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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论坛综述
———纪念张栻诞辰 ８８０ 周年

刘　 焦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在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张栻（１１３３－
１１８０）诞辰 ８８０ 周年之际，由中华朱子研究会、四川师

范大学、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

院、香港孔教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联合举办的“张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论坛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２０ 日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美

国、法国、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专家

学者 １１０ 余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着张栻研究

及其现代价值和意义这一主题，对张栻在中国哲学史、
经学史、教育史、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张栻思想

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等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　 关于张栻的心性论

张栻与朱熹齐名，在心性论上提出性本论和“心主

性情”等思想，对整个宋明理学影响很大。 张立文教授

认为，作为事事物物所以生生的太极和理，流行到事事

物物，物物有一太极，万理在万事，流行到人便是人性，
在事物便是物性。 张栻人性的核心内涵是仁义，仁义

之性的本质内容是万善之宗，就是人性是善的。 成中

英教授认为，张栻基于朱熹的中和之悟得到“心统性

情”或“心主性情”的认识，因之显示心之为心的主体

能动性，却未能表达心之为能动主体与性之兼为主客

体之间的有关重要功能与关系，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这

些功能可能没有感觉，或不能认识。 杨柱才教授从《太
极图说解》来说明张栻的太极体性，认为：张栻的心性

论与太极密切相关，太极本体（也即性之本体）的动

静，可以从喜怒哀乐、未发已发的角度来理解；张栻所

谓太极之体与太极之性，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

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 向世

陵教授从张栻“性善论”角度出发，认为：“善”不仅可

以赞叹先天本性的美好，也可以确指后天真实的德性，
这就是仁义；仁义依存于性，是一切善德的源头，而仁

义的发现就是善的行为，由于太极化生带来的动能，内
在的仁义可以自然地扩充展开；张栻性善的普遍，必然

是建立在性的普遍必然基础上的，以性为本的理论，从
存在的架构说，基本点就是性物一体、道器不离。 刘兴

淑副研究员认为，张栻将孟子的性善论扩展，一方面人

与万物有一共同本原，另一方面这一本原是善的，是包

括人性和物性的性，可名之为天地之性，因此，性善不

仅仅归为人之善，还有物之善。 张琴讲师认为，张栻批

判地发展了胡宏“性一分殊”与“性体心用”思想，建构

了以性为本位、分别以太极与心为核心的宇宙论与心

性论体系。
二　 关于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

蔡方鹿教授认为，张栻思想有求实、求理的内涵，
张栻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实事求是、客
观地对人的生存欲望和物质利益加以适当的肯定，在
循理的前提下，对于铁钱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一一

务之，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张栻经世致用

思想的重要内涵是重躬行践履，同时把训解文字与阐

发义理相结合；他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
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

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
实事实功、整治贪腐，提倡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注
重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

现了他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
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 李振纲教授和邢靖懿讲师

从内圣外王角度认为，张栻将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相

结合，主张为学、为政都须务实，讲经世、重功利，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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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象浙东学者那样认为心之本在于功利，而是将内圣

外王之德、心性修养置于更根本的地位，经世致用本儒

学道术，以明道救世为目标，是儒家内圣的实践与推

衍，是实现外王的途径与手段。 张利明助理研究员从

张栻《孟子讲义序》中的“无所为”与“有所为”来说明

张栻的义利观，认为“无所为”与“有所为”是张栻义利

之分的标杆。 赵淼博士从“经世”二字的考据，分析张

栻对“经世”的理解，从而得出张栻经世活动的理论来

源。
三　 关于张栻与同时代学者的关系

张栻作为宋代理学大家，在与同时期学者的交游、
交流中，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张栻思想也得到了提

