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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夫 之 的 自 然 史 观

肖 芝 父

十七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王夫之哲学
,

从总体上观其特点
,
可说是沿着

“
即

物穷理
” ① 、 “

以理御心
” ②

、 “

入德以凝道
” ⑧

、 “

要变以知常
” ④ 的认识途径

,

对自然和人类社

会的客观矛盾运动进行了
“

会其参伍
,

通其错综
” ⑤ 的辩证考察

,

形成所谓
“

极物理人事之

变
” ⑧ 的辩证的自然史观和人类史观

。

同时
,

对这种辩证考察的认识运动本身
, “

事之来
,

心之

往
”

O
,

怎样做到
“

始终同条
,
内外合德

” ⑧ ,

也进行了某些辩证考察
,

形成其辩证的认识理

论
。

王夫之辩证法思想的这三个方面是互相涵摄的
,

却又各有其范畴体系
,

因而可以分别加

以研究
。

本文拟就其自然史观即辩证的自然观这一个方面作些粗略的分析
。

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的气一元论
,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大抵都把自然和人类看作统一的气

化过程
。

这种朴素的自然观 (天道观 )所要说明的哲学间题主要有两个
:
第一

,

天地人物的共

同本质是什么 ? 第二
,

天地人物的共通规律是怎样的 ? 用王夫之的话说
,

就是要弄清
“

物所共

著
”
与

“

物所共由
” ⑨这两大间题

。

王夫之认为
, “

天人之蕴
,

一气而已
”
吵

,

天地人物的共同本

质就是永恒运动着物质实体
—

“

气
” ,

他对
“

气
”

范畴的新规定
,

超出了实物性
,

而概括出了
“

诚
二
实有

”
O 的最高范畴

,

用 以标志统一物质世界的最根本性质
,

对
“

物所共著
”

的间题作了

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
。

而对
“

物所共由
”

的间题
,

王夫之则通过他的
“

烟组生化
”

的自然史观
,

作了朴素辩证法的阐发
。

王夫之的辩证的自然史观
,

仍属于朴素形态 , 但其理论实质
,

是中国封建社会及其统治

思想已进入自我批判阶段的历史产物
,

预示着新的哲学启蒙
。

曾有学者概举王夫之这方面的

贡献
: “

其明有
、

尊生
、

主动等大义
,

是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
。

……其思想宏阔
,

于治理群化
,

尤多卓见
,

汉 以来未有其人也
。 ”

@ 这一评断
,

颇有见地
,

但言之不详 , 本文略加申论
,

也只

能举其认识之网上的粗纲而 已
。

一 关于
“

绷组
”

王夫之在其哲学论纲

一
《思问录》中概括性地指出

: “

天不听物之自然
,

是故姻组而化生
。

乾坤之体立
,

首出以屯
,

雷雨之动满盈
,

然后无为而成
。 ”

这是
“

细组化生
”

的自然史观的一个

总纲
。

其中
“

组组
”

一词
,

更被王夫之在其哲学论著中普遍化 (极其广泛地用作定语
、

动词
、

动

名词
、

名词
,

外延愈大
,

内涵愈小 )
,

成为一个贫乏抽象而又蕴含着丰富内容的范畴
。

它正是

王夫之自然史观的逻辑起点
。

“

细组
”

一词来 自《易传》 : “

天地细组
,

万物化醇
”

((( 说文》引作
“

壹童
” ,

或写作
“

壹壹
” ,

原

意为园器密盖
,

引申为密相交合 ; 又与
“

氮氮
” 、 “

烟姐
”

通用
,

转为气盛之貌 )
,

王夫之借以

论述他的自然史观
,

作为一个重要范畴
,

斌予它以新的哲学规定
。



从本体愈义上
,

他把
“

姻级
”

规定为
“

太和未分之本然
” , “

细组太和之大体
”

