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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胡秋原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

题的关注, 都有哲学思想贯穿于其间。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心学特征, 并形成了自己

的特点, 这就是赋予 /心0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把 /心0与 /理0结合起来, 由 /心0来讲人的心灵

与精神、知识与道德,落脚于人格追求, 从而对什么是人和如何做人的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说

明。胡秋原哲学思想的心学特征表明,除了现代新儒学之外, 儒学在 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也

可以通过其他形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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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秋原作为 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 主要地思考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更多地关注于

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和台湾海

峡两岸关系问题的关注,其实都有哲学思想贯穿于其间。在他的这些思考与关注中, 可以

发现包含着哲学的内核,闪耀着哲学的智慧。正如他在 5我的哲学简述 6一文开篇所说:

/事实上,我的文章都是由我的哲学观点出发的0¹。因此,在研究作为思想家的胡秋原

时,探讨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胡秋原的哲学思想,研究者们当然可以从

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和探讨,但有一点尤其需要注意,这就是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心

学特征。正是从心学路向出发,胡秋原形成了自己理解文化与人生的哲学思想, 也由此而

展开了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以及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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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可以说,探讨胡秋原的哲学思想及其心学特征,是研究作为思想家的胡秋原的门

径之所在。

一、对心学路向的认肯

胡秋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更非现代新儒学人物, 其基本主张在于 /超越传统派、

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 0¹。但他的哲学思想同样受到中国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他的哲

学思想的心学特征,从思想来源上看,就是承继中国哲学中的心学传统而来, 并与故乡鄂

东之地的心学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自隋唐之际道信、弘忍在黄梅开启中国化禅宗, 中经

晚明李贽在黄安、麻城创发心学异端思想,再至 20世纪来自巴河两岸的熊十力、徐复观师

徒弘扬现代新儒学心学路向, 鄂东之地在千余年间延续了心学传统。º 熊十力是湖北黄

冈人, 徐复观是湖北浠水人,胡秋原是湖北黄陂人。三县同属鄂东之地,而三人之间也关

系密切:胡秋原与熊十力有着师生之谊,与徐复观更有着朋友之交。正是这样, 胡秋原对

于中国哲学中从孟子到熊十力的心学传统,有着直接而深切的感受,作了明确的肯定与积

极的吸取。

胡秋原对孟子开启儒学心性论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只有孟子的心性论才为孔子开

创的儒家学说提供了哲学基础。其所以如此, 就在于孟子通过性善论对 /人心 0作了前无

古人的深刻阐发。他对孟子作了深入论析, 指出: /他发展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 提出

性善论;并以人之性通于天。因此,对于人心赋以最高的意义。他相信人性之善, 如水之

就下。羞恶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此为四端。此为良知良能。

扩充此良知良能,即是仁义礼智。-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存心也。.存心者, -以仁存心 . ,

-存心莫大于寡欲 .。还要尽心。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当即发展

良知良能之意,即所谓诚。-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他说: -上下与天地同

流,万物皆备于我。. -仁, 人心也;义,人路也。. 0»在胡秋原看来,孟子的这一套心性论,

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认肯 /人心 0的 /良知良能 0及其 /存心0、/尽心 0,来确定人与宇宙万

物的根本区别,从而确定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他说: /我们先哲认为人类是天地宇宙

的最高产物。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呢? 5中庸 6所说 -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

参 . ,使人的地位与天地同尊了。所谓-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 , -上下与天地同

流 . , -万物皆备于我 . , 皆是此意。 ,,将人与宇宙放在同等地位, 是中国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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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0¹

胡秋原认为,继孟子之后, 陆王心学进一步承绪、发挥了心学路向, 并在心学路向中进

一步贯注了理性的精神,强调了人格的意义, 深入阐发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鲜明地凸

显了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正是这样, 他对陆王心学作了许多肯定和赞扬。他说: /陆

