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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内传》中的若干辩证法思想

唐 明 郑

《周易内传 》成书于 16 85年
,

是王夫之晚年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

王夫之对《周易》素有研

究
, 1 6 5 5年写的《周易外传》 已阐述了他

“

立于易简以知险阻
”

的早期易学思想
。

《外传 》写成后

的三十年间
,

清代统治已 日益巩固
,

政治经济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
,

王夫之对清王朝的政治

态度亦有改变
。

这时
,

他将《周易》作为哲学启蒙的教材
,

根据长期研究的心得
,

对之作了字

斟句酌的让释
。

《周易内传 》 (以下简称《 内传》 )乃王夫之呕心沥血的晚年定论
,

凝结着他多年

研易的成果
。

《内传》结合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的实际
,

利用 《周易》思想资料
,

来论述哲学思想
。

其 中

阐发了
:

古人作《 易》贯彻的基本准则 , 历代君臣用 《易》理治国
,

采用的基本原理
;
数千年来

,

学《易 》对哲学启蒙的贡献 , 系统地阐述了 《周 易 》 对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

提高人们的理

论思维能力的历史作用
。

继《周易外传》之后
,

对发展古代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作出了新的贡

献
。

一
、

三圣作易
:

并建乾坤
,

经纬万有

王夫之坚持汉唐以来的定论
,

认为《周易》乃文王
、

周公
、

孔子三圣所作 (文王衍卦
、

周公

系辞
、

孔子作传 )
。

肯定三圣作《易》之目的在用易理教化后世
, “

奉天道以尽人能
” 。

王夫之认

为
:

三圣作 《易》 , “

极天人之理
,

尽性命之蕴
,

而著之于庸言庸行之间
,

无所不用其极
, ……

稗学圣者引申尽致
,

以为修己治人之龟鉴①
。

王夫之用详尽的篇幅
,

阐述了三圣作易所坚持的基本思想
,

实际上是他自己多年琢磨出

来的《周易》哲学的理论结构
。

也是他同历代易学家释《易》的基本分歧所在
。

(一 ) 乾坤并建以为太始 历代哲学家为创立独特的哲学体系
,

都力图建立一种宇宙

本体
,

为立论之基点
。

主观唯心主义者讲心
、

良知
,

客观唯心主义者讲道
、

理
、

太极
,

佛教

讲真如
,

都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

历代唯物主义者一贯坚持元气论
、

气化论
,

把宇宙万物之

本源看作一种物质实体— 气
。

王夫之发展和改造 《易传》思想
,

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
,

肯定

宇宙的本原是
“

太极
” 。 “

太极
”

本是《易传 》提出的唯心主义概念
,

王夫之加 以唯物主义改造
,

表示 阴阳二气浑沌未分的细组状态
。

他说
:

所谓
“

太极
” , “

其实
,

阴阳之浑合者而已
,

而不可

名之日 阴阳
,

则但赞其极至而无以加
,
日太极

。

太极者
,

无有不极也
,

无有一极也
。

惟无有

一极
,

则无所不极
。 ”
②

王夫之认为
, “

无所不极
,

故谓之太极
。 ”
⑧ 《周易》坚持

“

乾坤并建
” ,

正是体现了太极的特

性
:

大极
,

一浑天之全体
。
见者半

,

隐 者丰
。
阴 阳 窝于其位

,

故毅转 而恒 见其六
。

乾 明



勺 J冲处 J幽 , J中明 到陀处 丁幽
。 ;

阴 阳 二 飞
,

姻组 宙合
。

触结 于 万 汇
,

权相 离
,
不 相胜

。

无有阳 而 无 阴
、

有 阴 而 无 阳
,

毛有地 而 无 天
、

有天而 无地
,

故 《 周 巧》 片逮牵口中
,
以 为诸扑之 统宗

。

⑧

太极
,

乃 饨坤井建之本始
,

阴日!浑 合之实体
,

它
“

无有一极
” ,

仅延一个真实的共相
: “

龙所 下

极
” ,

故允塞两间
,

孕育万有
。

王夫之川 占老的讲何
,

袅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及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的思想
。

