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统思想古已有之袁 但儒家道统思想的正式提

出是在唐代袁具有鲜明的理论针对性遥宋明时期提出

和宣扬道统思想的有众多思想人物袁 形成人们的共

识遥道统思想促进了儒学的发展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遥 道统思想在历史嬗变和发展演变的过程

中袁也产生了一定的流弊袁值得认真清理遥

一尧道统思想提出的理论针对性

道统思想是儒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袁 在儒家思想

中占有重要地位遥 儒家道统思想可溯源于尧尧舜尧文
王尧周公等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是后世儒家所追述

的道统之源袁被视为对尧舜王道之治的继承遥道统思

想的直接思想源头是孔孟仁义之道遥 叶大学曳尧叶中
庸曳尧叶易传曳等典籍中的有关论述被认为是对孔子之

道的丰富遥而儒家道统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遥儒

家道统思想之所以提出袁 是针对隋唐佛教思想的通

行而冲击儒家地位袁在理论上的回应遥
印度佛教自汉代流入中国袁 与中国固有文化相

交涉袁后演变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遥而居

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袁对外来佛教文化袁既批判

排斥其与己不合的教旨教义袁又以开放的精神袁吸取

和借鉴佛教文化的长处袁 从而丰富了儒学的思想体

系袁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佛教文化遥儒尧佛的相互排斥尧
影响与调和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尽管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袁具有调和尧适应儒学的倾

向袁但佛教作为出世主义的外来宗教袁与入世主义的

世俗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分歧遥 这些差异和

矛盾引起了儒学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袁 有时这种批

判是相当严厉的遥
李翱(772~841)指出院野佛法之流染于中国也袁六

百余年矣遥始于汉袁侵淫于魏晋宋之间袁而澜漫于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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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遵奉之袁以及于兹遥盖后袁汉氏无辨而排之者袁遂
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袁故吉凶之礼谬乱袁其不尽为戎

礼也无几矣遥 冶[1]批判佛教传入中国后数百年间袁以
其夷狄之术乱中华礼仪袁使得戎礼流行遥

刘禹锡渊772~842冤对佛教的评价表明袁唐中叶

时佛教影响很大遥 他说院野佛法在九州间袁 随其方而

化遥 冶[2]佛法在九州传播袁产生了很大影响袁其风足以

化中夏之人遥 并指出院野儒以中道御群生袁罕言性命袁
故世衰而寝息曰佛以大悲救诸苦袁广启因业袁故劫浊

而益尊遥 冶[3]认为儒学讲中道以管理众生袁罕言心性

天命之学袁使得儒门冷淡萧条曰而佛教则以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袁解救苦难袁使得在劫浊之世而佛教益尊遥
这不仅表现出儒尧佛两家理论的差异袁而且也表明当

时儒学衰息而佛教益尊的情势遥 可见佛教盛行对儒

学的冲击之大遥
柳宗元渊773~819冤既推崇尧尧舜尧孔子之道袁又

不排斥先秦诸子和佛教遥他说院野浮图诚有不可斥者袁
往往与叶易曳尧叶论语曳合遥 冶[4]认为佛尧儒有相合之处而

不可一概排斥遥 并看到佛教盛行于世袁其徒众多遥 其

言曰院野达摩乾乾袁传佛语心遥 噎噎告今天子袁尚书既

复袁大行乃诔袁光于南土袁其法再起袁厥徒万亿遥 冶[5]从
中可见袁自佛教传入中国后袁经唐代统治者宣扬袁大
行于天下袁乃至野厥徒万亿冶袁在民间广泛流传遥

韩愈渊768~824冤在佛教盛行袁儒门冷淡的形势

下提出了儒家道统论遥 他认为袁儒家圣人之道失传袁
而佛老思想则泛滥袁违背仁义袁其危害超过了杨墨遥
其言曰院野于是时也袁而唱释老于其间袁鼓天下之众而

从之遥 呜呼浴 其亦不仁甚矣浴 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遥 韩

愈之贤不及孟子袁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袁而韩愈

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遥呜呼浴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

之危袁莫之救以死也遥虽然袁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袁虽灭

死万万无恨浴冶[6]渊P322-323冤可见韩愈以传道为人生信

念袁哪怕万死也无憾遥
隋唐时期袁佛教宗派传道袁有所谓历代相传尧灯

灯不灭的法统渊法指佛法袁法统指僧人学习佛法过程

中建立起来的师徒传承关系冤袁 或祖师相传的祖统

渊意为祖师相承的统绪冤遥 法统与祖统袁或以法立名袁
或以人立名袁名称虽异袁实质则同遥 韩愈提出儒家道

统论袁来对抗佛教的祖统或法统说袁这给后世的宋明

理学家以启发遥
韩愈的道统说的提出应是受到了其师梁肃

渊753~793冤一定的影响遥 梁肃早归佛门袁以天台宗湛

然为师遥 曾述天台宗法统之传授遥 又师事独孤及袁成
为古文运动先驱遥其作古文袁尚古朴袁为韩愈所师法遥

贞元八年渊792冤袁梁肃协助陆贽主试袁推举韩愈登进

士第遥 韩愈辟佛学,当受到了佛教法统说传授形式之

启发袁而提出相应的道统说加以抗衡遥
虽然道统思想的源头在先秦尧 孔孟及汉代儒家

思想里已经提到袁但未成系统袁没有明确提出袁其理

论针对性也不明显遥至唐代儒学发展停滞袁佛老冲击

儒学袁动摇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袁而传统

儒学则守师说家法袁重诂训章句袁陷于僵化袁鲜有与

精致的佛教哲学相抗者遥 韩愈等唐代儒家学者及后

来宋初孙复尧石介等学者力转此风袁面对佛老思想的

挑战和儒家伦理扫地而造成的人无廉耻尧 纲常失序

及社会动荡的局面袁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袁对
抗佛教宗派传道的法统袁 明确展示儒家圣人相传之