戚
“

太 和侧级

之实体
” ,

意衍
“

阴阳未分
,

:’. 声〔合
·

,

. 的宇宙的本原状态
。

:.l 夫之修正张载
“

升 ’ 吞翻组
”

( “

歼

马
” :

11!野介.1游
产

〔
,

张毅护{t袭《 11二.t 》
,

解作
“ , 1:.物以患相吹

”

的空
众 ( )的畏法

,

而 },犷定张救
“

太通

即夕 L则尤无
”

的论断
,

他强调地指出
一

r
“

太盛之流动洋滋
,

11二仪
’

生物 之息
’

也
” . 即

“

太盘即气
”

之
“

气
” ,

作为
“

细纵 不可 象
”

的实有
,

比
“

生物之息
”

的实物 (空气 ) 更根本
。

这种
.

充满两 flll 竹一

实之府
”
。 的

“

姻级之本体
” ,

是
“

不可象
”

的
, “

非 L! 力所及
,

不
lI r币睁而见

” ,

但它却是形成 和腆

少!
:

`

j
`宙万物整个气化过程的始从

。

即他所说
: “

凡物
,

青太和烟组之气所成
”

0 盯太和姻组 为太

成
,

以有体无形为性
,

ilT 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
,

道之本体也
。 一

几气之动
,

交感而生
,

凝滞

而成物我之万象
。 ”

0 可 见
, “

姻组
”

范崎一开始就与
“

太和
” 、 “

太做
”

相联系而具有本休实有的

规定
。

从功能意义说
, “

姻组
”

又被规定为
“

教化之本
”

0
, “

必动之儿
”

0 意指宇宙万物
“

生生无

穷
”

的内在动因
。

他对
“

细组
”

所下的明确定义即
“

·

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
” 。 并 指 明

:

“

姻组不息
,

为教化之本
” , “

人物之生
,

皆细组一气之伸聚
” 。 , “

细组不息
,

必无止机
”

0
。

这是因为
,

所谓
“

太虚
” 、 “

太和
”

的
“

绍组之本体
” ,

本身固有阴阳二气
,

必然相感相交
、

相庵

相荡
,

这就是
“

太虚之和气必动之几
”

0 也就是
“

烟组
”

的功能
,

由此展开物质自然界
“

自成其

条理
” 、 “

精密变化而 日新
”
匀 的无限的气化运动

。 “

气化者
,

气之化也
。

阴阳具于太虚绷组之

中
,

其一阴一阳
,

或动或静
,

相与摩荡
,

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
,

五行万物之融
、

结
、

流
、

止
,

飞
、

潜
、

动
、

植
,

各自成条理而不妄
。 ”

0 合规律的气化运动 (即自然发展史 ) 之所 以可能
,

就

在于
“

太虚细组之中
”

涵有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
,

而动静
、

聚散
、

虑实
、

清浊等都根源于

阴阳对立的矛盾性
。

就宇宙总体说
: “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

,

此外更无它物
,

亦无间隙
” , “

惟两

端迭用
,

遂成对立之象
,

于是可知所动所静
,

所聚所散
,

为虚为实
,

为清为浊
,

皆取给于太

和细组之实体
。

一之体立
,

故两之用行
。 ”

就万物分殊说
: “

一惟阴阳之变合
,

故物无定情
,

无

定状
,

相同而必有异
。

足知阴阳行乎万物之 中
,

乘时以各效
,

全具一姻组之体而特微尔
” 。

因

此
, “

取给于太和姻组之实体
”

的任何事物
,

全都是
“

合两端于一体
” 。 而具有

“

细组
”

的功能
。

即
“

两之用
”

的功能
。

这样
,

王夫之的辩证 自然观以
“

细组
”

范畴为起点
,

必然地从中引出
“

两
”

与
“

一
” 、 “

分
”

与
“

合
”

的范畴
。

二 关于
“

两
、

一
” , “

分
、

合
”

王夫之认为
: “

细组之中
,

阴阳具足
,

而变易 以出
” , “

一气之中
,

二端既肇
,

摩之荡之
,

而变化无穷
”
甸

,

由
“

细组
”

