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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建构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基础的，是借助开显

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新内涵，并涵

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地的生化日新入

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界，认为天理

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体的性命之

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的我。

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

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

所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

应天理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

合一的天地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

成之时。而程颢、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

气象。本书试图厘清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阐明他们的易学分别在

其理学体系建构中所起的统摄作用和基础作用。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首先对程颢和程颐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进而阐

述了探讨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的意义和研究思路，并交代了本

书的研究方法。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

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在程颢易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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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程颐

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

续探讨的必要。因此，本书拟从宇宙图景、性理之学、工夫进路以及

境界追求四个方面，阐发程颢和程颐的易学对于其各自理学建构的作

用，厘清他们思想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说明二程人格气象的异同

正是由其思想的异同所决定的。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首先运用文献

研究法，对传世的程颢和程颐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并将其作为研究

文本。其次，基于易学天人之学的特点，阐明程颢和程颐通过阐扬《易》

中已有的本体思想、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等内容，加上涵

摄融会此前的典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实现自身理学体系建构的过程。

最后，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置身于二程理学形成的历史文

化语境来还原他们建构理学体系的原貌，并阐明研究程颢和程颐理学

体系的建构，既有利于促进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又有助于实现中华文

化复兴。 

第一章，易学语境下二程全新总体宇宙图景的开显。这一章试图

还原二程以其易学来建立宇宙图景的过程，并阐明他们对天理诠释的

异同之处。本章首先阐述了程颢和程颐之前儒家宇宙本然研究范式的

转换。《易》描绘了生化日新、异彩纷呈的天人万象之道，汉唐经学

将其理解为天人同构、一体贯通的生活世界。但是，儒家并未建构起

自身的本体论。程颢和程颐对汉唐经学注重经义训诂的解经模式提出

了批评，并对玄学本体论加以转化，将天理确定为万物背后的形而上

根基和价值依据。尽管二人都以天理为终极的根基根据，可是他们对

天理的理解却同中有异。程颢从生生之理中体贴出了天理，并将仁与

天理通而为一，描绘了一幅生化日新、天人本一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

在这一宇宙图景中，天地创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主客之分被超越，

天地人物之间呈现一体互通、内在互连的态势。程颐从天道生化日新

的原因入手，强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天理是万物背后的本体



 

 

依据，进而勾勒出万象共生、物我一理的有机整体世界。在这一世界

中，主客之分被凸显，天地人物之间呈现异彩纷呈、天人合一的情形。 

第二章，性理的易学新内涵与理学心性论的确立。本章阐述了程

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阐扬，并说明他们正是以性理的易

学新内涵为基础来建构其理学心性论的。周敦颐将研究《易》的重点

由阴阳之理转换为性命之理，程颢和程颐光大了《易》中的性命之理，

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理学的心性论。他们借鉴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

质之性二分的解释范式，将人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程颢认

为，人人皆有完善自足的、绝对善的本然之性；这一本性来源于天理。

在程颢看来，天地间并不存在纯粹的本然之性，只有具体的人物之性。

而具体的人物之性，又是天理与气结合后的产物。程颢用《易》中的

“各正性命”来说明天理的实现过程，认为天理流注到个体身上就体

现为不同的性命。具体的人物之性已经是“生之谓性”，不再是本然

之性。由于本然之性和“生之谓性”都是性，故他不对性、心、情做

严格区分。与程颢不同，程颐认为，只有本然之性才是性，“生之谓

性”是气禀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程颐强调心分体用，

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程颐认为，性为未发，是至善的；情为已

发，有善有恶。程颐还使用体用范畴，对仁与爱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全

新的解释。 

第三章，易学工夫论新内涵的凸显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本章重

建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修养工夫的阐扬，并以此为框架建构自

身理学工夫论的过程。在易学的宏大视域中，程颢和程颐汇通了《大

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典籍中的工夫思想，提出了自身的

理学工夫论。程颢吸收了周敦颐观万物生意的修养方法，提出了以识

仁和定性为特色的理学工夫论。程颢重视向内的直觉体验，把格物穷

理看成识仁的同义词，又把养气看作定性的手段，还将循理无违当作

工夫进路的高级阶段。程颐把周敦颐的“主静”改为“主敬”，还借



 