象山谓: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说: -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是宇宙

内事。.这是说应对天下之事关心和研究之意。王阳明特别说: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是

推亲亲仁民爱物之意于天下之人与物的博爱之意。作为宇宙中一分子,我们应对其他分

子皆抱关心爱心,是中国哲学之又一特色。0º 特别是对王阳明, 他作了充分肯定, 指出:

/十六世纪王阳明出来大放光辉, 发动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很多人说明末诸儒是王

学之反动,或以王学为玄学,此实大误。有了王阳明之思想解放, 才有明末诸儒光芒四射

之书。0»在 5中国英雄传 6一书中,他在推崇于谦为明代英雄时, 专门引录了王阳明对于

谦的评价: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 我来何处吊英贤。0¼正是这样,

胡秋原强调: /复兴中国文化,当由王阳明及明末诸儒出发。0½

对于熊十力所开启的现代新儒学心学路向,胡秋原更因与熊十力有着师生之谊, 而推

崇有加、评价甚高。在他看来, 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与现象学家胡塞尔、谢勒 (今通译为舍

勒 )的哲学思想相似, 实为一种很深刻的现代形态哲学。他说: /中国新哲学主要在英语

世界影响之下,有很多人介绍和研究英美新实在论和罗素之说 (如张东荪、张申府、冯友

兰、金岳霖等 ),而有一人, 同时独立达到胡塞尔和谢勒之同样思索的, 这便是熊十力先

生。他所说的-即用显体 . ,可概括一切新实在论的认识论; 尤其是与胡塞尔 -对象在直

观中在本质形式上以体自现 .之说相同。而说哲学不能为科学附庸, 认识论仅哲学之一

步骤,哲学究竟义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哲学在识一本, 在以性智的自明自识,体认

本体, 亦与谢勒之说相同。0¾他又认为,现象学家哈特曼与熊十力也有共同点: /哈氏在

认识论上认主观由客观规定,而客观由主观认识,实为相通, 此与熊十力先生 -心不离境,

境不离心 .之说相同。0¿在胡秋原看来,熊十力哲学的心学路向的宗旨,就在于由心学来

弘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他说: /先生于我有师生之义。尝勉我以事功,并

屡讽示欲我继续其学。先生大力精思,至意无非欲国人自知其自性,共宏爱其族类之心。

此实儒学之血脉,为我无刻或敢忘。0À在谈到熊十力当年在学问上的提携与鼓励, 成为自

己在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压迫时坚持独立人格、追求民族理想的有力支撑, 他动情地说:

/也有人劝我,何必不到外国更安静的写书? 但在这里看我的书的人较多,而我虽自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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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朋友有限,然尽我们一点微小的知识责任, 也似乎功不唐捐,也便可见自由中国非

不可为。我在民国十四年曾以一篇试卷受知于熊十力先生。最后一句是 -吾其不得自逸

矣 . ,我不敢有负少年时代的初心。0¹

对于发祥于鄂东之地的禅宗,胡秋原也从心学路向上予以了肯定。他虽对宗教持永

不信奉、永不提倡的态度, 认为宗教主张神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 但却认为可以从尊 /心0

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尊 /神 0的意义上,来肯定宗教的价值, 指出: /如果说, 人类必须要有

一大的信仰,则我以为,与其假定一个超越的神, 不如确认一个存在于人心同然之处之大

存在。中国人认为-民意即天心 . ,禅宗说 -即心即佛 . ,更为深切著明。0º

当然,胡秋原对中国哲学中从孟子到熊十力的心学传统表示认肯, 并不意味着他是文

化保守主义者,更不意味着他属于现代新儒学人物。他从心学路向出发,对文化与人生作

出了自己独立的理解和阐发。

二、由 /心 0来凸显 /人 0

胡秋原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认肯中国哲学中的心学传统, 具有鲜明的心学特征,其用心