所含蕴的动因义而展开了他的矛盾观
。

张载提出
“

一物两体
,

学说
,

强调
“

二端故有感
,

本一故能合
”

@ , 二程
、

朱熹都标榜
“

天地

万物之理
,

无独必有对
” , `

无往而非阴阳
” ,

但又主张
“

二
,

必
“

致一
, , “

两所以推行乎一
” 。

睡

且不说朱熹讲得多的是理一而用分
,

理静而事动
,

所谓
“

一分为二
,

节节如此
”

@
,

乃 是王夫

之所抛弃的形而上学两分法 , 即使张载的
“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

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 @ 的规

定
,

也只是概指统一体与对立面之间的一定依存关系
,

没有深入到统一体中对立面之间的矛

盾关系
,

从而未能真正闸明
“

动非自外
”

的内在动因间题
。

王夫之在矛盾观上发展了张载
,

扬弃了程
、

朱
,

较深入地揭示了
“

天下之变万
,

而要归于

两端
,

两端归于一致
”

0
, “

由两而见一
”

O
, “

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
” 。 的客观矛盾法则

,

运甩



“
两一

” “

分合
”

等范畴
,

进一步规定了任何统一体 中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二重关系
。

首先
,

他以
“

乾坤并建
” , “
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

”
匆

,

任何事物都是
“

合两端于一体
”

O
,

肯

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

他摒弃一切
“

抱一
” 、 “

执一
” 、 “

贵一
” 、 “

归一
”

以及
“

传聚而合之

一
” 、 “

分析而各之一
”

O 等等排斥矛盾的形而上学谬说
,

认为
“

一阴一阳者
,

群所大因
” 。

,

没有

矛盾就没有一切
。 “

雷风不相薄
,

水火〔不〕相射
,

男女不相配
,

自有天地以来
,

未有能为尔者也
。 ” 。

其次
,

他 以
“

非有一
,

则无两
” , “

由两而见一
” , “

二导致而一
” 。 ,

进一步具体考察了统

一体中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所固有的二重性
。

一方面
,

阴阳
“

相峙而并立
”
@

, “

判然各

为一物
,

其性情
、

才质
、

功效
,

皆不可强之而同
”
@ 这是

“

分而为两
” 、 “

分一为二
”

的关系
.

表

现为
“

阳之摈阴
,

先之以怒
” 。 , “

阴阳异用
,

恶不容已
” , “

必相反而相为仇
” ⑧

。

另一方面
,

两

者又
“

相倚而不相离
”

@
,

不能
“

判然分而为二
”

0
, “

反者有不反者存
” ,

绝非
“

截然分析而必相

对待
” , “

截然分疆而不相出入
”

@
,

这是
“

自其合则一
” 、 “

合二以一
”

的关系
,

表现为
“

阴得阳
,

阳得阴
,

乃遂其化
,

爱不容已
”

@
, “

相反而固会其通
”

0
。

王夫之认为
,

这两重关系
,

不可分

割
, “

其理并行而不相拂
” ,

应当
“

会通于一
”

0
。 “

合二以一者
,

即分一为二之所固有
”

@
, “

一

之体立
,

故两之用行
”

@
。

这个
“

一之体
”

中的
“

两之用
” ,

也就是
“

阳变阴合
,

乘机而为动静
”

L的

功能
,

即整个气化过程的真正的内在动因
。 “

盖阴阳者
,

气之二体 , 动静者
,

气之二几
:

体同

而用异
,

则相感而动
,

动而成象则静
。

动静之几
,

聚散
、

出入
、

形不形之从来也
。 ”

@

由上述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引出了
“

动静之几
” ,

从而转入
“

动
、

静
”

范畴的哲学分析
。

三 关干
“

动
、

静
”

王夫之的 自然史观
,

明显地以主动论为基石
。

他强调
: “

太虚者
,

本动者也
。

动以入动
,

不息不滞
。 ”