道的统绪及其内涵遥韩愈著叶原道曳一文袁标志着道统

论的正式提出遥 这在儒学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遥
道统论的提出袁 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

源袁并非所谓韩愈等人为的编造遥 早在先秦时期袁儒
家代表人物就十分重视仁义之道的弘扬与传衍袁历
叙圣人相传共守之道遥经秦火之后袁汉儒仍重视仁义

之道的传授和确立袁董仲舒尧扬雄莫不如此遥 至隋代

王通袁以及唐代的柳冕等袁均重视儒家圣人之道的传

授袁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与佛老思想此消则彼长袁形成

对立遥 柳冕并积极提倡文章本于教化袁视尧尧舜尧周尧
孔为文学的正统袁下传孟尧荀尧董仲舒袁建立以道统为

主的文学观遥柳冕的思想为韩愈所继承袁韩愈强调为

文志在古道袁指出院野读书著文袁歌颂尧舜之道遥 冶[7]把
文作为载道的工具袁文章为传道而作遥虽然韩愈没有

说过野文以载道冶四个字袁但野文以载道冶却是他的思

想所指袁他说院野盖学所以为道袁文所以为理耳遥 冶[8]后
来周敦颐明确提出野文所以载道冶[9]的文字袁便是对

韩愈思想的继承遥 以上可见袁韩愈道统论的提出袁经
历了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历史过程袁 并非一朝一

夕主观的臆说袁或人为的编造遥
韩愈指出袁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由来已久袁这区

别于佛教尧道教的所谓道遥 他说院野斯吾所谓道也袁非
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遥 尧以是传之舜袁 舜以是传之

禹袁禹以是传之汤袁汤以是传之文尧武尧周公袁文尧武尧
周公传之孔子袁孔子传之孟轲袁轲之死袁不得其传焉遥
荀与扬也袁择焉而不精袁语焉而不详遥由周公而上袁上
而为君袁故其事行曰由周公而下袁下而为臣袁故其说

长遥 冶[10]韩愈以弘道为信念袁明阐儒家圣人之道相传

之序列袁认为此道在孟轲死后不传袁而荀尧扬则择术

不精袁语之不详袁未能传其道遥 于是野汉兴且百年袁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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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修明先王之道遥 其后始除耶挟书之律爷袁稍求亡

书袁招学士袁经虽少得袁尚皆残缺袁十亡二三遥 故学士

多老死袁新者不见全经袁不能尽知先王之事袁各以所

见为守袁分离乖隔袁不合不公袁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

于是大坏遥 后之学者无所寻逐袁以至于今泯泯也遥 冶[6]