升。
张立文教授认为，张栻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特

别以张栻和朱熹的中和之辩为重要，张栻在中和之辩

中坚持“先察识而后存养”的心性修养工夫，而不取道

南学派从主静中体验未发的寂然不动气象，以中体和

用的分析范式，体认已发流行过程中主一居敬之功。
陈代湘教授分析比较了张栻和朱熹思想的异同，认为

在性善恶、心性关系、察识涵养等六个方面，张栻和朱

熹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太极即性和太极即理上，张
栻坚持胡宏性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并加以发展，提出太

极即性，朱熹继承和发展二程“理”学，同时吸收周敦

颐“太极”理论，提出太极即理，与张栻观点不同；关于

心的主宰性，张栻与朱熹看法不同，朱熹关于心的主宰

性一般只限于性、情，故而着重阐发“心统性情”之说，
张栻虽也提出与“心统性情”意思相类的“心主性情”，
但却把心的主宰性放大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 陈良中

副教授从朱熹对张栻《癸巳论语解》初稿提出的修改

意见来认识张栻与朱熹的思想论争，指出朱熹对张栻

解经用语、语言逻辑、字词训诂及义理提出了批评，对
比剖析张栻《论语解》定稿与朱熹对此书初稿的批评，
张栻定稿或据朱子说改、或不改，可见两人解经方法、
旨趣和思想的异同，张栻解经不重训诂，疏解语言多带

有讲章的率意，而朱子则更加谨严。
郭齐研究员认为，张栻虽然从胡宏问学时间不长，

但所受影响不小，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张栻对胡宏

的性本体论基本认同，对其中的理论缺陷，张栻采取了

改良而不是摈弃的方法；其次，张栻治学以周程为究

竟，终身崇信而笃守之，在张栻看来，胡宏源出洛学，在
大本大原问题上不应有原则的差异，因此通过太极形

性之说使胡宏的观点向二程靠拢；最后，对胡宏性本体

论存在的问题，张栻主要是不满于将太极定性为形而

下之气并置于从属地位，且称本体为性也有有静无动、
有体无用之嫌，须加完善。 邹锦良讲师从张栻与周必

大的知行之辩来看张栻思想，认为：张栻秉承的是理学

先师的知行观，而周必大并不赞同“知先行后”的观

点，尤其是不同意道学家所提出的“知则无不能行”以
及“未有不知而能行者”的论断，但是从周必大和张栻

在“知行”问题的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南宋政坛士人

与理学士人的交往是相互尊重对方，周必大和张栻两

人由“知行”问题引发的辩论实际上是周必大代表的

北宋旧儒学与张栻代表的南宋新理学之间的歧异。 金

生杨教授认为，张栻承教张浚之日长，从学胡宏之日

短，继承并改造了张浚的静虚心悟之说，主张觉心悟

性，以心悟《易》，弘扬张浚的体用之说，留心经济之

学，发扬程颐居敬主一之论，在继承父祖是非众说思想

的基础上，融会众说，各是其是，屏弃异端，归宗洛学，
使其学术日渐精醇。 胡杰认为，张栻的经学观，尤其是

张栻易学，是基于其父张浚易学以象数为本，同时又重

视对义理的阐发，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从中阐

发性理之学。 但是张栻又有新的发展，以义理解释儒

家经典，从中发明圣人之道，一方面重视义理，另一方

面不拘泥于象数，更重要的是在张浚为人忠孝廉洁、人
品正直的影响下，张栻修仁义之实，承圣贤之学，续圣

人之道，拥爱民之心，定收复之志，最终锻就了其一代

“醇儒”的为人品行以及为官道德的操守。
四　 关于张栻思想的现代意义

张劲松先生指出，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

守，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其经世致

用、勤政爱民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

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有所启示，值得

借鉴；提出我们现代人应当从张栻的爱国主义精神、教
育思想、人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四个方面学习和弘扬

张栻的思想，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蔡方鹿教授认

为，张栻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

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和价值，对于当前我国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

之风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 张利明助理研究员认

为，张栻“无所为”和“有所为”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人

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有文化领域的发展与作为都

具有一定的启发，能够启发我们在这些领域如何处理

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义利观的问题，说到底是

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只有确立了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社

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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