L
“

天地之气
,

恒生于动
,

而不生于静
。 ”

L
“

气机物化
,

皆有往来
,

原于道之流荡
,

推移吐纳
,

妙于不静
。 ” L他把自然界看作是永恒自我运动着的物质过程

。

由此
,

他批判了王

弼以来的
“

静为躁君
” “

静非对动
”

的形而上学的静止观
,

认定
“

静由动得
”

而
“

动不藉于静
” “

不

动之常
,

惟以动验
;
既动之常

,

不待反推
” 。

。 即运动是绝对的
。

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
,

深刻地指出
: “

二气之动
,

交感而生
,

凝滞而成物 我之

万象
。 ” “

动而成象则静
。 ” L相对的静止

,

是
“

物我万象
”

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

由此
,

他批判了

庄周和佛教所谓
“

刹那生灭
” 、 “

行尽如驰
”

等割裂运动和静止的形而上学运动观
。

王夫之把动和静互相联结起来
,
从而肯定

“

动静皆动
” 。

他把运动分为两种形态
,

一是动

态的动
,

即
“

动之动
” , 一是静态的动

,

即
“

静之动
” 。

他说
: “

止而行之
,

动动也 , 行而止之
,

静亦动也 , 一也
。 ”

L动和静都统一于动
。 “

此动字不对静而言
,

动静皆动也
。

由动之静
,

亦动

也
”

@
。 “

静者静动
,

非不动也
”

@
。

一方面
, “

静即含动
” ,

另一方面
, “

动不舍静
” ,

总起来
,

召
动静互涵

,

以为万变之宗
。 ”

@

这样
,

王夫之基本正确地阐明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以及二者的辩证联结
。

他

进而指出
,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
“

禁动
”

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

从根本上违反了自然和人类发展

的客观规律
。

如果人们用以治理自然和社会
“

禁其必动
,

窒其方生
” ,

将造成极大的灾祸⑧
。

他还尖锐地揭露
,

要求
“

禁动
”

的主静论者的自我修养方法
,

也只能导致
“

生而死
,

人而鬼
,

灵

而蠢
,

人而物
。

其导于蜕之结而旅之缩也几何耶 ? ”

@ 因此
,

他大力主张
: “

天下 日动而 君 子

日生 , 天下 日生而 君子 日动
”
L

,

把动的自然观和动的人生观结合起来
,

认定
“

善体天 地 之

化
,

未有不如此者也
”

甸
。



1{夫之的 ,JJ 加现
,

落足护1
“

祷体天地之化
, , 一11此推浓f ll l

“

化
, ’

j
“

变
,

f(J 范叻

四 关于
“

化
、

变
”

在王夫之的 I’.l 然史观
`
},

,

化 与变
、 产:.l ’

.i 死
、

新 ’
.j 故

,

她 卜̀l一从次的范叻
。

他认为
,

绷组化
,

!毛的过程
,

就是
“
天地之化 11新

”

的过程
,

也造一个
“

已消
” “

几息
”

的过程
.

所谓
“

化生
”

或
“

化变
”

( l)长载种试别
: “

化 .“「J(渐
. , “

变 t f J仁井
”

)
,

就是
, l屯死更迭

,

新故利l代
.

任何 自然过权
,

都有 11!事物在
“

)“ l而钾,
” ,

新解物 f( :
“ ’ !毛而息

, , “

j t井日而 钧,
,

即鬼也 , 其 , I凡一盯

息
,

则神也
。

神则生
,

鬼则死
。

消之也速而息不给于相继
,

则夭而死
,
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

,

虽 :1J 未消
,

亦搞而死
。

…… 故日
`

日新之谓盛德
’ 。 ”

卿

王夫之否定佛道
`

几教
“

据妄为真
” 、 “

颇倒
’ l毛死

”