渊P322冤韩愈分析了儒家圣人之道失传的原因袁秦灭

先王之法袁焚书坑儒袁使天下大乱遥 其后汉代虽解除

挟书之律袁寻求佚经袁但经典已残缺袁汉儒又不能全

面地掌握先王之道袁而是各守师法尧家法袁使得圣人

之道大坏袁至今学者泯泯不可寻求遥于是袁韩愈为了对

抗佛老之道而提出以儒家仁义为内涵的道统说遥这一

思想为理学家所继承袁成为理学的思想渊源之一遥

二尧宋明时期提出道统思想的
主要人物和观点

韩愈提出道统说袁前承孔孟袁后启程朱袁为宋儒

道统说之先导遥 道统思想的发展袁历经嬗变袁宋明时

期是一非常重要的阶段遥
尽管唐代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论袁 以对抗佛教

对儒学的冲击遥但由于儒家受佛教的冲击太盛袁其被

动局面不可一日而改变袁 以至于到宋初欧阳修

渊1007~1072冤时袁佛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袁面对儒家学

者的批评袁其势愈坚遥 反佛人士欧阳修指出野佛法为

中国患千余岁袁 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袁 莫不欲去

之遥已尝去矣袁而复大集遥攻之暂破而愈坚袁扑之未灭

而愈炽遥 遂至于无可奈何遥 冶[11]从欧阳修所言可见宋

初佛教势力犹盛袁虽经人们反佛袁但欲去而不能袁欲
破而愈坚袁欲灭而愈炽遥

面对唐及宋初佛教盛行冲击儒学的局面袁 不仅

程朱派理学家继韩愈之后提出道统说以回应佛教袁
而且程朱以外的理学家袁 以及其他儒学学者均提出

或认同儒家道统而展开对佛教的批判遥 从道统论产

生和发展演变的鼎盛时期看袁 众多流派和人物都在

讲道统袁而形成一股潮流遥可见道统并不是主观臆断

的袁而是客观存在的袁为当时的学者普遍认同袁人所

共讲之遥
孙复(992~1057)宣扬儒学道统遥 他说院野吾之所

为道者袁尧尧舜尧禹尧汤尧文尧武尧周公尧孔子之道也袁孟
轲尧荀卿尧扬雄尧王通尧韩愈之道也遥 冶[12]孙复推崇道统

中的人物袁并大力表彰董仲舒袁充分肯定他在传圣人

之道中的功绩袁而将其列入道的传授系列之中袁这是

孙复不同于韩愈及程朱等理学家的地方遥 孙复说院
野孔子而下袁称大儒者曰孟轲尧荀卿尧扬雄袁至于董仲

舒则忽而不举袁何哉钥 仲舒对策袁推明孔子袁抑黜百

家袁诸不在六艺之科者袁皆绝其道袁勿使并进遥斯可谓

尽心于圣人之道者也遥 暴秦之后袁圣道晦而复明者袁
仲舒之力遥 冶[13]盛赞董仲舒在和汉武帝的对策中袁提
出抑黜百家袁推明孔子的建议袁使得儒家圣人之道在

遭到秦火的厄运后袁能够晦而复明遥 并指出袁虽然汉

唐以文名世者多受到杨尧墨尧佛尧老虚无报应之说的

干扰和影响袁但也有野始终仁义袁不叛不杂者袁惟董仲

舒尧扬雄尧王通尧韩愈而已冶[14]渊P174冤遥 不仅推崇韩愈袁
而且肯定董仲舒尧扬雄尧王通等野始终仁义袁不叛不

杂冶袁能够坚守儒道袁不受佛老异端的影响遥孙复对汉

唐诸儒的肯定袁特别是他推重汉儒董仲舒袁体现了他

道统说的特点遥与道统相关袁孙复提出野文者袁道之用

也曰道者袁教之本也冶[14]渊P173冤的思想袁主张文以载道袁
文道结合袁以道为本袁以文为用袁文尧道相比袁以道为

主曰并以道为教化之本袁将道贯彻到科举尧学校教育

中去袁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内容的教化之学袁倡导新的

学风遥
石介(1005~1045)提倡儒家道统遥 他说院野道始于

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遥噎噎伏羲氏尧神农氏尧黄帝氏尧少
昊氏尧颛顼氏尧高辛氏尧唐尧氏尧虞舜氏尧禹尧汤尧文尧
武尧周公尧孔子者袁十有四圣人袁孔子为圣人之至遥 孟

轲氏尧荀况氏尧扬雄氏尧王通氏尧韩愈氏五贤人袁吏部

为贤人而卓遥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钥不知更几

千百数年复有吏部钥 冶[15]有别于韩愈的道统说袁石介

列六位圣人在尧舜之前袁 又加进四位贤人在孟子之

后袁并列为野五贤人冶袁而韩愈为贤人之卓袁以表彰韩

愈阐发道统论的贡献遥 即使韩愈的叶原道曳也未把荀

子和扬雄明确表述为道统的传人袁亦不提王通遥但孙

复和石介却把荀尧扬尧王三人正式列为圣人之道的传

人袁这可视为发挥了韩愈的道统说遥
石介把佛尧 老及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浮艳华

丽之文合称三怪袁予以拒斥袁从而体现了其提倡道统

论的理论针对性遥他对佛尧老二怪的评价是院野彼其灭

君臣之道袁绝父子之亲袁弃道德袁悖礼乐袁裂五常袁迁
四民之常居袁毁中国之衣冠袁去祖宗而祀夷狄袁汗漫

不经之教行袁妖诞幻惑之说满袁则反不知其为怪袁既
不能禳除之袁又崇奉焉遥噎噎释尧老之为怪也袁千有余

年矣袁中国蠹坏亦千有余年矣遥不知更千余年袁释尧老
之为怪也如何钥 中国之蠹坏也如何钥 尧尧舜尧禹尧汤尧
文尧武尧周公尧孔子不生遥 吁! 冶[16]石介感叹佛尧老为怪

流行千余年袁流风所至袁人们习以为常袁反不以为怪遥
表明佛尧老确实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袁得到了

人们的野崇奉冶遥但石介鲜明地指出佛尧老与以儒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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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格格不入之处袁 不仅在

君臣父子尧五常伦理尧日常礼俗等方面有悖于中土世

俗社会袁 而且在祭祀祖先这一涉及全民信仰的敏感

问题上袁 佛老也企图以祀夷狄来取代民间对祖宗的

崇拜遥这是提倡孝道而尊崇祖宗的儒家文化所难以接

受的袁故遭到石介的批评遥 石介以尧尧舜尧禹尧汤尧文尧
武尧周公尧孔子等作为佛尧老的对立面袁这表明他提出

圣人一脉相传的道统论是与批佛尧老紧密联系的遥
张载(1020~1077)是程朱派以外讲道统的理学

家遥 他把道统序列中人分为作者与述者两类袁指出院
野作者七人袁伏羲也袁神农也袁黄帝也袁尧也袁舜也袁禹
也袁汤也遥所谓作者袁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遥伏羲始

