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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

的易学内涵
!

丁四新
!

李
!

攀

摘
!

要!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

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

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

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

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

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

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关键词!帛书*$周易%*$要%*德义*解释学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的出土(为今人重新审视$周易%一书儒家化的历程和探究孔

子的易学思想提供了材料基础)帛书$易传%包括$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和$昭

力%六篇!

(本文的论述将以$要%篇为中心)从$要%篇来看(孔子力图将$周易%由&卜筮之

书'转变为&德义'之书"

(即在如何看待和理解$周易%的问题上(孔子说要&观其德义')

&观其德义'(无疑是孔子$周易%解释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

前学界对此虽然多有论述(但是一般流于对$要%篇之文义和思想要点的单纯梳理与概括)

目前(对于这一命题还有深化论述的必要)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对孔子的&观其德义'论作深入的研讨!在第一部分(辨析

了巫史之筮与君子之$易%的不同(指出&观其德义'的前提在于$周易%卦爻的体系化(而这

种体系化又与阴阳观念的渗入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部分(对&观'的对象,特别是&辞'-

和&德'+&义'的差异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第三部分(以$要%篇为基础(联系帛书$衷%

$二三子%$缪和%等篇(将&观其德义'的内容归纳为成德和施教两个方面(重点探讨了&名

之君子'和&谦以处盈'两点内容)希望这些论述有补缺漏(拓展和加深人们对于帛书$要%

篇&观其德义'命题之易学内涵的理解)

一+从&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转变

帛书$要%篇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献(它的公布(解决了孔子与$周易%之关系的重大问

!

"

本文所引帛书$易传%(均据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2周易3校注%一书附录所载释文)参见丁四新!$楚竹书与

汉帛书2周易3校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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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所引帛书$易传%文(一般从宽式*具体释

读由丁四新裁断(当然已综合了学者们的一些意见)特此说明)此外(马王堆帛书$易传%释文还可参见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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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再次证明了孔子&晚而喜$易%'的传统说法!

)本文对帛书$要%展开研究的目的与此不同(乃是为了

探讨孔子易学的一个重要内涵(即他在$周易%解释学上的贡献所在)

先看帛书$要%篇第
!4

'

!%

行(曰!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4 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8守9

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

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4

这里所谓&同途而殊归'(是说面对相同的文本,即&同途'-(诠释主体的不同,即&君子'与&巫史'的不同-

造成了义旨上的&殊归')巫之$易%主于&幽赞'(史之$易%主于&明数'(君子之$易%主于&达德')

所谓&幽赞'(是指巫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神秘的氛围之下(将所遇之卦具象化(具象化后的事物或情

境与当下存在无可置疑的关联(预示出人事的吉凶)荣格曾用&同时性原理'对&幽赞'的方式进行了分

析(&同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

是客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

)

巫认为在心灵中和现实中所遇见的各种事物之间不是偶然的+散落的(而是有神意将之连贯的(通过足

够的知识储备和强大的综合能力(就可以将此神意宣表出来)一言以蔽之(&幽赞'即是&不知所以然而

然(与神道为一'

#

)

所谓&明数'(是指史通过大衍筮法模拟天运而成卦(所成之六爻卦有内外贞悔(取象设境(察形势(

考事情(则可以辨明吉凶)一言以蔽之(&明数'即是&用数求象'

$

)史官解$易%&虽然能够明晓$周易%

中所蕴涵的事物变化的数理(但却不能省察其中蕴涵的人文德性精神'

%

(人文德性精神的核心体现在

人如何获得主体性的问题上(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经验性的归纳思维(而是需要一种哲学性的突破思

维)由象占转到数占(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杜预称之为&象数相因而生')$左传%

僖十五年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杜预$注%曰!&言龟以象示(

筮以数
#

(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

&

&幽赞而达乎数'(正是孔子对象占转为数占这一

历史进程的概括)当然(孔子认为这一历史进程并未终结(它最终完成于君子之$易%的出现)

&君子$易%'区别于巫史之筮的关键在于将阴阳观念引入$周易%之中(使得$周易%固有的卦爻象占

被灌注进了新的内涵)就卦爻而言(刚柔观念只是对在既定的爻位上所表现出来的或动或静的运动予

以解释(其目的是解决占筮中的象如何表意的问题)刚柔观念下的$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还不

能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更遑论借$周易%的卦爻体系以合宇宙天地了)徐复观就曾指出(刚柔观