的宗教异化
,

而主张
“

林 ,:.-I
” 、 “

珍
’ l少 , 认

为
“

可依者有
,

至常者生
” , “

物情非妄
,

青以生征
”

钟
。 “

天地之间
,

流行不息
,

皆其生 猫 行

也
”

L
。

动动不已
、

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
,

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本质
。

在他看来
,

总的宇宙生命
,

是无始无终
,

不生不灭
。

而具体事物的生命过程
,

则可划分

为五个阶段
:

胚胎
、

流荡
、

灌注
、

衰减
、

散灭
。

前兰个阶段
,

生命体
“

阴阳充积
” , “

静蹂往

来
” , “

同类筋纳
” ,

是处于同化中的生长过程
, 后两个阶段

,

则
“
基盒有穷

” , “

予而不茹
” ,

是

处于异化中的衰亡过程
。

但就在
“

衰减之穷
”

到最终
“

散灭
”

的过程中
,

已经孕仃着
“

推故而别致

其新
”

的契机
,

开始了另一个新的生命过程
。

他强调
: “

由致新而言之
,

则死亦生之大造 矣 !
”

沙

旧事物的死亡
,

也正是新事物诞生的伟大开端
。

这是说
,

死中有生
。

从另一个侧面看
, “

新故

密移
,

则死亦非顿然而尽
”

@
。

这是说
,

生 中有死
。

但就其发展的总趋势而言
,

生命运动是永

恒的
、

无穷的
,

是不可范围
、

不可阻止的
。 “

推移吐纳
,

妙于不静
”

@ , “

荣枯相代而弥 见 其

新
”

@
。

这样的
“

生化之理
” ,

正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

自然界由于推故致新而生机勃勃
,

气象万千
。

王夫之在解释《易经 》的《复》卦时说
: “

天地

之气恒生于动
,

而不生于静
。

故程子谓
` 《复》其见天地之心

, ,

乃初九一阳
,

数点梅花
,

固万

紫千红之所 自复
。 ”

L 自然界的生化运动
,

不断自我更新
,

得以永葆青春
。

由此
,

王夫之力主
“

更新而趋时
” ,

认为只有随着时代不断前进
,

才会富有生命力
, “

日新而不困
”

L
。

从人类厉

史看来
,

生产 日益发展
,

社会 日益进步
, “

治地者有而富有
,

起功者有而日新
” , “

破块启蒙
,

灿然皆有
” , “

前此之未有
,

今 日之繁然而皆备
”

@ , “

道因时而万殊
” , “

道莫盛于趋时
”

L
, “

汉

唐无今日之道
,

则今 日无他年之道多者矣
”

L
。

从个人一生着来
, “

自吾有生 以至今 日
,

其为鬼

于天坡也多矣
。

已消者 已鬼矣
,

且息者固神也
。

则吾今日未有明 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
,

不

远矣 ! ”

L只要
“

善体天地之化
”

而能够自我更新
,

则
“

明 日之吾
” 、

一个具有新生命的新我
,

必

将诞生
。

黑格尔说过
: “

生命即具有死亡的种子
” 。

王夫之则宣称
: “

死亦生之大造
” 。

他们从不同

侧面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法
,

破除了中世纪的宗教迷信
。

五 关于
“

内成
、

外生
”

王夫之通过生死关系的辩证法所阐述的
“
日新之化

” ,

触及量变和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到

根本质变问题
,

但未展开
。

他进一步提出
“

内成
”

和
“

外生
”

这对范踌
,

用以概括和区别
“

日新之

化
”

的两种类型
: “

变必通
”

和
“

穷必变
” 。

“

内成
” ,

意指事物在某种规定性范围内的质和量的变化
,

其特点是
“

通而自成
”

L
。

这时



事物的内容虽也不断更新
,

但未发生根本质变而保持着原有的性状和规律
。

卜

“

质日代而 形 如

一
” 、 “

日新而不爽其故
” 、 “

德不易
”