服牛乘马者也袁神农始教民稼穑者也袁黄帝始正名百

物者也袁尧始推位者也袁舜始封禅者也袁尧以德袁禹以

功袁故别数之遥汤始革命者也遥若谓武王为作袁则已是

述汤事也遥 若以伊尹为作袁则当数周公袁恐不肯以人

臣谓之作遥若孔子自数为作袁则自古以来实未有如孔

子者袁然孔子已是言耶述而不作爷也遥 冶[17]在上述所列

人物中袁张载把伏羲尧神农尧黄帝尧尧尧舜尧禹尧汤七人

视为作者袁而把武王尧伊尹尧周公尧孔子诸人当作述

者遥 作者指发前世所未有袁 述者指继承前圣而光大

之遥 二者承前启后袁体现为圣人之道的传承遥 张载把

道贯穿到这个系列之中袁 并具体论述了这个道在圣

人及各个方面的表现遥 他说院野伏羲尧神农尧黄帝尧尧尧
舜尧禹尧汤袁制法兴王之道袁非有述于人者也遥噎噎耶稽
众舍己爷袁尧也曰耶与人为善爷袁舜也曰耶闻善言则拜爷袁禹
也曰耶用人惟己袁改过不吝爷袁汤也曰耶不闻亦式袁不谏亦

入爷袁文王也曰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遥 噎噎舜之孝袁汤
武之武袁虽顺逆不同袁其为不幸均矣遥 明庶物袁察人

伦袁然后能精义致用袁性其仁而行遥 汤放桀有惭德而

不敢赦袁执中之难也如是曰天下有道而已袁在人在己

不见其间也袁立贤无方也如是遥 冶[18]指出圣人之道通

过圣人的舍己查众尧与人为善尧从善如流尧改过不吝尧
虚心以为天下的行为表现出来袁所以要在明庶物尧察
人伦之中贯彻圣人之道袁并掌握野执中冶的原则袁把道

与人伦与中联系起来遥
程颢 (1032~1085)尧程颐 (1033~1107)以天理论

道袁其倡导的天理之理即是道统之道遥二程确立的儒

家道统从内容上比唐代韩愈更为深化袁其所传之道袁
已成为与理相当的宇宙本体曰从形式上看袁此道有一

相传授受的系统遥野孟轲死袁圣人之学不传冶[19]渊P640冤袁
而由程氏兄弟超越汉唐袁继承孟子袁接续圣道遥 程颢

云院野倡道在孔子袁圣人以为己任遥 冶[20]肯定圣人以身

任道袁并以明道尧弘道为己任袁把理学道统论推广开

来遥 程颢去世时袁程颐为其墓刻石曰院
周公没袁圣人之道不行曰孟轲死袁圣人之学

不传遥 道不行袁百世无善治曰学不传袁千载无真

儒遥无善治袁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袁以淑诸人袁
以传诸后曰无真儒袁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袁人欲

肆而天理灭矣遥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袁得不传之

学于遗经袁志将以斯道觉斯民遥 天不慭遗袁哲人

早世遥 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院道之不明也久矣遥
先生出袁倡圣学以示人袁辨异端袁辟邪说袁开历古

之沉迷袁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袁为功大矣遥 [19]

渊P640冤
指出周公亡后袁圣人之道便不通行了袁而孟子死

后圣人之学亦不传习了遥 所以使得在政治上百世未

有善治袁在学术上千载未出现真儒遥如此使得人欲横

流而天理灭绝遥针对社会发展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袁
二程站在时代的高度袁积极倡导尧推行中断一千多年

的圣人之道袁使之流传开来遥 二程所确立的道统论袁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遥

朱熹(1130~1200) 继承二程袁在二程道统论的基

础上袁又提出一系列观点和命题袁从而丰富和完善了

二程确立的道统思想体系袁 使理学的道统思想更趋

成熟袁这在当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面对二程所传之道未能得到广泛认同袁 而士人

以其所闻与道相异的情况袁 朱熹大力倡导二程的道

统说袁肯定程氏野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遥 辨异端袁辟邪

说袁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遥 盖自孟子之后袁一人

而已遥 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袁则孰知斯人之为功钥 不

知所至袁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钥 冶[21]认为圣人之道

经程氏兄弟之手袁 得以复明于世袁 因而是在孟子之

后袁一人而已袁对程颢及其弟程颐予以高度评价遥 朱

熹在肯定二程的前提下袁也推崇周敦颐遥他说院野惟先

生(周敦颐)道学渊懿袁得传于天袁上继孔颜袁下启程

氏袁使当世学者得见圣贤千载之上袁如闻其声袁如睹

其容遥 授受服行袁措诸事业袁传诸永久袁而不失其正遥
其功烈之盛袁盖自孟氏以来未始有也遥 冶[22]直把周敦

颐视为道学的取道之源袁认为周氏继孔颜袁启二程袁
使宋代学者得以见千载不传之学袁 其传道的功劳乃

孟氏以来所未有遥在朱熹的推崇下袁确立了周敦颐在

道统中的重要位置遥
朱熹通过对叶古文尚书窑大禹谟曳中野人心惟危袁

道心惟微袁惟精惟一袁允执厥中冶十六个字的阐发袁把
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袁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遥 他说院
野心者袁人之知觉袁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遥指其生于形

气之私者而言袁则谓之人心曰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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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袁则谓之道心遥人心易动而难反袁故危而不安曰义理