与目的,就在于试图以此对人的生命存在予以重视和凸显。他强调 /心 0,高扬 /心 0,并不

在于主张 /心 0是比 /物 0更重要更根本的世界本原, 也不在于强调 /心 0具有比 /理 0更重

要更巨大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在于由 /心 0来揭示 /人 0的生命存在的特点,使之与其他生

物的生命存在相区别,进而凸显 /人 0在宇宙中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他是通过强调 /心0

来凸显 /人0。 /人 0才是他讲 /心 0的真正归结点。

人是什么? 胡秋原列举了西方哲学家古往今来的种种论说, 如 /理性的动物0、/社会

的动物 0、/制造工具的动物 0、/能够语言的动物0、/能认识本质的动物 0等等; 在他看来,

这些论说都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因此,他更重视中国古代先哲、特别是孟子对人的说

明,指出: /周武王说-唯人万物之灵 .。孔子说 -人者天地之心 .。孟子说 -人之异于禽兽

者几希 .。异者, 在人有四端: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为人之道,亦扩

充此四端而已,四端是真妄之别与道德意识。0»他认为,只有孟子讲的 /四端 0, 才对 /人

心 0的内涵作了深刻揭示和把握, 才真正发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类本质, 才真正说明了

/为人之道0,才真正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胡秋原由此来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他说: /我的存在论,主要来自中国哲学。0¼

具体地说, 5易传 6所提出的 /天0、/地0、/人 0三才观念,给予了他深刻的影响和启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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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我们古来所说天、地、人,恰与物质、生命与人类心灵、精神相当。0¹ /天0即是物质

性的存在, /地0产生了生命的存在,只有 /人0才使生命具有了心灵与精神。由此看来,物

质、生命与人类构成了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的进化过程, 形成了三个不同等级的宇宙层次,

在宇宙进化中分别表现为运动、生育与创造三种功能。 /人0作为最高级的生命存在, 因

其心灵与精神,而具有创造功能,这是 /天0与 /地 0所不具有的。人的创造功能的产物就

是文化,文化包括了技术、制度、学艺等全部人造物。他说: /我将文化与自然对照: 自然

产生自然、银河、太阳、地球、山河大地、动植物,都是天造地设,也可说是自然本身的变化。

文化则是人类的人力人工创造的。0º他认为,这就充分显示出人的生命存在的特点,可以

据此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如是回答: /人为创造文化的动物0»。

由于物质、生命与人类三个宇宙层次的性质与功能各不相同, 因此,胡秋原认为, 在这

三个宇宙层次中,上一个层次尽管由下一个层次进化而来,但却不能还原为下一个层次,

也不能够与下一个层次合而为一。特别是 /人 0, 更不能与 /天 0、/地 0作这种还原与合

一。正是这样,他不赞成中国传统哲学中 /心物合一 0、/天人合一0的观念, 也不赞成现代

新儒学对这些观念的重新提倡,认为: /近年以来, 我国新儒学家喜欢说 -心物合一 .、-天

人合一 .是我国文化特色。如果心物合一, 既无思想之可言,亦无对象之可言了。而 5易

经 6区别天道、地道、人道, 显然不主张天人之合一。子产说 -天道远, 人道迩 . ,申包胥讲

-天人交相胜 . , 5中庸 6说-道不远人 . , 皆可见儒家无天人合一之说。孟子说 -天时不如

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 ,也是将三者分开的。0¼他进而断言: /中国文化特色是人文主义,

