。《礼记 》礼耕乐褥，亦借田以比治天

下之一说也 。

《齐 》 、 《 商 》为"文质"标目，如今之中外华夷 。《论语 )>"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是以"君子"二字为文质相合之称 。 "君"为君臣之君，为东邻，

为文家，尊尊，故目"君"也;"子"为父子之子，为女子，为子姓，质家，亲

亲，故目"子"0 (( 周颂 》合"文质"，则君子当直指《周颂 》监于二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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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专以为质，所谓子而不君者也。考二

字平对，又如父母、君妇、尸且、漆且、君子、"民之父母"、"皑佛君子"、

"君子借老"是也。(又:二伯四岳，皆得称君子，八大州君子为二伯，大

荒君子为囚岳 。)

《列》 、《庄》言六经非陈迹鱼狗，全为特创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

非述明矣。故于《诗》以《雅》翻译为名，专言俊后维新，非真言古人内

地 。 则凡帝乙、高宗，即高尚宗公之高宗，故以配《震》。文王、武王、商

王、玄王 、平王 、汾玉 、成玉、康王、民羌、荆楚、淮夷、幽营等字，回皆翻译

托号也。如集子、穆公、周公、庄公、皇父、南仲、尹氏、家伯、巷伯、孟子，

亦皆为托号矣。《诗》述周家祖孙父子，如后穰、公刘、大王、王季、文王、

武王，与大任、大拟、大姜，文义相连，不能谓非古人名号。不知托古以

译后，亦如山川、民羌为翻译例，亦无不可 。 经既云"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又曰"本支百世" 。 详其文义，为翻译无疑矣 。 不如此则"古帝命武

汤"、"帝谓文王"，文王"在帝左右"，皆不能解 。 即如《大明)) : "挚仲氏

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 。"仲任与《燕燕>>"仲氏任只"，同任姓国女，何以

直目之曰殷商?又加之以彼二经古人、古地，按实求之，文义多在离合

之间，故旧说于平王、文王、宾子，多有别解 。 必望文生训，则《鲁颂 》真

鲁倍;公作矣。以此立说，又多可疑，则以变异旧文，不合己意，先师改写

之事，亦知所不免耳 。 即如后暖、王季、公刘，周之先祖也，经则托之为

二后、八王之父行。故以大娃为殷之女，文质合为父母也。又如文王、

武王，父子也，经则东文西武。二王平列，实指文、质二邻，东西大牧。

定以父子说之，亦时形船掘 。 知经非鱼狗陈迹，则必非真古人、真古事 。

以《雅》之翻译读之，亦如淮夷、民羌，"物从中国，名从主人" 。 藉古以喻

后，亦无不可 。 特言在此，意在彼，不专为古人古事而言，则固一定之

例也 。

《 尚书》七政，古皆以日月五星解之 。 自八行星之说明，则七政当数

天王、海王，不用日月明矣 。 惟西人之命名曰"天王"、"海王"，则可异

焉 。 以王命星，是十日为旬，八州八王之说也。"天王"之名，直向《春

秋)) ; "海王"之名，兼主海外，则如《商颂》矣 。 中国旧说，五星配五行，今

加入二星，合地为八，以配八方。八风则可以配四方。五行则取五去

三 ，不可也 。 然古人五星之说据目见，久成定论 。 地球自为主人，则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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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上)