(二 ) 烟组一气
,

包孕运动 下夫之 认为
,

太极乃
“

纲纵一
产
犷

,

它分阴分阳
,

一柔一

刚
,

自身包含
“

相倚而不离
”

的矛 ,!份双方
,

包含枪运动的始因
。

阴 阳 充满乎两间
,

而 盈 天地之 间 .t’ 阴 阳 而 已矣
。

… … 无有 阴 而 无 阳
,
无有 阳 而 无

阴
,
两 相传而不离也

。 · · ” 二此太极之所 以生 万物
、

成万理 而起 万事者也
,

资始资生之 本

体也
。

⑧

这里用 阴阳
“

相倚不离
”

的观念
,

阐发 了古代朴素辩证 的对立统一思想
。

太极之 所以化生万

物
,

正由于它包孕着对立面
,

从而能够 自我运动
。

宇宙之间一切动物
、

植物及人的筋骨
、

脏

腑
、

荣卫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无不是
“

太和姻组之气
”

自我运动变化的产物
。

与天之并行并育
,

成两间之 大用
,
而 无昨太和之天钧所运者

,

同一 贞利也
。

盖尝即

物理 而察之
,

苹木
、

虫鱼
、

鸟兽以至于人
,

灵顽 动植之不一 , 乃其 为物也
,

枝叶
、

实华
、

柯干
,

根爹之徽
,

蜂介羽毛
,

爪齿官窍
,

骨脉筋健
,

脏腑荣 卫之细
,

相 汤相辅
,
相就相

进
,
相输相 受

,

纤悉精 匀
,

玲珑通彻
,

⑦

王夫之认为
, “

凡物
,

皆太和烟组之气所成
。 ”
万物 已生之后

,

一切变化
,

归根到底都是形与气

的相互转化
。

他在解释《易传 》 “

天地姻组
,

万物化醇
”

时指出
:

绍级
,

二气交相入 而 包孕以 运动之貌
。

醉者
,

变化其形质而使灵善
。 “ ·

… 醉化 ,

化

其 气而使神 ; 生化
,

化其形而使长
。

气生形
,

形还生气
。 · · “ 二形 气交资而 生乃遂

。

⑧
“

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
” ,

是十分可贵的观点
,

它用传统的语言
,

基本上阐明了物质同运

动不可分
,

物质 自我运动的源泉在其内在矛盾性的思想
。

(三 ) 刚柔相推
,

万变不齐 既然万物变化的原因
,

在其 自身的矛盾性
, 《易传》把矛

盾双方的相互作用
,

称为刚柔相推
,

乃变化之始基
。

王夫之在阐述这一原理时指出
: “

天下之

动
,

万变不齐
,

而止此刚柔之屈伸
,

因时位而易
。

其用不为典要
,

而周流六虚以通之
。 ”

⑨《易

传》用
“

鬼神
”

概念来概括阴阳二气的变化
。

王夫之继张载之后
,

对
“

鬼神
”

观念作了朴素唯物主

义的阐述
:

兔神者
,

二 气不 己之 良能
,

为瓜伸之用
。 ·

”
· “ 一采一散

,

变化无穷
,
而吉凶不 臾

,

以此知兔神之情状
,

无心 而 自有恒度
。

O

“

鬼神
”

概念成了王夫之表述阴阳二气运动变化
、

万物生生不息的 自然状态的哲学范畴
。

对朴

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一重要发展
。

把
“

鬼神
”

变化看作
“

二气之 良能
” ,

就把造物主从 自然

哲学中排除 出去
。

王夫之用
“

鬼神
”

概念解释了宇宙间新陈代谢的客观法则
,

指出
:

自吾有生 以至今 日
,

其为兔 于天壤也多夹
。
己消者 己鬼矣

,

且息者固神也
。

则吾今

日未有明 日之香
,
而能有明 日之吾者不远矣

。

0

这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思想
,

对于
“

陷入生死之狂惑
,

的佛教和道教都是沉重的打击
。

(四 ) 生非创有
,

死非消灭 在中国哲学史上
,

佛教憎生
,

道教恶死
,

如何看待生与

死
,

各执一端
。

王夫之从自然史观立场
,

用
“

鬼神
”