不可能讲天人合一。0½ 在这里,胡秋原对现代新儒学提出了明确批评,表明他并不属于现

代新儒学人物。

胡秋原又指出,不主张天人合一,并不是说物质、生命与人类没有关联或不发生关系。

这三者间的关联就在于追求三者间的谐和, 特别是 /人 0要与 /天 0、/地 0谐和相处。他

说: /最重要的是应求天地人的大谐和 ) ) ) 所谓 -太和 .。天地的运动早已进入平衡状态

了,但还有人的问题。我们说顺天应人,说爱惜物力,不可暴殄天物,说斧斤以时入山林,

说人不可与水争地,都是求人与天地之谐和。近世西方人以科学可以 -征服自然 . , 直到

本世纪二次大战以后,才知道地球资源之有限,才知道必须保护环境, 也就是保持人地之

谐和。人类虽站在进化的巅峰, 毕竟依赖自然而生, 所以古人说天心仁爱; 王阳明说到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这也就是普遍的爱心。0¾在他看来, 中国哲学中的心学传统所提

供的 /仁心0、/爱心0, 正有助于 /人0与 /天0、/地 0的谐和相处,意义深刻, 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胡秋原对中国哲学中的心学路向的认肯,其主旨在于通过强调 /心0来凸

显 /人0,进而说明 /人为创造文化的动物0,说明 /人0在宇宙中的位置,说明 /人 0与 /天 0、

/地0的关系。也正是这样,他强调中国文化特色是人文主义, 进而从文化意义上对 /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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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更深入的阐发。

三、由 /心 0来高扬理性与德性

以 /人为创造文化的动物0为出发点, 胡秋原进而对人的创造文化的功能进行了具体

深入的考察,力图揭示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本质的东西。在他看来, 既然只有到孟子讲

/四端0、讲 /人心 0,才真正发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类本质,才真正说明了 /为人之道0,才

真正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那么如果对 /四端 0、/人心0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就会

发现其内核在于理性与德性。也就是说, 他强调 /心 0, 高扬 /心 0, 凸显 /心 0所独具的创

造文化的功能,就在于强调、高扬、凸显理性与德性。正是这样,他对王阳明心学作了自己

的理解和说明,力主 /心0之中的 /理0的内涵,指出: /王阳明提倡心学,丁文江说他是玄学

家,其实王阳明说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 ,是以理性思考事物之意, 我曾以其所说与

笛卡儿之书对照,是非常相似的。0¹在他看来,讲 /心0与讲 /理 0应当是统一的,而不应当

是分离的。

胡秋原对理性与德性在创造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阐发。他指出, 所谓文化至少有三

种:一是工具、技术,这是对自然使用的;二是制度, 如家庭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等, 这是为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而建立的;三是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 学问知识是人的理

性的体现,道德观念是人的德性的体现, 二者合之为 /灵 0, 即都属于精神性、思想性的东

西,是 /人心 0的内核。在这三种文化中, /前二者是人类固有的能力, 与动物之能力还只

是程度之差。而最后一点,则是质的不同。有最后的能力,就能对技术与制度不断加以改

进,此即所谓创造。0º因此, 人之所以为 /创造文化的动物 0, 不仅在于能够制造工具, 也

不仅在于能够组织社会,最为关键的在于 /人心 0具有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

对于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对创造文化的意义, 胡秋原作了进一步分析,

强调这是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与动物的分界之所在。他说: /动物有感觉与知情意的作

用,而且有美感, 这是达尔文所曾证明的。但是动物总不能造出学问。学问要形成抽象的

概念, 再把概念连结起来进行推理。现在动物被人训练得能够打字、跳舞, 然而思考、推

理,动物无论如何做不到。0» 又说: /人类与动物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 就是人类的知

识、推理能够看得更大更远。同时人类道德的范围不断在扩大, 首先是自己的部落,后来

是自己的民族,乃至-四海之内皆兄弟 .。人类互相扶持同类的范围,一天天扩大。动物

虽然有本能,但除现在以外不能推将来,除了自己母亲以外, 自己的父亲可能也不晓得。

一切道德观念起于同类的关心,一切的知识,所谓推理, 都是能够由现在推将来, 由已知推

未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在这一个地方,想得远一点, 看得广一点。所以, 一个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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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想到自己,只想到今天,人与禽兽这个几希没有了,那就是禽兽。如果你不想用自己