念的缺陷在于不能建立起物与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以至于不能将$周易%变成一个有机的体系以象征

宇宙人生(&因为刚柔只不过是各物的共有属性(并非构成各物的共同元素)各物之间若没有构成的共

同元素(则各卦+各爻所象征的实物与实物之间(找不出内在的关连(便不能演进而成为有机性的宇宙构

造(以满足想通过$周易%以把宇宙人生连结为一体的愿望'

)

)而&阴阳'作为性质相反且有流行变化特

征的二气(则具备构成万物的共同元素的资格)将之引入到$周易%之中(卦爻之间的动静变化可以反映

出整个宇宙气化流行+变化不已的现实($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连络为一个大体系(成为整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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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要%篇第
!0

行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三句(与$史记%卷
$&

$田敬仲完世家%+卷
$4

$孔子世家%&孔子

晚而喜$易%'及$论语.述而%&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记述相证)

8德9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2易经3到禅%(杨儒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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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衷%作&生占'-(韩康伯$注%!&蓍受命如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孔颖达$正义%曰!&蓍则受人命令(

告人吉凶(应人如响(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与神道为一)'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周易正义%(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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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说卦%本意在说明用蓍之法是圣人深于神明之道的产物(&不知所以然而然(与神道为一'一语确乎可以说明&幽赞

于神明'的内涵)

孔颖达$正义%曰!&数从象生(故可用数求象(于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蓍之法求取卦爻以定吉凶)'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刻本-.周易正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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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象征)所谓&$易%之义萃阴与阳'+&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等!

(均是以阴阳的观念

来看待$易%(将$易%之卦爻体系化并引以合宇宙天地之大体系的表述)

以&阴阳'观念看待$周易%卦爻(使得$乾%$坤%二卦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据帛书$衷%篇($乾%卦六

刚无柔(是&阳物'之大者(可以成为&大阳'之天的象征*$坤%卦六柔无刚(是&阴物'之大者(是地的象征)

以$乾%$坤%二卦象天地(意味着$周易%的卦爻体系可以与阴阳气化的宇宙体系相合(天地间一切事物的

生住异灭均可以被包括在$周易%之中)

就象占而言($周易%固有的由象到占的设计是通过观卦爻,即&象'-而示人以吉凶,即&占'-)对于

君子之人而言(观象而占即是将&象'中所蕴具的义理开显并落实为人间的常则(从而达到进德修业的目

的)君子观象(不仅仅只是分析辨察(更有一种灵妙的心思作用于其间!所有的卦爻之象与卦爻之辞均

指向一个美好而崇高的德性世界)所有象占都为着此一目的而存在)$周易%的预测性和必然性转变成

为人对于自身前景的谋划和人类必将达至理想世界的自信)君子之$易%的这一象占设计(在帛书$衷%

篇中被表述为&赞以德而占以义'

,第
5%

行-

(在$要%篇中则被表述为&观其德义')

天地间最大的&象'即是天与地(君子观察天地之象(进而顺推至人伦之则(这就是三才之道)帛书

$衷%曰!&8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生,性-9命8之9理也)是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

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第
!$

'

!1

行-

此段文字亦见于今本$说卦%)韩康伯$注%曰!&变化始于气象

而后成形)'孔颖达$正义%曰!&本意将此$易%卦(以顺从天地生成万物性命之理也)'又曰!&天地既立(人

生其间(立人之道(有二种之性(曰!爱惠之仁与断割之义也)'

"天+地+人三才的本质是用天地意识来思

考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而人一旦把握了这种根本特性(就可以获得主体性(成为&君子'或&大人')始

于天道+地道(终于人道(这是宇宙之中气化流行生生不灭的历史进程)这一生生不灭的进程是有其历

史目的的(它最终指向人的仁义之性)

孔子&晚而好$易%'这一事实背后(体现出对天地的思考+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换言之(从德性主

体的君子的视域来审视$周易%一书($周易%的卦爻象占都获得了新的内涵(这不仅是哲学思想的阐发(

更是文化传统的更新*这不仅意味着儒家形上价值体系的建立(更意味着这套价值体系可以下落成为人

间的法则,即&$易%本隐之以显'-)

二+观其象辞与由德生义

经过孔子晚年的研玩($周易%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亦即从巫史之$易%转变为君子之$易%(

而实现此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观其德义'观的提出)&观其德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观'的

对象是卦爻之象与卦爻之辞(但尤为注重&观其辞'!以言者尚其辞)帛书$衷%曰!&子曰!6智者观其彖

辞(而说过半矣)7'