难明而易昧袁 故微而不显遥 惟能省察于二者公私之

间袁以致其精袁而不使其有毫矨之杂曰持守于道心微

妙之本袁以致其一袁而不使其有顷刻之离袁则其日用

之间袁思虑动作自无过不及之差袁而信能执其中矣遥
尧之告舜袁但曰耶允执厥中爷袁而舜之命禹袁又推其本

末而详言之遥 冶[23]指出尧舜相传以野允执厥中冶袁舜亦

以野允执厥中冶传之于禹遥 野中冶即是儒家圣人传道的

原则遥然而舜在授禹以野允执厥中冶的同时袁又推其本

末而详言之袁把野允执厥中冶扩大为野人心惟危袁道心

惟微袁惟精惟一袁允执厥中冶这十六字传心诀遥十六字

的前十二字是为了说明野允执厥中冶这四个字的袁并
把野执中冶与省察人心袁持守道心结合起来遥 朱熹认

为袁圣人之所以相传以野中冶袁强调野执中冶的原则袁是
因为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野危而不安冶袁而发于义理

之公的道心又野微而不显冶袁要精察人心袁去其私欲之

杂曰谨守道心袁致其义理之一本袁就须野执中冶袁无过不

及遥这是朱熹对野十六字传心诀冶的阐发袁并将此称之

为圣人相传之野密旨冶袁或相传之野心法冶遥这在道统史

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遥
朱熹在肯定二程尧推崇周敦颐尧阐发野十六字心

传冶和野孔门传授心法冶的基础上袁首创野道统冶二字袁
把道尧统连用袁第一次把野道统冶这一名词概念与野道
统冶所指的实际内涵结合了起来袁从而完善了道统思

想体系遥 并推广道的传授谱序袁把道统溯源于伏羲尧
神农尧黄帝等上古圣人袁经尧尧舜尧孔尧颜尧曾尧思尧孟等

传授袁汉唐诸儒未能接续圣人之道袁而由周尧程承千

年不传之学袁把儒家圣人之道传扬开来遥朱熹又继承

二程袁努力奠定理学道统论的体系和范围袁逐步形成

了正式而完善的道的传授系列及道的传人遥后经黄榦

及叶宋史窑道学传曳的确认袁将朱熹本人包括进去袁从
而使儒学道统论得以完全确立袁并得到学界的认同遥

陆九渊(1139~1193)是在程朱派之外讲道统的

理学家遥 他以心论道统袁提出心学道统观遥 既借鉴了

以往的道统论袁又对二程的道统论加以改造袁以上接

孟子而自得其道而自居袁认为道乃人心所固有袁道即

心袁道充塞宇宙袁通万世袁圣人之道与普通人之道无

异袁只要心不蔽于物欲袁就可把心中固有之道发扬光

大遥 他说院野周道之衰袁文貌日胜袁良心正理袁日就芜

没遥 噎噎故正理在人心袁乃所谓固有遥 噎噎自周衰此

道不行袁 孟子没此道不明遥 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

习袁观其言袁往往称道叶诗曳尧叶书曳尧叶论曳尧叶孟曳袁综其

实袁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遥 谁实为真知其道者钥 口诵

孔孟之言袁身蹈杨墨之行者袁盖其高者也遥 其下则往

往为杨墨之罪人袁尚何言哉钥 孟子没此道不传袁斯言

不可忽也遥 冶[24]认为道乃人心所固有袁而孟子之后袁人
却不能明袁是因为人陷溺其心袁溺于科举袁流于野异
端冶遥而朱学由于其性质使然袁不以心为最高原则袁尽
管提倡野心传冶袁但其道仅贯穿于心中袁却不能与心等