的知识、智慧,为更远的事、更多的同类来想,不过是个动物而已嘛。0¹ 因此, 人能创造文

化而动物不能创造文化, 关键在于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

观念。

正是这样,胡秋原对于文化、学问、道德诸关系作过一个概括的说明, 指出: /人是创

造文化的动物,因而为历史的动物。人类除生物的需要外,尚有德性 (价值判断、美善观

念、同类相亲 )、理性 (知性、同异辨别、关系联络 )之能力。二者是文化创造之原动力, 使

人类有创造文化之可能;而环境对需要之供给有利的机会则使此可能成为现实。文化指

人类一切德性与知性之制作或创造, 包括技术,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及一切学艺之系统。

文化与文明可作同义解。文化使一定人群结成一定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他们应付环境的

工具, 发展人类性能、实现更大自由之工具。人类创造文化以后才由自然进于历史,故人

亦为历史动物。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才由先史时代进入历史时代。当一定之语言及其文化

将不同的部落结成民族时, 文字更加固定之。人类史即文化史, 亦即各民族文化生长、变

动、交涉、竞争之过程。0º因此,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对于人来说尤为重要。

不能离开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来讲人、来讲人的文化创造。由于理性与德

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都属于精神性、思想性的东西,因而胡秋原认为: /在文化变动

中,思想是最能动的因素0» 。这就强调了 /心0对于创造文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胡秋原进而认为,尽管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都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但两者的作用与

价值并不是等同的。对于人来说,对于人的文化创造来说,道德观念比学问知识更根本、

更重要。他说: /道德不是奢侈品。他对社会之功用, 有如血之于人体。红血球输送氧气

与养料,一旦有细菌入侵, 白血球起而抗毒, 这有如道德之克服罪恶。道德保持一个社会

之安定团结,促进人民之平等合作,克服势利主义罪恶,并鼓励一个社会成员为善的责任

和勇气,保持社会之正义。于是才有社会之安宁, 文化的发展, 而这是人道之条件。人道

者,创造文化、创造历史的人之所以为人也。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废弛, 走向势利

主义、虚无主义, 也就必然造成社会之内乱, 文化之衰败。0¼因此, 他认为: /一社会之道

德心以及理智状态为创造力之原动力,二者亦互相作用,但道德更为重要,因道德衰落后,

理智亦必麻木而错误。0½ /我相信精神比物质更为重要。,,精神力中最重要者, 也许

即是老生常谈之道德。0¾在他看来, /心 0中最为重要的内核,是德性,是 /道德心 0。

胡秋原又指出,道德不仅对于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而且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

说极为重要。他由对 /道德心0的强调出发,进一步对 /社会道德心 0作了阐扬。他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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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非他,是一个民族生命力之健全状态,亦内部亲和团结之条件。当一个民族统治阶级腐

败之时,亦即活力枯竭之时,技术也好,知识也好,是不足自保的;而只要一个民族还有新

的成份品质,因而生机之时,必能创造新的力量与前途。0¹由此, 他尤其强调民德士气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创造力的保障。他说: /在一社会之技术 (人与自然 )、制度 (人与

人 )与学艺 (人与自然、人 )之三部门中,对技术与学艺起维护、协助之作用, 而保持二者之

调和者,毕竟有赖于制度。三者并非抽象概念与物质,而是有人主持及活动其间。主持及

操作制度者是统治集团,主持技术及学艺者是知识分子。当一社会道德心强盛时,不仅保

持社会之内在亲和,而且相互关切共同之利害,因而尊重学问与人才、新的思想与观念,因

而调节制度技术学艺之调和,而有文化之兴,国家之治。道德之衰落常起于统治集团与既

得利益之势利主义,此使彼等由私而愚,或由私愚而贪而暴, 并污染社会,毒害性灵。此时

常赖知识人提出因革损益之道以救之,通过社会之力以救之。如不能救,甚至知识人亦势

利腐化,社会必乱 (内战 ),而统治集团亦必终被推翻。而乱的时间和空间之久广, 决于腐

败程度之深广。然起而代之的新势力必为多少接受新观念, 即新文化者。于是此社会仍

有再兴、再治之可能。学问是一民族之实力。道德则是扶持力,所以善恶消长与国家兴衰

有密切关系。0º正是这样,他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时,十分重视和凸显汉代的精神气