,第
$$

行-

而尚其辞的原因有二(一个是通过&辞'乃&古之遗言'

,$要%第
!$

行-

+&圣人之

言'

,$二三子%第
!$

行-

的认定(强调玩辞可以进德(从而确定$周易%的性质是德义之书*另一个是通过&文

王作而$易%始兴'

,$要%第
!&

行-

的叙述(肯定了$周易%与文王之间的关系,即$周易%的卦爻辞由文王所

系-(从而为$易传%德义化和哲理化的诠释路向进行了合法性的奠基)第二(德行的成就是践行仁义的

基础)&观其德义'的&德'与&义'在意思上有别(&德'即德行+成德之义(&义'即仁义之约言(主要就仁义

的践行而言的)&观其德义'(即是观$周易%卦爻的所示之象与所系之辞(切己修省(磨鮗己性(使人脱离

无理+无体+无力的生命状态(转而成为一道德生命的存在体)观$周易%&所示之象'(义同于今本$系辞

上%之&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韩康伯$注%曰!&序(即易象之次序)'孔颖达$正义%曰!&吉凶显其得

失(变化明其进退(以此之故(君子观象知其所处)'

#卦爻所示之象(可以被归纳为失得+忧虞+进退+昼

夜四类)这四类物象最有关于君子之人辨出处(明进退(审时知几(了性达命)观$周易%&所系之辞'(义

同于今本$系辞上%之&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孔颖达$正义%曰!&卦之与爻(皆有其辞(但爻有变化(取

.

!$

.

!

"

#

第一句(见帛书$衷%第
!

行*第二句(见帛书$衷%篇第
5$

行(亦见今本$系辞下%(唯&化'作&撰')

俱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周易正义%(第
!3&

页)

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周易正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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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既多(以知失得)故君子尤所爱乐(所以特云6爻之辞7也'

!

)

观$周易%所系之辞是&观其德义'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辞'的格外重视发端于孔子)在子贡对

夫子&老而好$易%'

,$要%第
!0

行-

的行为表示怀疑时(孔子说(对待$周易%有&乐其辞'和&安其用'两种态

度(巫史之$易%是&安其用'(而他本人则是&乐其辞')孔子之所以如此看重&辞'(其实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辞'的内容而言(&辞'乃&古之遗言'+&圣人之言')所谓&古之遗言'(其含义与所谓$大畜

.象%的&前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致(正如邓立光所说!&不是指一般的古代文献(而

是特指自古流传下来的嘉言懿行)'

"

&古之遗言'能够发挥道德训诫的作用(变化人之习性(如&刚者使

知惧'+&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妄'+&谗人为而去诈'

,要第
!1

行-

等等)研习$周易%之人如果善于玩

味这些&古之遗言'(以嘉言懿行实心(就必然能在德性修养上日趋圆满)除了&古之遗言'(还有&圣人之

言')帛书$二三子%曰!&圣人之言也(德之首也)圣人之有口也(犹地之有川谷也(财用所由出也*犹山

林陵泽也(衣食庶物8所9由生也)圣人一言(万世用之)'

,第
!$

'

!1

行-

孔子认为(人在物质性的生命之

外还拥有道德性的生命)人的物质性的生命需要出自衣食财用的供养(而人的道德性的生命也需要出

自圣人之口的&圣人之言'的滋养)圣人之言(是将人间建成德性世界的基始(故而称之为&德之首')

第二(就&辞'的来历而言(&辞'乃文王所系(经过文王的加工(蕴藏有文王的心意)儒家极为看重

$易%与文王之间的关联(帛书$要%篇曰!&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

后$易%始兴也)'

,第
!1

'

!&

行-

$衷%篇曰!&8$易%之9兴也(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患忧与/'

,第
5%

行-

&文王作而$易%始兴'的叙述(说明了满载&古之遗言'+&圣人之言'的$周易%是文王系辞的结果#

)所

以($易%作为德义之书的品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是文王所认可的(而将$易%视为卜筮之书则是后人对