概念来解释万物的生死
,

肯定万物变化不



e
、

由太和之气聚而为万物
、

万物变化之结果复归于太虚
。

易言往来
,

不言生灭
。 · · “ 二人物之生一原于二气至足之化

,

其死也反于细组之和
,

以待 时而 变
,

特变不浏 而不仍其故尔
。

生非创有
,

死非消灭
,
阴阳 自然之理也

。

朱子讥

张子为 大轮回
,
而谓死则消散无 余

,

何其与夫子此言异也 ? 0
` “

生非创有
,

死非消灭
”

的观点
,

实际上包含了《张子正蒙注》中所阐述的物质永恒存在而不能

梢灭的光辉思想
。

王夫之用
“

积
”

与
“

渐
”

的概念来描述事物由量的增长而达到质的变化的 自然生长过程
。

《易
戒

传》早已提出
“

积
” 、 “

渐
”

观念
,

肯定
“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臣献其君
,

子轼其父
,

非一朝一夕之故
,

其所由来者渐矣
。 ”

0 对于
“

积
” 、 “

渐
”

观念
,

王夫之从自然哲学
、
的角度作了充分发挥

,

指出
:

凡天地之间
,

流峙
、

动植
、

灵去
、

华实
,

利于万物者
,

皆此 气机 自然之感为之
。

盈

于两间
,

备其蕃变
,

盖无方夹
。 · ·

“ 二 自春征冬
,

自来令以沂往古
,

无时不施 则无时不生
。

故一芽之发
,

渐于于章之木 , 一卵之化
,

积为吞舟之鱼
。

其 日长而 充周洋溢者
,

自不能

知
,

人不能 见其增长之形
。

0

万物
“
日长

” ,

而
`

人不能见
” 。

但
“

一芽之发
,

渐于千章之木 , 一卵之化
,

积为吞舟之鱼
” 。

形

象地表述了万物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
“
日新

”

过程
。

王夫之所阐述的三圣作易的基本原则
,

实际上是他以 《周易》为模式
,

表述了宇宙自我运

动变化的客观规律
,

是其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自然哲学
。

王夫之认为
,

学习研究易理
,

目的就

在于掌握和树立这种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

并运用它去观察分析自然和社会历史问题
。

二
、

君子学易
:

极深研几
,

蹈常处变

为了掌握易理
,

王夫之十分强调学《易》 。

他所说的学易
,

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掌握朴素唯

物论和朴素辩证法
,

锻炼理论思惟的能力
,

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
、

片面性和保守性
。

王夫之

认为学易能增长聪明才智
,

提高理论思惟水平
,

能蹈常处变
,

解决种种困难
。

(一 ) 知性知天
,

顺天应人 王夫之认为
, 《周易》乃

“

性学之统宗
,

圣功之要领
” ,

对

锻炼人们的思惟能力十分重要
。

他所说的
“

性学
” ,

就是性理之学
,

即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的学间
。

王夫之分析了
“

舍《易》不学
”

的危害
。

欲为君子者
,

舍 《 易》不学
,

安于一偏之 见
,

迷其性善之 全体
,
阴阳之大用

,

将与百

姓均其茫昧久夹
。

0

学易之所以能增长智慧才干
,

是因为作易者
“

于人之所当知者而先知之
,

于人之所当觉者而先

觉之
。 ”

L《周易》反映了先知先觉者的丰富智慧
。

学易
,

实质上是使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法则
,

增长知识才千
,

乃能依时顺势
,

建树非常
.

之事业
。

知之明
,

然后行之备善
。 · ·

一有天踢之智
,

然后有 日挤之圣
,

乃可以 顺天应人而行

非常之事
。

0

总之
,

王夫之认为
,

易理是人类智慧的凝结
。

认真学习
“

先知
、

先觉
”

者留下的哲理
,

努

力锻炼理论思维能力
,

面临艰难险阻乃可应付裕如
,

取得成功
。

(二 ) 博文约礼
,

蹈常处变 学易可使人穷理
、

尽性
,

掌握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法则
,

针对客观变化
,

采取灵活措施
,

做到
“

知无不明
” , “

行无不当
” ,

用最有效的方法
,

达到美满



的结局
。

学易者能体耗冲易两
, 口lJ理 穷性尽 而与天地合趁也

。

知 无不 明
,
月11纯化矣 . 行 无不

当
,

则此冲央
。
以之 随时变化

,

帷 所利用
,
而 裁成栩 相之功著几

,

则与天地参
。

帅

王夫之把学易的过程
,

叫傲
“

博文约礼 (理 )
”