象,认为: /汉人的德性 ) ) ) 刚健恢弘之气,实事求是之诚, 由宽厚而生的亲和力, 由自爱

而生的荣誉心,是两汉光荣伟大的根本。在汉人道德崩溃后, 不但汉朝天下完了, 连汉代

文化也崩溃了。0» 这种从民族、国家的整体上对民德士气、/社会道德心 0的重视和强调,

可以说是胡秋原由 /心 0出发论道德、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样一来,胡秋原就从对 /心 0的凸显出发, 强调了 /心 0与 /理 0的内在关联,强调了

/心 0所包含的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 强调了 /道德心0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

意义, 更强调了 /社会道德心0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从而赋予了 /心0以更为丰富、更为

深刻的文化内涵。离开了 /理0的内容,离开了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 离开了

这些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不可能理解胡秋原所讲的 /心 0的。

四、/儒侠身兼 0的人格追求

从重视 /心0所包含的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出发, 胡秋原对于人格尤为

看重和强调。他主张由 /心 0、由人的精神活动来看待和界定人格, 由此对人格下了一个

定义: /人之所以为人,为万物之灵者,在其有精神活动, 此精神活动之全体谓之人格。于

是才有人之价值,人之尊严。动物是必死的, 人也是必死的, 人格则是不死的。人格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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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仅在于理性之辨别力,而且在于价值之追求 ) ) ) 真美善之追求。0¹在他看来,人格

是 /心0的文化内涵的总体性呈现,人格精神是人的一种超越自身生命存在的独立自由的

活动, 而所谓人格尊严就是 /人的精神价值超过任何物质与生命的价值0º。因此, 他强

调 /心0,高扬 /心 0,凸显 /心 0所独具的创造文化的功能, 并由之强调、高扬、凸显理性与

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其落脚点在于强调、高扬、凸显人格。

胡秋原认为,人的德性、道德观念, 最终在于培养人格。他说: /中外一切道德教训,

并不是只教我们作一规行矩步之好人而已的, 而都是教我们维护人格尊严, 并保护人格尊

严,使人类向上而不是下坠的。0» 在他看来, 这种对人格的追求, 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

中尤为突出。 /中国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代表者, 所谓学即是学为圣人,即是发展人格之

意。0¼例如, /在中国, 5左传6之三不朽说,孔子所谓仁与义,所谓智仁勇,所谓 -见义不为

无勇也 . , -士可杀,不可辱 . ,都是说的人格尊严。0½而在这方面, 孟子所开启的心学传统

作了最重要的阐发。他说: /孟子更在理论上发挥甚多。这便是他说的 -性善 .论, -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充分发展人格的是尧舜, 此所

谓 -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格是庄严的,此所谓 -大丈夫 .。此后发挥人格尊严之意的, 是

陆王学派,即所谓 -堂堂做人 . ,所谓-致良知 . , 以及自尊无畏的精神。0¾

胡秋原认为,人格的培养有赖于人们的修养。各个人对于人格的修养程度不同, 其人

格亦有高下的区分。他说: /人性无高下可说, 而人格则有高下,那便是各人对于人格所

修的程度之高下。这程度之不同,不是生来不同, 而是各人造诣之不同。0¿因此, 人格修

养十分重要、极为关键。在人格修养问题上,胡秋原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 主张一种 /儒

侠身兼 0的人格追求。他说: /如问什么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精神, 不如看中国知识分子