$易%之本质的歪曲(是对$易%之品性的矮化)对$易%为德义之书进行肯定(其实就是肯定了德义化和哲

理化的路向为解$易%之正宗法门(而&幽赞'与&明数'的解释路向则被归之异端末流$

)孔子看重$周

易%之辞(正是因为$周易%之辞是文王所系(其中蕴含着前圣的心意)玩味$周易%之辞固然可以有涵养

德性的功用(但&玩辞'这一行为本身(则有溯寻文王之心(继承文王之志的意味)&文王作而$易%始兴'(

并非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心态作用下的情绪性追念%

(更是一种可以为当下解决合法性需求的道统论

叙事)为了抑斥巫史之$易%(使君子之$易%获得正统性(孔子以&文王作而$易%始兴'的历史叙事为依

据(判定$易%之中寄寓有文王之心意($周易%获得了文王所赋予的德义之书的品性(而以德义化路向来

解释$周易%的儒家君子之$易%自然就居于正宗的地位了)$周易%的经典品性和$易传%的德义解释因之

具有了一体化的基础)一言以蔽之(&文王作而$易%始兴'的历史叙事和德义化的解$易%路向(是$周易%

经传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汉书.艺文志%所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易学统系得以建立的基

础&

)因此$周易%的儒家化与经学化是同一个进程(均始自孔子(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周易%等

$六经%正式称名为6经7(虽始见于$庄子.天运%$天下%篇(但笔者认为实质意义上的$周易%6经学7应始

自孔子)'

)

回过头来再看君子&观其德义'中的&德义'(不是浑言(而是析言)&德义'应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

.

0$

.

!

"

#

$

%

&

)

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周易正义%(第
!13

页)

邓立光!$从帛书2易传3析述孔子晚年的学术思想%(载$周易研究%

0"""

年第
5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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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将&遗言'理解为&前世圣人的遗教'(林忠军进一步将&文王之教'解释为&文王以仁为核心的德性')参见李学勤!$周易经

传溯源%(长春出版社
!330

年(第
00&

页*林忠军!$从帛书2易传3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0""4

年第
5

期(第
%&

页)

王博注意到了卦爻辞在解释活动中的弹性($易传%对卦爻辞德义化和哲理化的解释正是这种弹性的体现)但在说明卦爻辞的这

种&弹性'之外(还要看到这种&弹性'的展开必须有一个&合法性'作为前提)在&合法性'的判定之下(君子之$易%德义化和哲理

化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属于&正宗'*而巫史之筮对卦爻辞的解释则是穿凿附会的(自然归于&末流')参见王博!$卦爻辞的

弹性###以2易传3的解释为中心%(载$中国哲学史%

0""%

年第
5

期(第
%3

'

35

页)

例如$左传%昭二年(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6周礼尽在鲁矣4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关于$易象%(杜预注认为即是$易%&上下经六十四卦')$易象%的内容(除了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应该还附录了历代的占筮记录以

及史官对卦爻辞的解说)$易象%可能是史官为了达到格君心之非的目的(反复称引周公之言行与周人开国的历史经验来说解卦

爻辞的筮例汇编)韩宣子将$易%与&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联系起来(正是有感于周王朝的昔盛今衰而发出的感慨)

潘雨廷在$周易表解.自序%中认为($汉书.艺文志%提供了一条后世学者读易的主导思想(即&经过三圣三古固定的经学易')

参见潘雨廷!$周易表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0""$

年)

丁四新!$早期2老子3+2周易3&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

0"!5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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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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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 等!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从德行的角度(即从内在的成德和在外的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说(再一个从卦爻之体用的角度来说(最后

一个从$周易%应当如何作解释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三个方面(在今+帛本$易传%中经常是混起来讲的)

所谓&德'(是指关涉君子之德性修养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义'(则是君子之德性在具体实践中的发用)

帛书$要%篇有&仁守'+&义行'

,第
!4

行-

之说(前者即属于这里所谓&德'(后者即属于所谓&义'的方面)

&6德7是卦义的本体(6义7从作用的角度对卦义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衍)'

!成德而行义(故&德'+&义'可以

判定为体用关系)&德'侧重于指示人们的内在而根本的层面(它可以成为区别君子之$易%与巫史之

$易%的判准)我们看到($要%篇所谓&达乎德'+&求其德'+&8无9德(则不能知$易%'($衷%篇所谓&无德而

占(则$易%亦不当'(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并且(这里的&无德'一语不能作&无德义'来讲(由此足

见&德'在帛书$易传%中是一个内在性的概念)

&德'+&义'的体用关系(包含着&义'由&德'生的命题)而这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卦之

德而生卦之义)例如在$衷%篇&三陈九卦'的部分"