同袁故野见道不明冶袁不能使学者野真知其道冶遥 所以陆

九渊主张跨越 1500 余年袁直承圣人之心袁以接续圣

人之道遥他说院野学者之不能知至久矣浴非其志其识能

度越千有五百余年间名世之士袁则叶诗曳尧叶书曳尧叶易曳尧
叶春秋曳尧叶论语曳尧叶孟子曳尧叶中庸曳尧叶大学曳之篇正为陆

沉袁 真柳子厚所谓独遗好事者藻绘袁 以矜世取誉而

已遥尧尧舜尧禹尧汤尧文尧武尧周公尧孔子尧孟子之心袁将谁

使属之遥 冶[25]以此可见袁陆九渊所谓的道统从时间上

与程朱类似袁 都是继承已中断 1000 多年的圣人之

道遥 但不同的是袁他以野名世之士冶自指袁而把韩愈尧
周尧程尧朱等排除在道统之外遥强调正理在人心袁如果

不直承圣人之心袁那么无论是野五经冶或野四书冶袁与心

相比袁都是野陆沉冶之物袁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

而已遥 所以陆九渊倡导心学袁以心论道统袁不仅表现

在他接续圣人之心上袁而且从道的传授形式上讲袁他
以继孟子之后道统第一人而自居袁 自称上接孟子而

自得其道遥这体现了他道统论的特点遥从思想渊源上

讲袁陆九渊自述其学由孟子而来遥当回答学生詹阜民

提问院野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钥 冶时袁陆九渊云院野因读

叶孟子曳而自得之于心也遥 冶[26]所谓野自得冶袁指通过读

叶孟子曳书袁自得其道袁自家体贴出心学要旨来遥读叶孟
子曳与野自得之于心冶相比袁自得于心更为重要遥 以此

体现了陆九渊的心学道统观遥
吴澄(1249~1333)建构完整的道统体系袁提出道

统十四圣之说遥 他说院
夫天生亿兆人袁而人类之中有圣人者袁卓冠

乎众袁天命之以司亿兆人之命遥 一元混辟袁几百

千年而有包牺氏尧神农氏尧黄帝氏袁是为三皇遥纂

其绪者袁少昊氏也尧颛顼氏也尧高辛是也袁而尧尧
舜焉袁而禹尧汤焉袁而文尧武焉遥 此十有二圣南面

为君者也曰北面为臣袁则有周公焉袁此十有三圣

达而在上者也曰穷而在下袁则有孔子焉遥 此十有

四圣袁或以其道而为天下之主袁或以其道而为天

子之宰袁或以其道而为万世帝王之师遥 德天德袁
心天心袁而生天民之命者袁位不同而道一也遥 体

其道之全袁俾世享安靖和平之福袁而民得以生其

生者袁儒道也遥 噎噎三皇于十有四圣为最初袁孔
子于十有四圣为最后袁儒学之祀其最后者袁尊其

集群圣之成也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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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系统论述了早期圣人之道的传授统绪袁他
以伏羲尧神农尧黄帝尧少昊尧颛顼氏尧高辛尧 尧尧舜尧禹尧
汤尧文尧武尧周公尧孔子为十四圣袁十四圣相传以道袁形
成道统遥其或以道为 天子袁或以道为辅宰袁或以道为

帝王之师袁吴澄认为袁十四圣的地位或有不同袁但他

们相传的圣人之道则是同一的遥 他以伏羲尧神农尧黄
帝等三皇为道统十四圣的奠基者袁 以孔子为道统十

四圣的集大成者袁 从而构成早期较为完整的道的传

授系统遥
吴澄认为袁孟子之后袁道统失传袁吴澄把继千年

不传之学的功劳归之二程袁又提出道统十贤袁作为北

宋以来圣人之道的传人遥不仅在朱熹之后袁肯定朱熹

对于发挥二程道统的历史功绩袁 而且表彰元代许衡

继承朱熹尧恢复程朱道统的历史作用遥他说院野孟子殁

而传者无其人袁夫子之道泯矣袁历千数百年之久袁河
南二程子出袁而孟子之传乃续遥同时邵子袁卫人也曰司
马公袁陕人也袁皆迁洛中遥 张子袁秦人也袁亦以邵程之

在洛而时造焉遥噎噎又思程子之学袁其原肇于营道之

周袁而其流衍于婺源之朱尧广汉之张尧东莱之吕遥至覃

怀许文正公尊信四书小学书以教袁 而国朝士大夫始

知有朱子之学遥帝制以十贤从祀孔子庙袁后学跃然有

所兴起遥 冶[28]吴澄推出十贤说袁基本上把宋以来传儒

家圣人之道的重要人物包括在内袁 不仅有与二程同

时的邵雍尧司马光尧张载等著名人士袁有受到朱熹推

崇的周敦颐袁而且有号称南宋野东南三贤冶的朱熹尧张
栻尧吕祖谦袁以及元代大儒许衡遥 这些人物不仅在道

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袁 而且亦是理学思潮发展

过程中创学派的著名人物遥如周敦颐创濂学袁二程创

洛学袁张载创关学袁朱熹创闽学袁邵雍创象数学袁或称

百源学袁司马光创涑水学袁张栻集湖湘学之成袁吕祖

谦创婺学袁许衡创鲁斋学遥由于他们在道统史及理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袁所以得到了吴澄的大力表彰袁并
为元统治者所接受袁以十贤从祀孔子庙袁从而使道统

论为社会所公认遥 不仅道统十贤得到了统治者及社

会的承认袁而且后人亦把吴澄列为道统的传人遥吴澄

并以心论道统袁扩大心学的内涵袁从而把道统包容在

心学之内遥 这又是对陆氏心学的继承遥
王阳明渊1472~1529冤提出野良知即是道冶[29]的思

想袁把圣人之道的内涵确定为良知袁具有鲜明的时代

性遥这是对程朱道统论的发展遥王阳明并把圣人相传

授受之学称之为野心学冶袁把野十六字传心诀冶视之为

野心学之源冶[30]遥 提出野致良知之外无学矣冶[31]袁以野致
良知冶说取代程朱道统论袁从而把圣人相传的道统说

改造为心学遥完成了道统心学化的过程袁这为现代新

儒学之新心学一系所继承袁并以之作为野源头活水冶袁
而吸取甚多遥

除上以外袁明清时期袁道统论继续流传袁并产生

了重要影响遥 这一时期袁朱学与阳明学之争袁理学道

统论的流弊亦对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袁 并反映到对道

统思想的评价上遥 孙奇逢的道统思想和费密对理学

道统论的批评袁反映了时代变迁对道统思想的影响遥
也与整个时代社会转型尧思想发展的实际紧密相联遥

明清时期,由于道统思想的重要影响袁出现对儒

家道统传承脉络整理的风气袁如周汝登(1547~1629)
著叶圣学宗传曳袁过庭训渊钥 ~1629冤著叶圣学嫡派曳袁魏
裔介 (1616~1686)著叶圣学知统录曳和叶圣学知统翼