而
“

化相符
” 。

国如大自然的日月
、

江河
,

今日之光非昨 日

之光
,

今 日之水非昨日之水 , 又如人体的官骸
、

毛发也每天都新陈代谢
,

但保持原有的
“

规模

仪象
” 。

这种
“

变必通
, 、 “

通而自成
”

的变化
,

是一种自我更新
。

“

外生
”

意指事物超出某种规定性范围而发生的质变
,

其特点是
“

变而生彼
” 。

这时
,

旧事

物由内容到形式都归于
“

散灭
” ,

从而由此物变为彼物
,

这是
“

推故而别致其新
”

的伟大飞跃
。

这种
“

穷必变
” 、 “

变而生彼
”

的变化
,

是一种
“

谢故以生新
”

L
。

事物通过
“

变必通
” , “

通而 自成
”

和
“

穷必望
、 “

变而生彼
”

的变化蕃衍
,

应当是一个 由低

到高
、

由简到繁的前进运动
。

王夫之承认
“

天地之生亦繁矣! 傈介
、

羽毛
、

动植
、

灵冥
,

类以

相续为蕃衍
,

由父得子
,

由小向大
,

由一致万
, 。 “

前此之未有
,

今 日之繁然而皆备
” 。

但他却被

一个问题所困惑
:

如果生物老是蕃衍
, “

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
” ,

而他看到的事

实不然
。

于是
,

他认为
,

从宇宙的总体上看
,

生命运动的消谢与生育是互相均衡的
。 “

土足 以

居
,

毛足以养
,

邃古无旷地
,

今 日无余物
,

其消谢
、

生育相值
,

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 · · ” 二

无物不备
,

亦无物而或盈
,

夫惟大盈者得大虚
,

今日之不盈
,

岂虑将来之或虚哉?
”

@这种臆

测性的盈虚均衡的思想
,

逻辑地触及到了宇宙万物的
“

守恒
”

与
“

日新
”

的关系间题
,

宇宙发展

的
“

有限
”

(
“

有始有终
”

)与
“

无限
”

(
“
无始无终

”
) 的关系问题

。

局限于时代的科学水平
,

王夫之

对这些问题只能按朴素形态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水平去给以回答
。

六 关于
“

始
、

终
”

均衡
、

守恒和变化 日新的思想矛盾
,

并没有把王夫之引向宇宙有限论 , 他通过
“

始
、

终
,

范畴的分析
,

提出
“

积而成乎久大
”

@ 的思想
,

探讨了宇宙发展的无限性问题
。

王夫之认为
, `

烟组而化生
,

所标志的宇宙发展
,

既然是内部矛盾蓬勃展开的自己运动
,

当然就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 , 每一瞬间
,

既可以作为起点
,

又可以作为终点
。 “

天地之始
,

天

地之终
,

一而己矣
。 ”

@
“

天地之终
,

不可得而 测也
。

以理求之
,

天地始者今日也
,

天地终者今

日也
。 ”

@
“

未生之天地
,

今 日是也 , 已生之天地
,

今日是也
。 ”

L天地万物处于
“

日生
”

过程中
,

过去和未来都包含在不断发展的
“

今 日
”

之中 , 今 日 (现在 )
。

既是昨天及无穷过去的终点
,

又

是明天及无穷未来的起点
。

因为
“

惟其日生
,

故前无不生
,

后无不至
。 ’

⑧

由此
,

王夫之得出了宇宙无始无终的结论
,

认为一切寻找宇宙始端或预言宇宙终结的思

想全是错误的
。 《庄子》 、 《乾凿度》等

“

层累而上求之
” ,

是
“

虚为之名而无实
” 。

L至于道教的先

天创世说
,

佛教的大劫末 日论
,

更属谬论
: “

谓邃古之前
,

有一物初生之始 , 将来之 日
.