 

鉴了王弼的“性其情”，建构了以持敬和穷理为特色的修养工夫。程

颐立足于主客二分，认为格物穷理离不开诚敬，主张通过涵养正气来

处理性情关系，要求个体循理而为。 

第四章，易学理学二而一视域下的理想人格与理想人生。这一章

再现了程颢和程颐对《易》中的性命之理的发扬，并说明他们在易学

理学二而一的视域下建构了自己的境界哲学。《乾卦·文言传》中的“夫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

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已有明确的境界意味。他们

对《易》中的境界论予以发扬，并通过对前人境界哲学的涵摄吸收，

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境界哲学。程颢把仁者与圣人贯通起来，建构起万

物一体、天人本一的圣人境界。在生活中，程颢待人宽和，给人以“如

坐春风”之感。这正是程颢所追求的圣人境界的现实化。程颐对仁者

和圣人做了区分，树立起天人合一的境界哲学。在待人接物时，程颐

给人以庄重严肃的印象，展现出注重道德践履的贤者气象。尽管程颐

所展现出来的是贤者气象，可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天人合一的

圣人境界。 

第五章，二程的历史地位、后世影响及现代价值。本章总结了程

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理学建构模式及其理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后世影响和现代价值。在后世，程颢和程颐的易学解释范式、易学思

想和理学思想都发挥了重大影响，他们也因此得以从祀孔庙。他们建

构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的文化自觉，也对后人产生了

很大影响。在当代，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为民族文化复兴，为建立天

人和谐、人我和谐的社会发挥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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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二程兄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位列“北宋五子”。程颢（1032—1085），

字伯淳，时称明道先生，曾经担任地方官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后人

尊称其为“大程子”。程颐（1033—1107），字正叔，时称伊川先生，曾

经担任过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官职，后世尊称其为“小程子”。

程颢和程颐早年曾受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

乐何事” ① 。程颢和程颐以此为起点，终身勤学善思，终于在易学的框

架下，以易学天人之学的全新视域，发掘了先秦儒学的精髓，涵摄了佛

道思想的精华，创立了其理学体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程颢和程颐复兴儒学、建构理学，又是在继承

前人和与同时代学者的学术互动中实现的。诚如陈来先生所云：“理学的

正式诞生虽然在北宋中期，但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及它所由以发展

的一些基本思想方向在中唐的新儒学运动及宋初的思潮演变动向中可以

找到直接的渊源。”②  在历史上，唐代的韩愈、李翱都是公认的理学先驱。 

在《原道》中，韩愈“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

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③ 。韩愈的做

 
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
局，1981 年，第 16 页。  

②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 页。 

③  李珺平：《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青海社会科
学》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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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既促使儒家的传道系统开始由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转变，又是儒家的

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转变的开端。与韩愈一样，李翱也对《论语》比

较推崇，二人合著《论语笔解》一书。此外，李翱还将《中庸》《易传》

和《乐记》相贯通，著成了“上接佛学，下开理学” ①  的《复性书》。  

到了宋初，孙复、胡瑗、石介等人继续推进儒学复兴。其中，石介

不仅在思想上极力推崇韩愈，而且在为人处世上效法韩愈的风骨；孙复

精研《春秋》，批评佛老，宣扬尊王攘夷；胡瑗不仅精通易学，而且积极

宣讲《论语》。三人因在儒学复兴上的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之后，周敦颐积极将《周易》与《中庸》会通，在宋代儒家学者中首开