L
。

关她在于
“

知理
” ,

惟有
“

博文
”

然后乃能
“

约丰L
”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过广泛接触事物现象 (
“

博文
”

) 获褥感性知识
,

然后从中抽象出

格邀规律性知识 (
“

约礼
”

)
,

让人的主观认 u飞符合客观法则 (
“

达于天德
”

)
。

主观认识与客观变化之 ni]存在一个斟的权益的到断过权
,

袅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

人不

是机械地跟随外界变化
,

而是娜证地 认识
、

驾御这一变化
。

为特于辉御客观事物的变化
,

就

得通过学易以
“

蹈常处变
” 。

学 易者
,

不 一其道
。

… …理一也 ,
而修 己 治人

,

进退 行截
,

礼乐刑政
,

瑙常处变
,

情各异用
,

事各异趋
,

物各异处
,

学易者升的所宜
,
以善用其志

。

Q

事物的变化
,

有其规律
,

总是变而不失其常
。 “

蹈常处变
” ,

是王夫之揭示的学习易理以

分析处理 问题的基本准则
。

这就要求正确地处理
“

常
”

同
“

变
”

的辩证关系
。

刚 柔之 定体
,

健顺之至德
,

所 以立本
,

变而 不 易其常者也
。

吉 凶之胜
,

天地之观
,

日 月之明
,

人事之动
,

嘴趋时以效其变
。

⑧

总之
,

学易过程
,

在掌握阴阳变通的原理
,

以
“

蹈常处变
” ,

即掌握事物变化的普遍法则
,

去驾御事物的特殊变化
。

(三 ) 应中逊志
,

与时借行 王夫之说
, “ 《易》乃君子优患之府

,

圣人懊动之几
” 。

以

理论指导 言行
,

应抱
“

虚中进志
”

的态度
,

切忌主观武断
,

刚慢 自用
。

古人用易取得成功
,

在

于
“

虚怀若不足
” ,

不以私利
、

成见防碍对客观真理的认识
。

虚 中逊志
,

常若不足 , 而博学多通
,
强行不倦

,

,.l 丈著而道明
。 ·

一反之者
,

刚
·

凌

据中而溺于私利
,

坎之所以 陷也
。

@

王夫之发挥《易传》中
“

不可为典要
,

唯变所适
”

的思想
,

指出
,

善于处理问题的人
,

在于针对

不同的时间
、

地点
、

条件
,

考虑事物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

使人的认识经常适应客观形势的变

化
。

故占者学者
,

不可执一凝滞之法
,

如后世京房
、

邵子之说
,

以 为典要
。

……读 易者
,

所当唯变所适
,
以善体其屡迁之道也

。

。

事物的发展
,

有常有变
,

人们的行为要取得预期的效果
,

当 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自

己的观点与方法
。

王夫之认为
: “

读易之法
,

随在而求其指
” 。

⑧ 因此
,

必须克服两种形而上

学的错误倾向
:
一是

“

拘意以忘道
” ,

随心所欲
,

而背离
“

与时偕行
”

的基本准则 , 一是
“

执道以

强物
” ,

将易理作为教条
,

而随处乱套
,

迫使客观事物符合不变的框架
。

研究得 失吉凶之故
,

于刚柔动静根抵之由
,

极其顺逆消 长之徽 而 无不审
。

· ·
” 二因其

圈然而行乎其不 容 己
,

则得正 而吉
,

反此者凶
。

或拘意以忘道
,

或执道以 强物
,

则不足

以察精徽之辫
。

《 易》原天理之 自然
,

析理于毫发之 间
,
而吉 凶著于 未见之先

。

⑧

(四 ) 居安思险
,

未雨绸缪 学易的目的在用易理指导人们的言行
。

而人们的言行
,

是同所处环境分不开的
。

王夫之认为
,

人们的处境往往有两种
:

或处顺境
,

外得 良缘
,

内有

贤助
,
或处逆境

,

时有风险
,

道路坎坷
。

避免陷于困境
,

就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创造条

件
,

促成事物有利于自己的转化
,

防止不利的转化
。

学易就利于人们
“

在安思险
,

@
,

未雨绷

缪
,

防止或克服
“

险
”

情
。

王夫之认为
,

世道有否有泰
。

处否境时
,

当
“

以否之道
,

处否之世
”
函

。



否
,

塞而不通
。

君子有德以通天下之志
,

无所用之
。

帷世之方乱
,

难将 及己
。 · ·

~ 一

用否之道
,
以应否之世

,

不嫌绝物类
。

O

可是
,

有那么一些人
,

不识时务
,

处否之世
,

在险而不识险
。

以至是非不分
,

同流合污
,

争居

显位
,

以干荣禄
。

对此
,

王夫之申斥道
:

纯 阴之甘
,
阳 隐而不见 , 天闭而不出

、

地闭而不 纳
。

于时为坚冰
,

于廿为夷狄
、

女
主

、

宦侍
,

能德者斯货也
。

虽有备言善行
,

不 当表现以取番
。

姚枢
、

许衡 以道学鸣
,

扣

李梅冬实
,

亦可五类
。

O

对许衡等人的历史评价
,

王夫之的见解未必中肯
。

但他提出的取誉于乱世
,

必然同流合污的

观点
,

是值得深思的
。

承平之世
,

人们生活平静
,

少有大风大浪的考验
。

但好环境可转变为坏事
。

王夫之指出
,

故家大族
, “

夷为野人
”

石华宵之子弟
, “

无可用之才
” ,

有其深刻原因
。

古者
,

仕之子恒为士
,

任裸之家者以礼传
,

世修其典训
,
而 又登进之于学校

,

则货

才足用
。

追毕任之 小人用
,
而相尚于下流

,

诗书弦诵之风
,

时所不尚
,

则华宵之子弟
,

嘴移志于拚商
,

说随于嚣诊
,

虽欲用之
,
而无可用之才矣

。
一 “ 二故家大族夷为野人

,

浸

以衰绝
,

昔可伤也
。

。

以上
,

王夫之强调了学易的方法和准则
,

要求从《周易》 中学习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

以之指导自己的言行
。

在封建社会里
,

人们没有更好的哲学读物
, 《周易》一书

,

包含有较丰

富的哲学思想
,

王夫之 以之为教材向后学者进行哲学启蒙
,

这是可取的
。

三
、

君臣用易
:

依时顺势
,

济世安邦

王夫之把包含丰富哲理的《周易》 ,

看作历代明君资相从中吸取智慧以指导社会政治活动

的思想源泉
。

他用大量的生动历史事例
,

阐发了《周易》中足以指导君臣治理社会国家的一些

基本原理
。

他释《易》的方法是
:
历史同理论相结合

。

一部古代充满神秘性的经典
,

被他解释

得生动明畅
,

引人深思
。

王夫之认为三圣从天道
、

人事
、

物理中概括出来的《易》理
,

具有万
-

古常青的思想魅力
。

君主用之可创业垂统
, 臣佐用之可惩暴安民

。

王夫之把易理看作难得的

政治代数学
,

可用之百世而不殆
。

因此
,

他将自己晚年的心血都倾注于其中
。

对如何用易的

间题
,

处处结合历史人物
、

历史事件进行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

字里行间充满了朴素辩证法思

想
。

(一 ) 君主用易
,

创业垂统 《内传》总结历代君王进行重大社会政治改革的是非得失
,

从中得出普斑的理论原则
,

肯定《周易 》是历代君主创业垂统的理论基础之一
。

《内传 》用
“

革
” `

卦的原理
,

论述了汤武
“

革命
”

的合理性
,

指出
:

四时之将改
,

则必有疾风大雨居其间
,
而后 寒著温凉之候定

。 · ·
” 二汤武体天之道

,

尽长人
、

合理
、

,.J 物
、

贞干之道以顺天
,

文明著 而人皆悦
,
以应乎人

,

乃革前王之命
。

当革之时
,

行革之事
,

非甚盛德
,

谁能当此乎 ? @
“

当革之时
, ,

采取
“

疾风大雨
”