有万

物皆尽之终
,

亦愚矣哉 ! ”

@ 王夫之通过
“

始
、

终
”

范踌的分析所达到的关于宇宙无限的论证
,

表现了他的哲学机智
。

自先秦 以来
,

特别是汉代基于当时天文学的宇宙衍化思想
,

如《淮南》
、

《易纬》 、

扬雄
、

张衡等都认定宇宙有一个原始浑沌的物质起点
,

然后
“

造分天地
,

化成万物
” 。

在一定意义上
,

这是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

但有极大的局限性
,

因为有起点则必有终点
,

会给有神论和形

而上学留下地盘
。

王夫之意识到这一点
,

力图克服这种思想局限
。

他否定了用衍化论的思路

来描绘宇宙发展的图式
,

也反对用衍生论来解释
“

易有太极
,

是生两仪……
”

的传统论题
。

也

认为宇宙无限
,

阴阳无始
,

不应当去设想任何原始的起点
,

如世界之外有
“

秦衡
” ,

阴阳之上

有
“

太极
”

等等
。

他另辟思路
,

把
“

易有太极
,

是生两仪
”

中的
“

有
”

和
“

生
”

二字别开生面地解释



为 .“
固有之则生

,

网有之则供生
” , “

,

立
`

l’. 此而生
,

!卜待推 于彼而
’ !三之

,

@
. “

太极
” ,

被他改 造

成为标志阴阳对立毓一体的范晌
, “

合之 .lt 为太极
,

分之则为阴川
” , “

太极
.

一
“

阴阳 之 合
.

一
“

太和
”

一
“

姻级之实体
” 。 ’

钧 l百就是
“

太和姻组之实体
”

的自我运动所固有的 内部班勃开展
。

他的哲学概括是
: “

阴阳相康
, …… 卉动之不容已沂

,

或豪或散
,

或出或入
,

愉综变化
,

耍以

动朴乎阴阳
。

而阴阳一太极之实体
,

唯 1霉甫有
,

充脚于虑空
,

故变化 l !新
。 ”

妙
“

阴阳之本体
,

胭组相得
,

和同而化
,

充塞于两间
,

此所璐
`

太极
’

也
。

张子渭之
`

太和
,

: 妙

王夫之进一少对
`

j
`宙作了一个明确的哲学规定

: “
`

挤宙者
,

积而成乎久大者也
。

二气姻组
,

知能不舍
,

故成乎久大
。 ,

@ 宇宙在时间上的无限 (
“

久
”

) 和在空间上的无限 (
“

大
.

)
,

其内在根据

在于
“

二气烟组
”

的物质 自我运动的持续和扩充 (
“

积
,

)
。 “

积而成乎久大
”

的深刻概括
,

多少触

及到了宇宙的时空无限性根本上是依存于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物质运动的持续性
.

因此
,

王夫之依据
“

绷组生化
”

的自然过程乃是
“

太极
”

本身
“

固有
” 、 “

自生
”

的持续运动
,

明确论断宇宙 中只有阴阳二气互相依存转化的聚散
、

往来
、

隐显
、

屈伸……诸形态
,

而没有

始终
、

生灭的可能
。 “

生非创有而死非消灭
,

阴阳自然之理也
。 ”

L
“

聚而为庶物之生
,

自姻组

之常性
,

非幻成也
” , “

散而复归于太虚
,

复其姻组之本体
,

非消灭也
。 , “

绍组合德
,

死 而 不

亡
。 ”

O

这样
,

王夫之回复到他的自然史观的逻辑起点—
“

姻组
” 。

但这是理论思维螺旋上升
、

首尾玄合的回复
。

通过上述一系列范畴的推衍
, “

姻组
”

之中所潜存的理论环节得以展开
,

由

分析而进到综合
,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 “

姻组
” ,

再不是一个贫乏的抽象
,

而与其必然引出的

诸范畴互相联系
,

组成一面认识之网
,

表现出王夫之 自然史观的丰富性及其理论深度
。

七 关干
“

贞生死以尽人道
”