在易学视域下涵摄、阐释四书学的先河。在周敦颐之后，张载在易学的

视域下，继续阐释《中庸》《孟子》的精深意蕴。与周敦颐和张载类似，

程颢和程颐在易学天人之学的宏大视域下，不仅将《大学》从《礼记》

中抽取出来，使其独立成篇，而且极力凸显《大学》《中庸》的价值，还

将曾子、孟子纳入儒家的传道系统。在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程颢和

程颐不仅对前人的思想资源有所继承，也与张载、邵雍等同时代学者进

行了思想互动。最终，在朱熹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儒家的

“道统论”得以最终形成。与此同时，儒家的经典系统从五经到四书的过

渡，也彻底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渡过程中，易学始终是两宋

理学家阐发儒门固有真意的理论指导和思维架构。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程颢和程颐之所以要建立自身的理学体系，

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官员数量膨胀、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军

队数量多等问题。在他们看来，理学不只要解决佛道二教甚嚣尘上、儒

门淡漠的现实，使儒学重回思想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且要通过“格君心

之非”、辨明理欲、区分公私等手段，实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于是，

“在张大道统意识、彻底恢复作为华夏文化本统、正脉之所在的儒学之正

 
①  石峻：《石峻文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371-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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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位这一理念的激励下” ① ，程颢和程颐接续了华夏文化之正统，成

为理学的奠基人。这一理学体系最终由朱熹发扬光大，并在南宋之后逐

步成为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官方意

识形态。二程也因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而得以入祀孔庙。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赵宋承五代乱世而来，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都

有空前的建树，也被海外学者赞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在国内，今人吴

钩也将宋代视作“现代的拂晓时辰”。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的社会治理不

仅得到了今人的称赞，也受到了当时儒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在宋儒看来，

宋代的治理，不仅以“回向三代”为政治追求，而且是把二程理学作为根

基的。宋人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根柢也。义理之学

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宗师也。” ②  在此处，黄震所说的程先生就是程颢

和程颐。可以说，如果没有二程理学，宋代的社会治理就会出现大问题。

因此，卢国龙说：“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③  尽管二程洛学实

质上是政治哲学，可是，它的产生却是借助易学研究而完成的。  

一、易学是二程理学体系建构的理论视域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建构是以其全新易学观为

 
①  王新春：《牟宗三先生新儒家视野下的孔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②  〔宋〕黄震：《黄氏日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1546 页。 
③  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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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是借助开显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

学的新内涵，并涵摄吸收四书等典籍中的思想资源来实现的。程颢从天

地的生化日新入手，对“生生之谓易”加以诠释，建构起生生日新的世

界，认为天理是天地生化日新的本体依据。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个

体的性命之理。个体可以在生活中“即事尽天理”，成就与物同体的大写

的我。程颐从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视角入手，建构起万象共生、物我一理

的有机整体世界。程颐把变易看成天地万物存在的总原则，认为变易的所

以然是天理，提出了随时取义以从道的理念。在程颐看来，个体顺应天理

的要求，就是在参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天地

境界。二程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即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完成之时。而程颢、

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  

二程在易学的框架下，建构起自身的理学体系，实乃宋代学者通行

的研究范式。在当时，理学家往往也是易学家，而理学家的体系建构也

与其易学研究紧密关联。在易学的架构下，理学家通过对四书的解释，

使“儒家不但重又获得了自身价值体系的根源性意义，而且找到了抵御

和批判佛教出世主义的强有力武器” ①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二程建构

理学体系的行为，体现了宋代理学家直面佛道冲击的文化自觉。随着二

程弟子将洛学传播到各地，程颢和程颐的研易释易、易学研究与理学体

系建构齐头并进的研究范式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最终成为后儒研习易

学和建构理学体系的范式。因此，要研究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建构，

就要从易学视野着手。  

二、研究意义 

 
①  景海峰：《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载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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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二程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厘清二程易学与其理学的关系。 

程颢和程颐首先是易学家，并借助其易学研究，完成了理学体系的

建构，才成为理学家。可以说，二程易学研究完成之时，就是其理学体

系建构成功之日。这一研究范式上承周敦颐，下启二程后学。  

虽然程颢没有大部头的易学著作，可是，我们能够从《遗书》中他

的语录上发现其研易、释易的证据。从程颢的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

程颢也是易学大家，他的易学也有其鲜明特色。程颢由解读“生生之谓

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入手，阐释了易学中的总体宇宙图景、性命

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与此同时，程颢易学又与其理学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在阐发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