能与诸耀比，亦一定之比例 。 今因侯旬例拟于日属世界中，以日为上

帝，为《周颂 )) ;天王如《鲁颂 )> ;海王如《商颂》。一主文，一主质，天王为

文王，海王则为武王。《诗》所谓"文武维后"之比。以《小雅》言之，则

《小舟》日，天王《小宛>) ，海王《小曼)) , <(节南山>) (水) ，<<正月 )) (木兼土) , 

《 十月 >) (火) ， (<雨无正 )) (金〉 。 地球为主人，不入数焉。天王大于地球八

十二倍，海王大于地球百二十倍，道家所谓"大者居外，小者居内" 。 又

海王最远，今以居中小者为四岳，以在外者为二后 。 日为天子，天王、海

王帅五星以绕日，五行星又各有小星，如方伯卒正之职。古人无事不法

天，则二伯、八伯、卒正，知法八行星及诸月而定。是即《左氏》伯帅侯牧

以见于王，而侯牧又帅子男以见于伯之义。八行星自外而内，海王、天

王为二伯，次土(中央京师)、次木〈东方"帝出乎震")、次火、次金、次水。

四时顺行，始于春，终于冬。自 内而外为逆行，自外而内为顺行 。 亦顺

逆往来之说。

邹子海外九州之说，至今日始验。学者求其故而不得。余以为经

说引《大行人 》九州为证，或又以孔子先知为嫌。案先知乃圣神常事，

"百世可知"、"至诚前知"，古有明训 。 宋元以下儒生乃讳言"前知" 。 然

所谓"前知"，不过休咎得失吨卡篮占验之琐细，非谓"大经大法"、"先天

后天"之本领也。如以为孔子不应知，邹子又何以知?他如地球四游，

满海五山，海外大荒，与夫纬书所言《河图》、《洛书》之事，何以与今西人

说若合符节?谶书占验之前知，如京、郭之流，固不足贵。若夫通天地

之情状，洞古今之治理，何嫌何疑，必欲掩之乎?

《列 》 、 《庄 》推尊孔子以为圣神，其书为《诗 》 、《易》师说，学者汇能言

之 。 顾道家之言不尽庄论，设辞讪讥，遂为世垢病 。 推寻其 旨，盖一为

抉微，一为防敝。近代"古文家"说孔子直如钞霄，如书厨，墨守诵法，去

圣人何啻千里!故二子著书，极言鱼狗陈迹之非。所谓"迹而非履"，正

以明孔子之为作而非述，以抉其精微也 。 他如《诗 》 、 《 书 》发家 ，盗亦有

道，设为恢诡，以立圣教之防，不使伪儒金士假经术以文奸;又以见圣道

自有所在，非诵其言词，服其衣冠，遂得为圣人之徒。大抵知人难，知圣

尤难! <( 列 》 、 《庄 》能知圣，遂举后世之误疑圣人之俗说误解，极力洗抉，

以见圣人之至大、至高，非世俗所知，非微藐可托 。 故其诣厉之辞，使孔

子闻之，亦相识而笑，莫逆于心，以见其卫道之严。世俗顾以为真营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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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使所讪辱者果真，则"有过人必知"，孔子当引为海友矣!尚得以

讥讪斥之乎?正当藉其所讥讪，以见吾心中之孔子，非真孔子耳。

道家诸书全为《诗》、《易》师说。《诗》、《易》之不明，不能读诸书之

过。其宗旨不具论，供典坠义，有足以通全经之义例。如"夏革"篇为

《诗 ))"不长夏以革"之说，"大块"为《诗 ))"大球"、"凤夜"、"寒暑"之说，四

极、地中、九军为天子军制，九洛为上皇、六极、五常、九土，各有一中，

《郎 》 、《卫》 两风专详此制 。 非是不能解《诗 》 、 《 易 》。 以六情为例，哀乐

《未 》 、 《 既 )) ，层见叠出，非《列子 》记孔、颜论忧乐之故，无以起例; (( 易 》

"月望"、"轮辐" ，((诗 ))"幅帧"，非《老子 )) "一载三十辐"之象(二十四州伯

牧，合二伯、四岳、六首，为三旬) ，元以立图; ((诗))"思服"、"瘤寐"，非《列

子》地中一梦一觉，与《庄子》梦觉神形之说，不得其旨 。《 乾》、《坤》之

龙、朋， (( 剥 》之"贯鱼，以宫人宠"，非银鹏之论，何以知明笃之指，((周》、

《 召 》蝶、虫之即《椒聊 》乎!博士亦传"大统"，由子夏知其说而不能行，而

推颜、闵、仲弓之主皇帝，亦由称述而得 。 十日并出，为"侯旬"、"维旬"