之风度。如问什么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之风度, 我以为便是 -儒 .和 -侠 .。,,此

外,儒与侠在消极状态中, 也往往采取一个共同方式, 即是 -隐 .。0À在他看来, /儒 0、

/侠0、/隐0, 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的三大人格, 是中国古代学者的三种生存形态, 而

孔子正是兼具这三种人格的楷模。他说: /孔子固儒家之祖,也可说一个有三种人格的

人。他有-君子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 .的责任心,有 -不忧不惑不惧 .的自尊心。因此,他

除了温良庄恭俭让的儒者风度外,还有一种-刚毅木讷 .的威严, -强哉矫 .的勇敢。他说:

-若臧武仲之知, 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又

说: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久而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矣。.他的大弟子曾子说: -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唯其有这种责任心, 他又说: -可以托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 君子人也! .硁硁然侠气逼人了。

而另一大弟子子路,曾以标准武士而殉身。又,孔子说过 -无道则隐 .。他到处奔走,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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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隐士, 不无同情, 尝叹息 -贤者避世,其次避地 . ; 又说: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他

甚至有时也有-乘桴浮于海 .、-欲居九夷 .的想法。只是生命力坚强,才 -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 .。但他说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 , 到底是不否认隐在一定时期之必要的。0¹ 他还认

为,这种 /儒侠身兼0的人格追求,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 特别是心学在

历史上于此贡献尤大。他说: /东汉学者与党锢人物,王阳明一派的儒家, 以及东林复社

诸人, 都有一股侠气。所以我们崇敬的人格, 是所谓 -儒侠身兼 .。0º 对于这种 /儒侠身

兼 0的人格追求, 胡秋原又曾转换为现代语言表达,这就是: /儒家道德以忠恕仁义为根

本,而以道义的勇气来完成。0»在他看来,这种人格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他感

叹地说: /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平民代表的资格, 本忠恕立场, 仁义原则,为生民请

命;必要时, 挺身而战;万一无法,退保方寸之安。但无论如何,不受货财暴利之淫屈, 可杀

而不可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这种精神教育, 铸造了中国之国格, 也就保证了中

华民族之生存和发展。没有这气概, 早已没有中国了。0¼

正是这样,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在事功上和在道德上都有光彩的人物及其人格, 胡秋

原予以了大力推崇、表彰、弘扬。在他看来,所谓英雄, 不一定就是跃马横戈、擎旗斩将的

武士, 而应包括那些有学问的杰出人物和那些有道义的杰出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尚

人格的杰出人物,应当作为英雄楷模来加以推崇。他在 5中国英雄传 6一书中即着力突出

这一点。他赞扬李牧的将才与品德, 认为: /李牧为我国对外作大战获大胜之第一人。

-兵者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以逸道使民 . , 使人有从军之乐; -以生道杀人 . , 杀其

所当杀;以最小牺牲, 得最大战果; -静如处女,动如脱兔 . ;不轻言战, 战必大胜,这才真是

大将军之风。所以唐代高适诗云: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

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0½他看重玄奘的学问与勇气, 认为: /玄奘一生, 不仅表现中国人

求知好学之勇猛,冒险犯难之无畏,更表现中国人吸收与创造之才能。求学异邦, 终能胜

过异邦,这是今日求欧美学问者,也应该有的志气。又法师虽与国防无关,然其人格学问,

无形中提高了大唐信誉; 他的外国知识,对于后来招抚突厥、西域, 乃至王玄策之招抚印

度,都是间接有影响的。0¾他肯定范仲淹的道德与功业, 认为: /他慷慨论国家大事,说读

书人应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一时士大夫以人格学问事业相砥砺的风气, 是他

首创的。0¿他尊崇文天祥的民族气节, 认为: /他的热烈至诚,惨烈苦斗,和从容而壮烈之

死,不但为后人留一万古凛冽的模范,并留下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心: -江山不改人心在,宇