式的手段
“

行革之事
” ,

是符合天道的行为
。

用疾风大雨比拟汤
武革命

,

是王夫之对
“

革命
,

行为的赞颂
,

反映了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之会的时代呼声
。

在肯

定
“

当革之时
,
行革之事

”

的合理性的同时
,

提出了
“

治平
”

之时
,

不可乱革的主张
。

指出
,

不

当其时而行革之事
,

乃是
`
妄乱旧章

,

以强天从己
”

的盲动行为
。

@王夫之揭示了王莽违反厉

史发展的规律
,

不乘其时而欲
“

逮革
” ,

终于造成
“

众叛亲离
”
的可悲结局

。



有共德
,

农
一

其叶
,

以 .ll 共行
,
石, 后 叮 爷

。

林欠明 于内
,

众正 相孚
,

德 合于天
,

而欲

速革
, 毛莽墓而乱 旧 乍

,

众 板 亲离
,
虽悔 .ff 及乎盆幼

《 内传》认为
,

才宝二仁为 厂巩 !M自己既沁的统泊权力
,

当肠 安思危
,

时存戒俱之心
,

防 ..l[ 政
,汉山存向亡转化

。 ” J道
: “

天 .1’ 委女
,

各循 J霉分
,

所虑者
,

人亡肠火积薪之优
. ,

必

任 何厉史时代
,

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价
,

所
“

优危
”

者
,

不外三方面的矛后
:

一
、

统 洽

阶级内部矛 )6’ , 二
、

统治六间被统泊行的矛盾 , 三
、

民族之 间的矛盾
。 《内传》于此三者都有

所 i仑述
。

新政权建立后
,

君主往往运用刚柔兼施
,

威德并用的手段
,

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质
,

达

到巩固统治的 目的
。

汉文帝解决他同吴王刘醉之 I’l l]的矛 l)5
,

就是如此
。 《内传》写道 :

人情 虽恶盈而好谏
,
而 项 民每来度以欺其不 拢

,

..j 欲更与谋退而不得
,
而 侄 伐之事

起矣
。

汉文 帝赐 吴王以 几杖
,
而 吴王卒反

,

盆奥此
。 · ·

“ 二不善用谋
,
以称兵制胜

,

是耸

鸟之将击而裁冀
,

猛兽之将攫 而卑伏
,
虽利而亦险夹我

。

。
·

《内传》认为
,

汉文帝虽曾对昊王采取谦柔政策
,

但毕竞不善用谦而
“

称兵制胜
” ,

虽终于成

功
,

仍不足为法
。

对吴王来说
,

本为落属
,

当柔顺自处
,

然而刚恢自用 , 陷于失败
,

势所必
·

然
。

《内传》认为
,

欲巩固统治
,

安定社会
,

还要解决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种矛盾
。

平

康之世
,

当行
“

无为之化
” , “

端拱而治
” 。

O 《内传 》阐述道
:

君 子 以风行天上之理
,

自修明于上 , 而 无为之化
,

不言之教
,

移风 易俗
,

不待政教

而成矣
。

@

王夫之用
“

风行天上
”

的形象
,

阐述了开明政治的理想
。

要求统治者
“

自修明于上
” ,

以身作则
,

行
“

无为之化
” , “

不言之教
” ,

使社会风气日益美好
。

同时
,

还要广得
“

民心
” 。 “

王业初开
,

艰

难未就
,

必建亲贤英毅者为羽其
,

以动民心而归己
,

然后可以出险而有功
。 ”

O 强调
“

民心
”

在

巩固政权中的作用
,

是王夫之进步历史观的表现
。

这是针对明末封建统治者屡颁
“

罪己诏
” ,

而民心终于离散
、

王业无可挽回的现实而发的
。

巩固封建统治
,

还须善于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的矛盾
。

王夫之认为历代不乏
“

三苗
”

(古

代同华夏族有冲突的部族 )
。

汉族首先应当与之
“

联合
” , 联合不成

,

则采取
“

纵前禽
”

的策略
,

仿效
“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

的经验
,

实行宽柔政策
。

他写道
:

人情之项逆
,

未可卒化
。

虽大舜之世
,

不乏三苗
。 · ·

“ 二背公死党而怀异志者
,

圣王

于此
,

舍而不治
,

如田猎三驱纵前禽
,
而听其失

,

要何损于大顺之治栽 ! L

三驱之法
,

缺其前
。

背我而去者则弗追
,

向我而来者则取之
。 · · ” 二 “

后夫
,
而不 强 为

联合以损息成
,

故失而 勿伤于吉
。

@

王夫之把三驱之法
,

说成猎者故意 网开一面
,

让禽脱走
,

以示仁者之风
。

这是王夫之理想出

现的汉族同少数民族相安无事的一种政治局面
,

他考虑
“

纵前禽
”

的策略
,

有利于整个国家民
J

族的统一
。

思想实质是对待不同矛盾
,

应当灵活处置
。

对
“

后夫
”

(会盟之迟到者 )
,

不 愿
“

联

合
” ,

不可
“

强为
” ,

不妨暂且
“
听其失

” , “

来者抚之
,

去者不追
” ,

@ 这样
,

既无损于君主的恩

威
,

也
“

无损于大顺之治
” 。

(二 ) 臣佐用易
:

除撰安民 王夫之认为
,

任何社会总有不同的社会矛盾存在
,

犹如

太极之有两仪
。 “

有君子必有小人
,

有中国必有夷狄
。 ”
因此

,

有为之臣欲佐君主治理国家
,

安定社会
,

需要邢
、

德两手并用
,

以除暴安民
。

《内传》根据
`

晨校灭趾
,

无咎
”

的艾辞
,

阐明除暴过程中薄刑的必要
。

目的在使犯小罪者



受惩知戒
,
而不致发展到罪大恶极

。

不耻不仁
,

故必利以劝之 , 不 畏不义
,

故必威以 惩之
。 · ·

” 二用刑于早
,
以 免小人于

恶
,

薄惩焉可也
。

@

恳校
,

施械于足也
。 · “ …不加重刑 ,

械其足而 已
,

薄惩之则恶且止矣
。

故可无咎 9

《内传》对 比
“
何校灭耳

,

凶
”
的艾辞

,

发挥更深的哲理
:

小惩不改
,

终成大恶
。

灭耳而不听
,

恃罪之小 而成乎大
, · ·

” 二则杀而必不可报
。

合二艾
,

诏狱之轻重
。

见
.

君子之用刑
,

始于惩诫 , 教 而不改
,

则天讨必申
。

@

这里教人学 《易》 ,

当认识事物发展 中由量向质转化的道理
,

表明王夫之朴素的矛盾转化思

想
。

王夫之阐发
“

倾否
,

先否后喜
”

((( 否》上九 ) 的思想
,

主张对坚持
“

否道
” 、

无可救药 的统

治者
,

不可姑息
,

当以
“

否道
”

对待之
。

势极于不可止
,

必大反 而后 能有所定
。

故 《 易》 曰
: “

倾否
,

先否后喜
” 。

消之不得也
,

倾之而 后喜
。

⑥

他用历史事实
,

说明违反这一观点的危害性
。

宋徽宗之时
, “
必亡之势

,

不可止矣
” ,

而李纲

谋国
, “

惜其倾而欲善保其终
” , “

卒使两君俘
,

六宫虏
,

金帛括尽
。

敷天之痛
,

纲其罪 之 魁

与 ! ”

L这是说
,

矛盾终归会转化 , 否极而泰来
,

当争取转化的最好前途
。

这是这位启蒙思想

家观察社会历史问题得出的进步结论
。

《内传》认识到
,

统治者的一举一动
,

都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

一件好事
,

超过了合理

的限度
,

也可转化为坏事
。

如
“

行师征伐
” , “

以正兴师
” ,

虽
“

毒民
”

而无咎 ; 反之
,

则为
“

毒

民
”

之大咎
。

以正兴师
,

则民服其义
。

将得其人
,

则民无败死之忧
。

二者之道备
,

民所乐从
,
虽

_

毒民 而 又何咎乎? 非是而毒民
,

其咎大夹
。

O

王夫之认为
,

贤相用易理除暴安民
,

少不了实行严刑峻法
。

人民对此是否拥护
,

要看统

治者对人民的态度
。

如能
“

周知小民之艰难
,

而济其饥渴
” ,

象诸葛亮那样
“

正 己正人
,

淡泊

明志
” ,

虽行严刑峻法
,

而民心终将大服
:

君子之德施能序者
,

岂有他栽
。

有一介不取非义之操
,

则能周知 小民之艰难
,
而 济

其饥渴
,
无私之心

,

人所共 凛
,

则除苛慕 无所挠层
。

诸茜孔明 曰
: “
淡 泊可 以明志

” ,

冽寒

之谓也
。

杜子美称其伯仲伊 吕
,

有见于此与 ! 9

由于诸葛亮
“

望重道隆而集思广益
” ,

又不
“

逼上擅权
” , “

荤众归 己
” ,

故人民
“
归之者众

” 。

⑥

《内传 》指出统治者对于人民
,

当实行
“

务大德
,

不市小惠
” L 的原则

。

批判了王莽当年推

行
“

限田
”

政策
,
表面上是

“

哀多益寡
,

称物平施
” ,

实际上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
、

破坏生产发

展的坏事
:

这是说
,

社会上本来贫富
“

不齐
” ,

勉强削富益贫
,

不但不能安定社会
,

反会造成社会的
几

馄乱
。

王夫之提倡学易
、

用易
,

要善于灵活运用
,

不可生吞活剥
。

总之
,

君主
、

臣佐欲改革现状
,

治理天下
,

安定人民
,

必须掌握易理
,

使自己的言行依
_

时顺势
,

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法则
。

主观臆断
、

莽撞行事
,

违反易理
,

无有不失败的
。

王夫之写《内传》 ,

自感
“

畅论为难
” 。

一方面由于
“

形枯气索
” ,

另方面是他的思想受到束

缚
。

《内传》对易理的阐发
,

远不如《周易外传》那样思路晓畅
,

逻辑谨严
。

《内传 》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局限性
。

它把反映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社会思想情



况的
、

不成体系的扑辞
、

丈辞
,

l司反映 封建奋l几会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做界观的
、

自成体系的 长妨

传 》 相提并论
,

这种方法是违反历史主 义的
。

六十四卦
,

是一夸纯栉形式衍化的产物
。

在历 史

上
,

对于这介形式
_

L义的象散钻构
,

存在两种态度
。

成皿象数而轻义理
,

或胜义理而轻象数
。

王火之力图把石者统一起来
,

山象数 引中出义理 , 使义现不脱离象数
。

实际 ..1
,

却玄l二比牵就

象数而妨碍杨 沦义理
。

尽管如此
, 《内传 》毕竟是王夫之晚年嗽要哲学获作

,

对易理的阐述
,

不少地方仍有别开

生而的风 貌
。

许多地方将易理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

发表 了梢辟独特的见解
,

为
“

易学
”

增 添

新意
,

在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中的历史作 l)I
,

是不容忽视的
。

注释
:

①⑧ 0 0 《内传
·

系辞下第 互卡.))

② 《内传
·

系辞上第
一

l一章 》
。

③④ 王夫之 《周 易内传发例 》 。

⑤LL 《内传
·

坤》
。

⑥L 《内传
.

系辞上第五章 》 。

⑦L@ 《内传
·

乾》
.

⑨⑧ 《内传
·

系辞上第十章 .))

吵 0 《 内传
·

系辞上第四章 》 。

@ 《思间录
·

内篇》 。

0 《 内传
·

坤》
。

@ 《 内传
·

益 》
。

L@ @ O 《内传
·

革》
。

L 《内传
·

系 辞上第一幸 》 ,

L 《内传
·

系辞上传第七章》
。

⑧ 《内传
·

系辞下传第一章.))

公 《 内 f专
·

离 .))

骨 《内传
·

系辞下传第八章 .))

⑧ 《内传
·

说卦传 .))

L冲 《 内传
.

盅》 。

@ 0 《 内传
·

否》
。

。 L 《内传
·

井 .))

L钟 《 内传
·

谦》
。

L 《内传
. `
包》

。

O 《内传
·

小畜 .))

LL 《 内传
·

比》
。

⑧ 程颐
: 《伊川易传 》

。

L 《内传
·

版》
。

L函 王夫之《宋论》卷八
。

O 《内传
·

师o}}

9 《内传
·

大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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