录曳袁范鄗鼎渊1626~1705冤著叶理学备考 曳袁熊赐履

渊1635~1709冤著叶学统曳袁万斯同渊1638~1702冤著叶儒
林宗派曳等遥 这反映了道统思想的流传遥

受道统思想的影响袁 现代新儒家以接续中国文

化道统袁复兴儒学为己任袁主张以儒学作为主体来融

会吸收西方学术袁而促使中国实现现代化遥现代新儒

家代表人物中讲道统的大致有熊十力尧 冯友兰尧钱
穆尧牟宗三尧唐君毅等遥 熊十力认为道统乃中国学术

思想的中心袁 此一中心思想即由孔子集尧舜以来之

大成袁并随时代发展而演进遥冯友兰以道统为居社会

主导支配地位的哲学袁认为这个道统是发展的袁他既

接着孔孟程朱讲袁又发展孔子之道袁以超越的中国哲

学精神作为道统哲学发展的主线袁追求野极高明而道

中庸冶的最高境界遥钱穆认为朱熹继承二程而确立新

儒学的道统论袁 这是他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曰 后来钱穆又以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

统为道统遥 牟宗三坚持以儒家道统为正宗来疏通中

国文化生命袁他提出道统尧学统尧正统三统之说袁企图

通过提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袁 来作

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袁把
时代民主政治尧 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基本的道

德宗教结合起来袁从而贯通中西袁发展中国文化遥 唐

君毅肯定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道的传授系统袁 这种

人所共喻之道袁形成了延续数千年的道统遥他宣称应

对中华道统文化重加研究考察袁从而弘扬道统袁以应

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遥

三尧道统思想的流弊

道统思想既有促进儒学发展袁 形塑中华民族精

神的积极成分袁 值得今天发扬袁 亦存在着一定的流

弊袁这主要体现在复古的历史观尧排他的正统思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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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尧重道轻文尧内圣重于外王等方面遥
关于复古的历史观遥道统思想以三代为野至治盛

世冶袁主张复三代袁认为愈古而治愈盛袁这与发展的历

史观形成对照袁而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袁但对保

持好的传统比较有利遥
关于排他性的流弊和排他的正统思想遥 虽然应

对道统的排他性作全面尧辩证地理解袁但道统思想中

存在的为争正统袁 即接续孔孟之正传的排他性是显

而易见的袁 这种排他性的流弊坚称只有自己才掌握

真理袁他人之说则未能得道袁这对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带来不利袁尤其是朱陆后学各立门户袁相互排斥袁论
辩纷纷袁发展了其流弊遥 对此袁我们既要认真加以清

理和批判其流弊袁同时亦要辩证地分析袁不因其具有

排他性的流弊就全盘否定它遥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

的干扰以及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袁 把封建

专制主义正统与道统思想相提并论袁 而予以全盘否

定曰又过分夸大道统流派中存在的排他性的一面袁把
道统视为妄自尊大的独断理论袁而加以批判排斥遥这
些都不利于对道统思想作全面的理解遥 而思想史的

事实是袁道统之中没有三代以后历代帝王的地位袁而
以士为道的承担者袁强调从道不从君袁君主之地位低

于仁义之道袁批判君主个人专制独裁袁而主张以道来

限制君权袁这是道统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袁因而具

有对抗君权的意义遥因此袁把道统思想等同于封建专

制主义正统袁视之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袁是缺乏根

据的遥
此外袁道统各流派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袁以接

续圣人之道时袁为了强调己派理论的正确性袁有时往

往存在着排斥其他理论的一面遥对其排他性的一面袁
应作全面尧客观尧辩证的了解袁而不宜过分夸大遥 首

先袁各道统流派为了发展道统思想袁提出新的理论袁
确有对与己不符的思想和旧理论加以排斥的一面袁
比如韩愈排斥佛老尧杨墨曰程朱超越汉唐旧儒学袁排
斥韩愈曰陆九渊直接孟子袁排除朱熹等等遥 但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袁这种排他性对于理论的创新尧思想的

发展是必要的袁不如此则新思想无法产生袁旧理论将

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袁 中国文化也将失去创新性

和活力遥
其次袁 道统各流派对其他思想理论的排斥不是

绝对的遥 也就是说袁在批判排斥的同时也有所吸取曰
或者说袁既有排斥袁又有肯定袁并非水火不相容遥比如

儒学道统既排斥佛教袁 又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以丰

富自身的理论曰程朱既把韩愈排斥在道统之外袁又肯

定其野文以载道冶的思想和野轲之死袁不得其传冶的说

法袁对其叶原道曳一文备加赞赏曰陆九渊既抛开周敦

颐尧程朱袁以自己直接孟子袁又继承程朱之天理袁只不

过以心即理袁而并未否定天理曰王阳明既以野致良知冶
说取代朱熹之道统论袁又对朱熹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袁
只不过企图以心学的面貌重塑晚年之朱子遥 这些方

面都说明道统的排他性是相对的袁 并不是完全抹煞

与己不合的其他学派遥 即使宋明儒道统论主张超越

汉唐袁直承孔孟袁那也是为了以义理心性之学取代汉

唐考据之学和传统的笺注经学袁 这代表了学术发展

的趋势遥即便如此袁宋明儒也肯定了汉儒董仲舒的思

想袁表彰其正义尧明道而不计功利的价值观遥
另外袁 我们在看到道统各流派所具有的排他性

流弊的时候袁不应因其流弊而全盘否定道统思想遥因
为道统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已体现为以儒学为主导的

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传统袁 道统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
否定了道统也就等于否定了儒学及中国文化遥 须知

没有抽象的尧 脱离具体道统论的孤立的道统遥 普遍

的尧一般的道统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存在于特殊的尧
个别的道统和各文化派别之中袁 通过具体的具有排