宙方来事会长。. 0À对于甲午战后,丘逢甲、刘永福等领导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的

斗争,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予以了高度评价,称: /事虽不成, 可见台民忠义传统, 无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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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而台湾为内地首行共和制度之区, 亦永光史乘。0¹胡秋原认为,向今天的中国人介

绍从李牧到刘永福这些中国英雄,不仅在于了解历史, 也不仅在于崇德报功, 更在于能够

从他们的人格与事业中获得励志与益智。因为在他们身上, /道德心0乃至 /社会道德心0

得到了真实的、充分的显发,对于培养现代中国人的人格,提升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尊严,有

着很大的教育作用和启示作用。

五、儒学在现代新儒学之外的另一种新开展

通过以上论析,可以看出胡秋原哲学思想的心学特征有其自己的特点, 这就是在肯定

/心0、高扬 /心0的同时,赋予 /心 0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把 /心 0与 /理 0结合起来, 由 /心0

来讲人的心灵与精神、知识与道德,落脚于人格追求,从而对什么是人和如何做人的问题

作出了深刻的说明。在胡秋原看来, 这也就把握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走向。他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考,以及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的关注,也

正是由此而出发的。

在这个问题上,胡秋原与 20世纪现代新儒学开展有着某种相似相通处。在现代新儒

学的开展中,熊十力首先创建 /新唯识论 0体系,凸显出 /心 0, 强调了本体的主体性,表现

出鲜明的心学路向;冯友兰接着建立了 /新理学 0体系,凸显出 /理0,强调了本体论的理想

性,表现出鲜明的理学路向;贺麟建立 /新心学0体系,主张把 /心 0与 /理0结合起来,凸显

出 /心即理也之心 0,既讲本体的主体性,又讲本体的理想性, 在心学路向的基础上充分地

吸取了理学内容。贺麟把 /心即理也之心 0称为 /逻辑的心0, 主张: /逻辑意义的心,乃一

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

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

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0º在这个意义上, 贺麟的 /新心学0又可以称为 /精神哲

学 0, /所谓精神哲学, 即注重心与理一, 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 0»。这样一来,

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实经历了一个 /心 ) ) ) 理 ) ) ) 心与理一 0的过程, 在凸显 /心0的同时,

也强调了 /理 0,从而走向了 /心0与 /理 0的结合, 使 /心 0最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¼

胡秋原哲学思想中对 /心0的理解与阐释, 重视理性与德性、学问知识与道德观念, 既表现

出鲜明的心学特征,又表现出丰富的理学内容,实与贺麟所讲的 /心即理也之心 0、/心与

理一0颇为相似与契合。从这里可以看出, 胡秋原哲学思想中对 /心 0的理解与阐释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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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 5中国英雄传6,第 403页。

»  贺麟: 5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6,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131, 131页。

参见李维武: 5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6第四章5人文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重建 6, 长沙, 湖

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当深刻的。

胡秋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不属于现代新儒学人物,但他却对儒学的现代意义与

现代价值持积极认肯的态度。他强调: /儒家价值观之核心在承认人类皆有人道与理性

的根核,并教人不断存养扩充之。0¹在他看来,儒学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在今天并没有过

时,而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他说: /我以为, 至少东亚之国, 可以将儒学核心加以发展,

而幸而儒学是可以向前发展的。0º 他的哲学思想表现出的心学特征及其理学内容,正是

对这种儒学核心价值观念的吸取与弘扬, 从一个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儒学核心价值观念在

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总之,胡秋原哲学思想的心学特征清楚地表明,除了现代新儒学之外,儒学在 20世纪

中国思想世界也可以通过其他形态开展。这种儒学在现代新儒学之外的新开展, 也是儒

学在 20世纪中国继续生存发展的一种体现, 值得我们在研究 20世纪中国儒学史时关注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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