之训11 ;南北二帝报中央之德，乃"冥升"、"冥豫"、"幽谷"之解; ((秋水 》篇

为"河海"二字之起文; (( 齐俗训fI ))为"颠覆厥德"之作用 。 大抵道家说必

深入其中 。 诸凡非常可骇，皆读为常语 。 然后二经可通也 。

《中庸》云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育万物，人所

能知;道之并行，世所罕论 。 闲尝统天下诸教而合论之:道家本于德行，

是为大成;释出于道;天方、天主，又出于释。不惟杨、墨并行不害;天

主、释迦，是亦大同。中国夷狄之弱，由于崇尚佛教，谈时务者类能言

之。夫蛮夷狂矿，如冒顿番酋，非文教之所能邃化，又谈时务者之常言。

古之善医者，因病施方，其术不一。针眨按摩，视由汤药，苟缺一长，不

为名医 。 近世专尚汤药，习医者遂专擅一门，鄙屑他途。亦如言圣学者

专习儒家，非毁异教。考释氏出于老子化胡，由道变释，因地施教。按

其宗旨，实出 《 乐经)) 0 "定能安虑" , (( 大学 》之教，观其初旨，大略相同 。

戒杀所以化夷俗之凶残，贵贞所以防部落之繁庶;安坐乞食，讽诵梵咒，

意在化强为弱，渐就绳墨。与唐宋以下开国大定以后，必开馆修书，所

以羁麽英雄，销磨岁月者，事出一律。其中缘说踵误，节外生校，万派千

奇，不能悉谙 。 然推其根原，未能大远 。 若夫轮回、因果，亦神道设教、

无终无始之常理 。 若以其与圣教不合，实与今之八股、试帖、白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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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其去圣贤之途，未能相远 。 孔子居中持正，老子自任化胡以为先路，

一粗一精，一终一始 。 至今日地球大通，各教乃会其极 。 天下已定，但

武修文，数百年之后，专行孔教，释法尽灭。乃古之明说，亦或留此一

线，以为无告养生之途，亦未为不可 。 人之恶之者，不过因其安坐享厚

精耳 。 天下耗财事多，不止此一端 。 又或因人崇奉太过，激而毁之，则

非平心之论 。 总之，佛教孔子之先锋，马上可得天下，不足以治天下 。

将来大一统后，存亡听之。 若未能大统，则于化夷，不可谓无功也 。

凡学问皆有中行、过、不及三等议论，不惟诸子，即孔孟亦然 。 推类

至尽，以诋杨、墨，此求深之说，非通论也 。 中行如《春秋》二分，不及与

过如寒暑，天道有三等 。 药物甘平，中行也;寒凉、辛热不能废 。 考《 易 》

《乾 》 、 《坤 》 八卦，反覆不衰，中交、综卦皆中，此中行，昼夜寒暖适中之

谊 ;长少二局，则互相救，必《损 》 、 《益 》乃跻于中 。 故少综长，长综少，长

少皆偏 。 救病则非偏不为功，所谓矫枉过直 。 《论语》言孔子进退之法:

由也过，则以不及救之;求也退，则以阅斯行告之 。 如就二贤所闻以立

宗旨，未尝非孔子之言，则偏执不能为中法 。 故杨、墨二家，乃寒暑、辛

凉，物极必反，不可专就一面推之 。 必如此推求，即孔子之告二贤者，即

杨、墨之宗旨 。

孟子为中行，杨近始功，墨为终究 。 盖人方自修，则主杨氏， ((大学 》

之"明德"也 。 专于自 明，不暇及物，迹近 自为 。 学业已成，推以及物，墨

子之"兼爱"，乃"新民"之宗旨 。 以 《孟子 》考之，其言非"为我"，则"兼

爱";非"兼爱"，则"为我" 。 如伯夷之清，为我也;伊尹之任，兼爱也 。

《孟子 》并推为圣，所谓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者，与墨子相

去几何!圣夷、尹而斥杨、墨，贵远贱近，亦以二说非中，自 具利害，以利

归古人，以害诋时贤。二义互通，在读者之自悟 。 所谓无父无君，乃推

极其变之辞 。 推伯夷之教，可云"无君";极伊尹之弊，亦近"无父" 。 诸

子持论，自成一家，矫枉者必过其正，非过正则其反也必不能中，物极必

反，如 日之行，从黄道而黑，至于黑则必反 。 浮久必沈，久升必降，非永

远推究，一往不反 。 故读诸子当知此义，欲明此义，当于 《诗 》 、 《 易 》

求之 。

从荒隙中言治法 ，则必先"兼爱"而后可及差等 。 故外夷之教，必先

"兼爱"，天方、天主、佛氏，莫不以"兼爱"为主，实即《西铭 》之说 。 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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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之义，发其仁心，可以止杀、争先，除矿悍;示以乐群，非爱不群，非

群不立，此从古中外之分也 。 今耶稣救世教，较孟、苟宽广，则以中国乃

八十一分之九也 。 知"兼爱"为中行先锋，必至大同，然后示以等差，礼

三本之说，所以如近人作以攻袄教者。然以从古地球初辟，人情必同，

故今之天主、释氏，全同墨氏 。 此一定之机局，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易》之《损》、《益)) ，以 三 四为中(<(易》六交分三统 : 三、四为黄衣，

