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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及其哲学》
’

序

萧 芝 父

熊十力哲学
,

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园中一株奇葩
,

清奇秀逸
,

久而弥芳
,

札根中土
,

流

誉海外
。

盖 自晚清以来
,

中西各种文化思潮汇合激荡于半殖民地 中国
,

西化惊涛
,

复古逆流
,

相反相因
,

同时汹涌
,

使不少人目眩神移
,

失所依归
。

熊先生正当此时进入学界
,

他没有随

俗浮沉
,

而是以异乎寻常的苦学精思
,

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
,

上下求索
,

勤勉一生
。

从
“

五四
”

前夕发表 ((, 自书》到六十年代著成《乾坤衍》 ,

前后近五十年
,

学脉数变
,

重心屡移
,

而规模则 日益弘远
。

他治学立言之根本特点
,

是不囿陈说
,

力破门户
,

兼综博采
,

自立权衡
。

不仅与奔兢浮华的崇洋论者和拘楼近视的国粹论者大异其趣
,

而且与拉杂比附而浪言融通者

亦卓尔不同
,
与同时代的中西文化论者相比

,

颇能以高一层次的哲学思络
,

贯通今古
,

平章

华梵
,

衡论中西
,

出入于佛
、

道
、

儒各家及宋
、

明
、

清诸子
,

而自创
“

新唯识论
”

的独特体系
。

但直到晚年
,

他仍强调
“

真理无穷尽
” ,

应当
“

以平等心究观古今各大学派
”

弓
“

夏虫井蛙
,

学者

宜戒 ,
”

因而
,

熊先生所成就的哲学体系及其学术史观
,

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对于晚清 以来的

中西新旧
、

体用本末论争作 了一个阶段性小结
。

更有进者
,

熊先生戎马青春
,

投身于反清革

命 , 之后
,

以民主革命的热情志士
,

转而从事哲学理论的冷静钻研
。

其内在动力决非
“

逃世

孤往
’ ,

而是满怀优国优民的悲愿
, “

白首对江山
,

丹心临午夜
” ,

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痛 苦

中觉醒的一员
,

沉毅地反思
“

中国何由停滞不进
”

而
“

革命终无善果
”

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教训
,

试图以自己的哲学创造对曾经参加而 已成过去的辛亥革命回头去作补课式的理论总结
。

由于

中西文化论争和民主革命补课
,

乃是中国近代史留给人们长期咀嚼的重大课题
,

所以
,

熊十

力哲学中跳动着的这一时代脉搏
,

就会对人们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

并会给人们继续思考以多

方面的启迪
。

过去对熊十力哲学思想
,

重视和研究是不够的
, 乃至璞 鼠相淆

,

评断有误
。

这一方面固

由于
`

左
”

道足以乱真
,

也另有学派偏见在作祟
,

往往褒之贬之皆失其正
。

另二方面也 由于熊

先生著作萦富
,

体大思精
,

假借佛家名相既界说纷纭
,

古老语言外壳又包容至广
,

往往使读

者难于得到确解
。

再加 以他喜用遮论法
,

以破显立
,

层层剥蕉
,

故书中逐处遮破佛法
、

脾院

西学
、

痛斥奴孺
,

且明确自称
: “

吾唯以真理为归
,

本不拘家派
, …… 亦佛亦儒

,

非佛非儒
,

吾亦只是吾而 已矣
。 ”

这就难于用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去加以限定
,

如诃斥其乖迷佛理
,

或赞

美其不坠儒宗
,

似皆言之有理而与熊氏思想全貌实不相应
。

对熊十力学术思想的切实研究
,

尚有待于多方面努力
。

首先
,

知人论世是一端
,

必须考察其治学经历
、

学术路线
、

思想发展

诸阶段及其社会历史条件 , 其次
,

思想剖析是又一端
,

必须对其历史形成的思想体系和思维

棋式
,

进行多侧面
、

多层次的逻辑分析
,

纳入当时思想矛盾运动的全局
,

与并列诸家相比较

《熊十力及其哲学 》 ,

武大哲学系郭齐勇著
,

中国展望 出版社出版
。



而观其同异
,

进而剖视其
“

吾只是吾
”

的思想实质和个性特征
。

凡此
, ,

皆非易事
。

郭生齐勇

所撰《熊十力及其哲学》一书
,

是从这方面着力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

郭生齐勇
,

英年好学
,

以参加编校熊十力先生论著集而细读其书
,

又遍访熊先 生 之 知

交
、

弟子
、

亲故而知其为人
,

景慕情生
,

理趣 自浓
,

苑吃三载
,

遂成此书
。

余得以先读其书

稿
,

乐与切磋
,

喜其敬重前修
,

认真校读熊先生已刊和未刊著作而力求体会其用心
,

综述海

内外对熊先生思想的研究动态而力求巨细不遗 , 且念及熊先生欲写
“

量论
”

而未果的遗志
,

特

以阐述其哲学体系中的认识论为重点
,

广搜而博证之
。

书中
,

从
“

境不离心
” 、 “

翁辟成变
” 、

冥悟证会
” 、 “

天人合一
”

四个侧面
,

论述其认识论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模式的特点
,

透过各种

迷雾
,

既充分肯定其认识论中阐扬主体能动性原则和思维方法上把分析与综合
、

理性与直觉

等两端融通为一的积极意义
,

又如实地揭示了熊氏认识辩证法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

在论及

熊十力哲学的特质时
,

从认识论的角度
,

较深入地对比了熊氏夸张
“

本心
’

与费希特强调
“

自

我
”

的思想异同
,

作出了两者
“

同是软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 ”

费希特哲学是
`

为 即将到来的革命

准备理论
”

而熊十力哲学则是
`

在为 已经逝去的革命进行补课
”

的论断 , 又纳入中国近代哲学

思潮
,

评析了熊氏扬榷百家
、

融通孺佛而成就的
“

体用不二
”

的一元化体系
,

较之康有为
、

谭

嗣同
、

梁启超
、

章太炎等在哲学上自陷于矛盾
,

是一个认识史的进步
。

凡此诸端
,

皆可谓发

前人之所未发
,

且持论铮铮有据
,

对熊十力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当然
,

山于此书重点在阐述熊十力哲学中的认识理论这一环
,

且匆促写成
,

不免涵泳不 深
,

网罗未

周
。

进一步钩沉发微
,

期诸来日
。

余读《体用论 》末章
,

熊先生慨乎有言
: “

余平生酷好哲学
,

独居深念
,

科学毕竟是分观宇

宙
,

若综观宇宙
,

深彻源底
,

当有哲学专其责
。

私怀惟冀质力诸学
、

生物学
、

数学
、

辩证法

各种理论之探究日益宏深
,
东方古哲遗经

,

其中确有宝物在
,

尤望学者苦心精究
。

将来有哲

人兴
,

融合上述诸学
,

以创立新哲学之宇宙论
,

是余所厚望也 !
’

这段话
,

实为熊先生作为真

正哲人的伟大预见
,
眷怀东方往哲之遗宝

,

更殷殷瞩望于将来学者的开拓和创新
。

汪洋学海

翻新浪
,

吸取诗情向未来
。

熊先生生前所厚望于后人者如此
,

愿与本书作者和读者共勉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