王夫之并未就此止步
。

他的自然史观的落足点还在于
“

贞生死以尽人道
” 。 “

贞生死
” ,

指

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生死问题
,

即必须掌握生和死的客观辩证法
, “

尽人道
” ,

指自觉地实现人

的主体性作用
,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树立
`

健
” “

动
”

的人生观
。

他说
: “

圣人尽人道而 合 天

德
:
合天德者

,

健以存生之理 , 尽人道者
,

动以顺生之几
。 ”

L
“

贞生死以尽人道
,

乃张子之绝

学
,

发前圣之组
,

以辟佛
、

老而正人心者也
。 ”

L佛教的
“

患生作俑
” ,

道教的
“

患死相沿
” ,

都陷

入
“

生死之狂惑
”

的谬误
,

都是
“

别求真主
” 、

蔑弃人道的宗教异化
,

必须批判
。

@

王夫之依据他的 自然史观的
“
主动

” 、 “

薄生
”

理论
,

对于吸取了佛道宗教意识的宋明道学

所宣扬的
“

主静
” 、 “

禁动
” 、 “

惩忿
” 、 “

窒欲
”

等扭曲人性的伦理异化
, 进行了猛烈抨击

,

并提

出了他的理欲一致的独创理论
。

他由
“

主动
” 、 “

尊生
”

而合规律地提出要
“

善天下之动
’

就必须满足共同的
“

人欲
” ,

肯定
“

饮

食男女之欲
,

人之大共也
”

@
, “

人欲之大公
,

即天理之至正
”

@
, “

人欲之各得
,

即 天 理 之 大

同
” , “

终不离人而别有天
,

终不离欲而别有理
” 。

@ 他不仅反对
“

禁欲
” 、 “

灭欲
” ,

而且反对
“ 薄于欲

” : “

吾俱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
,

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 l
”

他要求
“
以身任天下者

”

应当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
,

保证人们正常地生活
: “

君子敬天地之产而 秩 其

分
,

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
。

苟其食鱼
,

则以河舫为美
,

亦恶得而弗河舫哉?苟其娶妻
,

则以齐姜为正
,

亦恶得而弗齐姜哉?
”

@

他痛斥宋明道学家们鼓吹的
“

惩忿
” “

室欲
” ,

会导致
“

灭情而息其生
” , “

亏减之归
,

人道 以

息
” ,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

: “

大勇浩然
,

亢王侯而非忿
” , “

好乐无荒
,

思辗转而非欲
”

网
。

他批



判老子
“

五色令人 目盲… …
”
之类否定感性活动的唯心论和绝欲论

,

明确地主张
: “

耳有聪
,

目

有明
,

心思有睿知
,

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
,

人之道也
。 ”

@
“

入五色而用其明
,

入五声而用

其聪
,

入五味而观其所养
,

乃可以周旋进退
,

与万物交而尽性
,

以立人道之常
。 ”

@

同时
,

王夫之又审慎地区别了
“
公欲

”

与
“

私欲
” ,

指出少数特权者纵一己之私欲
,

实是遏

天下之公欲
。 “

纵其 目于一色
,

而天下之群色隐
” , “

纵其耳于一声
,

而天下之群声闷
” ; “

纵其

心于一求
,

而天下之群求塞
” 。

函为了反对封建等级特权所保护的这种贪婪而专横的纵一己之

私欲
,

王夫之作为一个早期启蒙者
,

朦胧地提出了一个所谓
“

于天理人情上架着个均平方正之

矩
,

使一国率而由之
”

@ 的社会立法原则
,

幻想借以实现
“

不以天下私一人
”

的所谓
“

公天下
”

@

和
“

有其力者治其地
”

的所谓
“

均天下
”

L的社会改革方案
。

这些基于
“

贞生死以尽人道
”

所产生的社会立法和社会改革的幻想
,

虽尚朦胧
,

但已透露

出试图冲破中世纪黑暗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微光
。

王夫之不愧为十七世纪中国哲学原野上
“

破块启蒙
”

的播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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