二、五为绚衣，一为地中，一为中国，皆有中可言;上、初失位之卦，为素

衣 。 中为无咎，二、五为吉，初、上为凶) ，反以二五之中为过、不及，如

《小过 》 、 《 中孚 》是也 。 故《下经 》则以两《济 》为两极，二《坎 》 占二黑道，

二《离 》占两赤道，分合不同而中边异位 。 经义"大统"以赤道中心为居

衣，临驭四方;以两黄道及冀弃为黄裳;每边极南为袭，分为三终，以比

卦之三交 。 如《乾 》 、《坤 》 囚初为居，二五为黄裳，三上为袭服 。 四方颠

倒，如《周 》 、《召》、《部 》 、 《卫 》八方朝现巡守图。可见以居为北，地于北

极，周旋四边皆南，故《 周 》 、 《召》多"南"字 。 随向背言 ，八方皆同 。 服、

幅、福音同义同 σ 卦之三交， << 诗 》之三终，皆以衣、裳、袭为起例。以赤

道地球中心长线为地中，向南而背北，四方皆南流，中线最长，于中分为

三段，统日东、西、中 。又以每统所居一方为中，但不言南北，故取假用

地中为之三统，不用细绷红紫 。 然五帝之法，南北实有帝，既有帝朝诸，

则车辐图象月，每方十五服，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 如中国之

豫州，中天下而立，南极向之，北极亦向之。 赤道为北居，以黑道为南

行，则亦为颠倒，所谓"以北化南"、"以南化北"，为《既》、《未)) ，大颠倒 。

大与小有别，小颠倒，如初与三、四与上，于南北两极分内外卦，仍为以

水益水、以火益火，此小变，非大变 。 必大颠倒，以北易南，以南易北，如

《 中孚 》之以三四为中 。 取初二以与上五相反覆。南北球寒暑全反，二

分则平，取《春秋》平分以为中，以一短一寒易一长一暑，先必分卦为小

颠倒，赤者不赤，黑者不黑，水火既济，平其寒温二带本位之阴阳;然后

合为大变，以夏冬之寒暑相易，集其大成。《诗 》以"未、既"为说，今定巡

守四方，分方别时者为"未";同主皇居，朝勤会同者为"既" 。 四帝分方，

各主一时，南无定位，分居为"未";皇合四方王，以地中心为"既" 。 如此

则三统各以地中为北居，而衣袭之间为裳，为两黄道及两洛， <<诗 》之中

多取此义。考天文家说，于长短圈加一斜线，由北二十三度半至南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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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半以为黄道，则直以赤道之界合为黄道，则不分二黄道而合为一大