(第一陈皆是就卦之&德'而言(第二陈+第三陈均是

就卦之&义'而言)以$谦%卦为例(第一陈之&$谦%也者(德之枋也'(道出了&以谦为用'的理念)第二陈

之&$谦%(尊而光'(说明君子之人虽然在体貌上谦卑屈己(但在德性上却日益尊高而光明盛美)&$谦%(

尊而光'体现出对德性原则的推崇(对世俗所奉行的力量原则的消解###因为在任力的世俗观念中(谦

德是无所施用的)第三陈之&$谦%以制礼也'(说明君子之人有谦顺之德则可以裁定礼仪节文(这是直接

将谦德之用落实为&制礼')不难看出(第二陈+第三陈都是对第一陈所提出的理念加以发挥+加以落实(

使之更切于实用)第二种类型(则是在&$易%之义(赞始要终以为质(六爻相杂(唯待物也'

,$衷%第
$0

行-

的观念之下#

(视一卦之义为&德',宗旨-(而视六爻之义为&义',方案-(由卦之德而生爻之义)例如

$衷%篇孔子论$乾%卦曰!&$乾%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6潜龙勿用7者(匿也)6见龙在田7也者(德也)

6君子终日乾乾7(用也)6夕惕若(厉(无咎7(息也)6或跃在渊7(隐8而9能静也)6飞龙8在天97(

%

而上

也)6亢龙有悔7(高而争也)6群龙无首7(文而圣也)'

,第
!3

'

0"

行-

刚而能随方应变(是总言$乾%卦之

德*而匿+德+用+息+隐而静+上+高而争+文而圣等(则是根据六爻所提供的具体情境而制定出的应对方

案(出处进退(无非求得时宜)

三+成德施教!以&名之君子'和&谦以处盈'为中心

人除了物质性的生命(还有道德性的生命(而这种道德性的生命才是生命存在的本真样式###此即

&挺立德性之主体'*依托于内在德性力量的发挥(可以造成一人文化成的天下###此即&开辟德性之天

下')通过&观其德义'为纲领建立起来的君子之$易%就是要开辟出一个人文化成的世界(这个世界自然

也就包括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的内容)就成德于己而言(以&名之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就施教

于民而言(君子施行政教当谨守谦德(以谦德致天下之人而有之(从而达到经纶天下的目的)

帛书$二三子%认为有&爵之君子'(又有&名之君子'(&8龙9之顺德也曰利见8大人9

%

易
%%%

(爵之

曰君子)戒事敬命(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2天3子)或大或小(其方一也(至周
%

也(而名之曰君

子)谦(6黄裳7近之矣)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桡也(6不习7近之矣)'

,第
5

'

$

行-

&爵之君子'(根据

$礼记.乡饮酒义%郑玄$注%(&君子'乃就位而言(指卿+大夫和士$

)相对于&爵之君子'与&爵之天子'(

&名之君子'具有一种不与世俗为偶的格调)当然(这种格调背后有一个较&爵之君子'与&爵之天子'更

为深远广阔的精神世界作支撑)正是以这个精神世界为基础(&名之君子'才能够洞烛此世间的万物(将

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加以齐一(故曰&或大或小(其方一也')

&君子'有&爵之君子'与&名之君子'的划分(这说明判定&君子'的标准发生了改变###从前者向后

.

5$

.

!

"

#

$

丁四新!$玄圃畜艾###丁四新学术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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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九卦'(亦见于今本$系辞下%)

此段引文(亦见于今本$系辞下%)

$礼记.乡饮酒义%曰!&乡人+士君子(尊于房中之间(宾主共之也)'郑玄$注%曰!&君子谓卿+大夫+士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

注疏,清嘉庆刊本-.礼记正义%(第
5&10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者转变)&君子'的名号不再与所处的&位'关联在一起(君子所看重的也不再是干禄仕进以荣身取名(君

子应当将内藏于己身的德性生命,即$二三子%之&其内大美'+$衷%之&内其华'-予以涵养+予以显发)帛

书$二三子%曰!&涣(大美也*肝(言其内)其内大美(其外必有大声闻)'

,第
5&

行-

孔子引$坤%六五爻辞

&黄裳'+六二爻辞&不习'来称述&名之君子'所具有的&谦'+&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桡'等德容(也正

是要对&名之君子'内必有大美的事实加以肯定)所谓&尊威'(即$论语.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之意(

强调君子需要检摄威仪+调治血气(以矜庄自持(不轻佻狂妄(从而使人见到之后肃然起敬)所谓&坚

强'(即&确乎其不可拔'之意(是说君子之人心志坚定(不易被外物影响而发生动摇)所谓&精白'(如$二

三子%之&精白柔和'+&精白敬宫'等(均强调应在心地上下工夫(排除一己之私智私欲(&6精7谓精纯+精

粹(6白7谓洁白+素朴(它们都是相对于私智私欲而言)'

!