他性的各道统流派的思想表现出来曰同时袁在具有排

他性的各道统流派尧各文化派别中体现尧贯穿着中华

大道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遥 所以不应因为道统思想

具有排他性的流弊就全盘否定它遥
关于重道轻文的流弊遥 在文尧道关系上袁道统思

想所具有的重道轻文的弊病袁 一定程度压抑了文学

的正常发展遥 韩愈既是思想家袁又是文学家袁他在倡

道的同时袁又倡古文运动袁提出野文以载道冶的主张袁
强调作文志在古道袁 指出 野读书著文袁 歌颂尧舜之

道遥冶文章为传道而作袁把文作为载道的工具袁而忽视

了文章的文学性遥后来袁程颐进一步提出野作文害道冶
的思想袁以道为本袁以文为末袁告诫学者如果专意于

作文袁则将玩物丧志袁有害于道遥 这一思想对文学的

发展袁产生了一定的流弊遥
儒学道统关于野文所以载道冶思想的实质袁是以

体现儒家仁义道德的道来作为支配文学的灵魂和精

神遥这一方面使得历代作家重视自己作品的思想性袁
以发挥其教化功能袁 儒学之道中涵养的中华民族精

神对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遥另一方面袁重道轻文的

观念重在传道袁相对忽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袁由此

使得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发展的领域和自

己的本性遥受野文以载道冶观念的影响袁理的说教充满

于文学作品袁使人感到乏味遥由于强调文学中的认识

功能和教育功能袁 以至于忽视甚至隐没了文学的娱

窑72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6 年 第 33 卷



乐功能和审美功能袁使文学的生活源泉逐渐枯竭遥因
此应扬弃儒学道统的文学观袁批判其流弊袁恢复文学

的自性袁使文学在自己的领域开掘前进遥但也不能因

此而走向唯美主义和 野为艺术而艺术冶 的另一个极

端袁把文学与现实人生的思想道德完全脱离开遥须知

离开了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打动人心的袁也
很难产生长久的影响力遥所以袁道与文尧思想与艺术尧
善与美尧伦理与自然的结合袁而不是互相脱节袁无疑

是应该提倡的遥
关于内圣重于外王袁相对忽视外王事功的流弊遥

虽说道统思想主张把外王与内圣相结合袁 但二者相

比袁以内圣为本袁以外王为内圣的表现袁所以相对忽

视外王事功遥 其结果是重视通过内心的自我修养以

成圣的工夫袁忽视造福于社会的事功修为袁即使有外

王的倾向袁 也以道德践履和贯彻内圣的伦理原则为

主袁 以至产生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难以在内圣心性

之学中开出的局限性遥
与此相关袁 道统思想重视理想人格的实现和道

德修养袁轻视物质利益的满足遥道统论中的崇尚圣贤

的理想人格观以追求成圣为最高理想袁强调野超凡入

圣冶袁人人做得圣人遥 这虽然提高了野愚夫愚妇冶的人

格地位袁但却对物质利益相对忽视袁轻视对民众物质

利益的满足袁而对发展生产力较为不利遥道统思想以

仁义之道为根基袁强调主体思维能动性的发挥袁因而

重视道德理性与道德自律袁 但其流弊则产生了伦理

约束尧压抑人性的倾向袁而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则相对

忽视遥
以上道统思想的流弊是客观存在的袁 也是其落

后性保守性的表现袁反映了与现代文化的时代差距遥
因此袁 应以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取舍道统

思想的标准遥 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从事中外文化的

沟通与交流袁既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袁又消解道统思

想的弊病袁使中外文化相兼互补袁摒弃其糟粕袁取其

精华袁使儒家道统思想通过扬弃传统而走向现代袁同
时推陈出新袁不断发展遥

由于道统思想的历史嬗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袁 既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文化

特色袁又在历史上并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持久尧深刻的

影响袁因而系统整理尧客观深入研究道统思想具有重

要的文化意义遥不论何种有生命力的文化袁其生存发

展袁既要认同自身的价值袁又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和环

境遥 如果因循守旧袁其结果必然没落遥 道统思想要在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袁 首要之举

是批判自我袁克服其流弊袁才谈得上推陈出新袁以其

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袁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袁
并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袁 紧跟时代

发展的步伐而走向新时代的文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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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Abuses of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AI Fang-lu
(Colleg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袁610066)

Abstract: 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 is a fundamental theory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concept of 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It was first
officially brought up in Tang Dynasty with clear theoretical pertinence as a response to the prevalence of
Buddhism that challenged the orthodox Confucian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many ideologists presented
and advocated such theor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re was a consensu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ism had never been suspended since the era of Confucius so as to stand up to the challenges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y promoted enlightenment by education with morality ( 道) as its core doctrine, and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rites and music as its content with an aim to create a new academic atmosphere
focusing on universal principle, humanity, disposition and morality. The appearance of 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
was inevitable.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has far-reaching impact upon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ernicious and?corrupt?tendencies in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worthy
of analysis, such as its reversionary historical view, exclusive orthodox thought, more emphasis on morality than
on literature, and 野be sage within冶 being more valued than 野be kingly without冶, etc.. 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
with its profound cultural origin, deserves to be given much more attention to dig out its value that might be
beneficial to moder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e theory
need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o go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 野Confucian Orthodoxy冶; theoretical pertinence; historical evolution; abus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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