黄道，((易·中孚》二五为中之说。

地球中分有两赤黑道，而两黄道在赤黑中。《诗》之黄裳、黄鸟，指

黄道言;赤狐、黑乌，指赤黑二道言。皇极在赤道中心为衣，由衣推袭，

则以黄道为中。两黑道为南，合两赤道地中之中为居。从居至远荒，每

方三分。极边之南，皆坐北向南，分三段临驭四方，莫不从同 。 居乃地

中赤道，以赤为北极，非北方之极。所向为南，四时朝宗现遇，四面皆可

为南。故《二南》四方皆得称"南" ， (( 廊》、《卫》四方皆得言北也。《上经 》

北《坎》、南《离))，赤道中分，当反覆为二局，如九宫法(宋以下谓之《洛

书)))。为冬至局，((坎》一《离》九;颠倒为夏至局，((离》一《坎》九。乃全

《诗》之《王》、《郑》、《齐)) , ((尚书》之"周公篇" , ((小雅》之分方而治，则如

《易》之内外卦，各三交，以三五为中。如《乾》、《坤》、《坎》、《离))，自卦自

综，则为八卦是也。分方之法，如以二五为中，((上经》以之。"大统"则

南北合一，以两赤道为中。 《诗 》之"离离"、"忧心"(绣、络、继、绊) ，皆谓

每方之南边。

《易·上经》三十，((乾》、《坤》、《坎》、《离》、《泰》、《否》六首卦，较《下

经》少四卦，为禹州起例。《禹贡》较皇辐图少东荒四州，((上经》少四

卦，则以《上经》配禹州八伯、十二牧，为"小统 "0 ((下经》益以《震》、

《良》、《冀》、《兑》四卦为十首，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益故为大缔〉。

《上经》法禹州，((下经》为皇辐。《上、下经》亦如《小、大雅))，以"小大"二

字为标目。"小"为古之分封，"大"为后之合同。《诗》之"上下"字多指

《上 、下经 )) ，言"上下"即"古今"，"古今"即"小大"，"小大"即"文质"。故

上下分图，上为分封之天下，下为合同之天下。以三十卦分三统，上为

夏、殷、周，下为天、地、人。 三皇、小大相配以分古、今，此一说也。上下

各三十六宫，上有化小为大之法，所以四卦由《乾》、《坤》、《坎》、《离》综

卦求之自得。既已化小为大，三十六宫与《下经》同，则以《上经》为"大

统"地图 。 如《国风》六定局不入三统之风，又如《鹿鸣 》之前，三十卦为

定局。但详由小推大，不详三统， (( 下经 》乃蒙《上经 ))"大统"之文，别为

三皇三统循环之法。故《上经》三十为三王之三统， ((下经》为三皇之三

统。三皇之循环在《下经)) ，不在《上经 )) ，亦如《小、大雅 》之分"大统"。

由禹州而推，所谓叔夏、有夏、禹甸、禹绪、禹绩，由《禹贡》为车辐，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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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变《大雅 )) ， (( 上经 》变《下经》之说也。《下经》三十四卦为大三统，

三十六卦中分，以十二卦为一统， ((咸》、《恒》天统伯，((既》、《未》地统伯，

《损 》 、 《 益 》人统伯 。 以 《 上经 》为案， (( 下经 》每代以十二卦调剂之，故为

三统并陈之 。 如用则但详一代，二后可从略 。 然《下经》有伯无君，君皆

在《上经 )) 0 (( 乾 》主《咸 》 、 《恒 )) ， (( 坤 》主《 既 》 、《未 )) ， (( 泰 》 、 《否 》合主《损 》 、

《益 》。盖经取义不止一端，或合或分，宗例遂变 。 特以 《下经 》三统调

用 。 《上经 》定局，盖仿《国风》六定、九行之例。上下各有一三统，皇王

所以不同 。 始小终大，则即变小为大之本例 。

《说卦 》方位为周都雍，故以《乾 》居西北，八州合于方位 。 以"大统"

而言，则如《下经》。以十卦分九洛，用大卦为主，此方位八卦，有小大之

分。 卦以综言之:长即变少，少即变长。 《震 》东，自西言之，则为少男;

《兑》西，自东言之，则为长女。大卦合长男女为《恒 》 、 《 益 )) ，少男女为

《损 》 、 《 咸 )) ，为婚孀娶生;与小卦内外相同者有别。惟南北冰海，无昼夜

寒暑之可言。《既》 、 《未 》反覆，仍为《坎 》 、 《离 )) ，故《 诗 》 于南北言极，东

西言罔极，东西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 困地异名，无有定位 。 南

北则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三统定都不同，左右随方而改 。 于

《诗 》曰:"匪鸦匪莺，翰飞庚天 。川匪鳝匪铺，潜逃于渊。"又曰:"匪东方

则明，月出之光 。"皆南北有极，东西元极之说 。

《下经》始《咸 》终《未济 )) ，于四交同言"贞吉、悔亡"，合内外为一，为

六交重覆之卦，故曰"悔亡" 。 "悔亡"之卦八， (( 乾 》 、 《 坤 》 、 《 中孚 》 、 《 小

过 》 、 《 临 》 、 《 观 》 、 《 大壮 》 、 《 遁 》为起例 。 而内变之八少父母，如《 咸 》 、

《恒 》 、 《 泰 》 、 《否 》 、 《损 》 、 《 益 》 、两 《济 )) ，亦为"悔亡"，共十六卦 。 外有十

六卦同此例 。

初说《诗》以日为天子，月为伯 。 据日属世界，日统行星，行星统月

之说言之 。 不如车辐日数，比于州辐。天有十日，故八州为一旬 。 其外

大荒十六牧合四岳为二旬。言车辐以象月，非独一 日，所谓"何多日"

也 。 以地中为主，左日右月，日月即凤夜、朝夕之义 。 又日月虽小大不

同，据目见则无别，故至尊无上，托之于天，而以日月寒暑分主四方，东

日西月，北寒南暑 。 又以风雨分阴阳，云从龙，龙在东;风从虎，虎在西。

《小畜 ))"不雨"、"其雨"、"日出" , (( 东山 )) "零雨"，皆于日月寒暑外，再以

风雨分方，而天乃为之主宰。夫天不言而四时行，日东月西，寒北暑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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