)&精白'一语必须放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

加以考量(将&精白'系于&爵之天子'之下(主要强调的是天子在政治活动中务必公平而无私心掺杂作

用(体现出君主个人的公私观念会对现实政治的好坏产生影响*将&精白'系于&名之君子'之下(主要强

调的是以精白修心能够成就大公至正的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体现于政治中(即是理想的执政者###

圣人)圣人认识到世间各种是非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天的疏离(要对抗此疏离(齐同差异(使

生民归于大同之域(这就是圣人调治世间之道)传统伦理关系中有关于政治的是君与臣+父与子,$论语

.颜渊%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圣人的出现(则是在此两种政治关系之外(

建立一个圣人与生民的政治关系,实际上重构了君与臣+父与子的政治关系-)$二三子%曰!&能精能白(

必为上客*能白能精(必为古世)以精白长众者(难得也)'

,第
55

行-

经过孔子思想的作用(&上客'和&古

世'显然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在修养论的语境之下(分别变成为&圣人'和&圣人为政的理想时代'的代称)

就&爵之天子'而言(&精白'可以保证天子在政治运作之中心无偏私(从而保证政治的良性运作*就&名之

君子'而言(&精白'可以养成德性君子(进而在天地之间建立起圣人与生民的关系(这就为开辟出人文化

成的世界提供了基础)

孔子分别&爵之君子'与&名之君子'(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爵之君子'+&爵之天子'对于社会

人生的看法只是从特定的位,即&爵'-出发(譬如戒人事+敬天命+精白柔和+登庸贤人等等(只是针对&爵

之天子'的政治职责和道德要求)与这种&思不出其位'的旧观念相比(&名之君子'则&思出其位'(要对

天人宇宙进行一个总的把握,即$论语%&士志于道'之&志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闻道'-)龙能&乘

风云而上天'

"

(龙能上下升腾于天地之间(表现出&神圣之德'

#

)对&龙'的赞美(寄托了孔子超越人世

的束缚+自由探察乃至把握天地间之至理的强烈渴望)

原始的天道观是一种&盈必毁'或&盈而荡'之类的循环反复(人事的吉凶祸福往往可以从这类循环

反复之中推出(原始的天道被假定为&盈而荡',见$左传%庄公四年-或&盈必毁',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而人间的一切吉凶祸福均可由此引申推导出来)&盈必毁'或&盈而荡'的观念显然是从长期的历史观察

中得出的&洞见')根据$二三子%$缪和%$衷%等篇的记录(孔子对君子之人在&盛盈'之地,即政治上的高

位-何以自处是极为关心的)孔子认为君子以谦处盈(则可处盛盈之地而不亏败)也就是说(盈而未必

毁(盈而未必荡(这实际上是对$左传%&盈必毁'+&盈而荡'等观念的反思)

在$二三子%中(孔子认为人君的&处盛'之道在于&畏下'(在于&用贤')在解释$乾%卦上九&亢龙有

悔'时(孔子曰!&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殆者(未8之9有也)圣人之莅政也(若循木(愈高愈畏下)故

曰!6亢龙有悔)'

,第
1

'

&

行-

在解释$丰%卦卦辞&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时(孔子说!&8此言盛9也(勿

忧(用贤弗害也)日中而盛(用贤弗害(亓,其-亨亦宜矣)黄帝四辅(尧立三卿(帝王者之处盛也(故曰

6宜日中7)'

,第
51

行-

而在帛书$缪和%中(孔子将&处盛'之道从&畏下'+&用贤'进一步完善为&谦以处盈')$缪和%曰!&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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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帛书$二三子%第
!

行!&龙形迁遐(宾于帝(见神圣之德也)高尚,上-(齐乎星辰日月而不
$

(能阳也*下沦(穷:乎;深渊之渊而不

昧(能阴也)'



丁四新 等!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射问先生曰!6自古至今(天下皆贵盛盈)今$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敢问君子何亨于此乎/7子曰!

6善4 8尔9问是也)夫先君作8礼9(设列爵位之尊(明厚赏庆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劝其力也宜矣)彼其贵

之也(此非圣君之所贵也)夫圣君卑体屈貌以徐逊(以下其人(能至,致-天下之人而有之)8盛盈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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