学的同时，其理学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在今天，研究程颢易学与其理

学之间的关系，说明其如何在易学天人之学的视域下，创造性地转化前

人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 看 程 颐 ，他 不 但 研 习《 易 》，还 在 晚 年 著 成 了 彪 炳 后 世 的 易 学 巨

著 ——《周易程氏传》。胡自逢说：“综伊川一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此皆伊川潜心《易》道之功，充积力久，不自知其与

《易》而为一也。” ①  程颐不仅终其一生都在潜心研究易学，而且重视以

学问滋养自己的生命，最终在晚年达致“与理为一”的人格境界。通过

学易、释易、践易，程颐既阐发了易学中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性命之

理、工夫论与理想人格，又实现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这一理学体系建

构的研究范式承前启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其次，探讨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深化理学史、易学史研究。 

二 程 研 易 、 解 易 ， 并 将 易 学 研 究 与 理 学 体 系 建 构 同 时 进 行 的 易 学

解 释 范 式 ，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 朱 伯崑先 生 认 为 ，“ 程 氏 《 易 》

学 继 王 弼 之 后 ，将 义 理 学 派 推 向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在《 易 》学 史 上 有

 
①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第 26 页。  



 

006 

其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程颐的《易》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从 宋 代 开 始 ， 理 学 家 大 都 是 通 过 易 学 研 究 来 建 构 其 理 学 体 系 的 。

到 了 南 宋 ，朱 熹 也 是“ 通 过 对《 周 易 》经 传 解 释 ，阐 发 了 理 学 派 的 哲

学 体 系 ， 成 为 以 后 几 个 世 纪 官 方 哲 学 的 代 表 ” ② 。 在 其 后 ， 湛 若 水 、

罗 钦 顺 在 建 构 自 身 的 理 学 体 系 时 ，也 受 到 了 二 程 的 易 学 思 想 和 研 究 范

式 的 影 响 。可 见 ，二 程 的 易 学 解 释 暨 理 学 建 构 范 式 的 确 在 后 世 发 挥 了

典 范 意 义 。  

在今天，要研究宋代之后的理学史和易学史，二程都是绕不开的人

物。因此，二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可

以让我们了解宋代及以后理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研究二程的易学思想，

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及以后易学传承的内在逻辑。一旦拥有对理学与易

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切实体会，我们就能深化对理学史、易

学史和哲学史的理解。  

最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在宋代，面对佛道二教的冲击，程颢和程颐在易学的架构下，发掘

了先秦儒学的精髓，涵摄了佛道二教的合理因素，建构起了自身的理学

体系，从而阶段性地完成了儒学复兴的历史使命。二程直面佛道冲击，

重振儒学，展现了他们的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即

所谓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也即费孝通所讲的“文化自觉”。  

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

中应有之义。在二程去世后，经过胡安国、朱熹等人的传扬，洛学逐步

成为正统思想。到了元、明、清三代，理学既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

又在维护社会秩序、传承儒家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

到了当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有机组成部分，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第 195 页。  

②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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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得我们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解释。  

要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不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积极

开展跨文化交流，还得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冲突和问题。第一，在

跨文化交流时，我们要坚持文化主体性。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在

涵摄、吸收其他文化之中的合理成分上，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指

导和足够的理论定力。第二，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需要借

鉴二程的研究范式。程颢和程颐易学与理学合二为一的诠释风格，可以

使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解释的同时，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立足易学视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厘清

其理学与易学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宋明理学史、宋明易学史的研

究，还能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探索道路。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得失 

在易学的视域下，程颢和程颐通过研究易学，建构起了自身的理学

体系。笔者认为，要从易学视野入手，研究二程的理学建构，就要对二

程的理学思想、易学思想、理学体系建构和元典文献鉴别等问题，进行

文献梳理。现当代学者已经从理学、易学、礼学等多个视角，对二程的

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笔者将就目力所及

之文献，择其要者略做陈述。  

一、理学研究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体系包括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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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程颢和程颐的理学研究方面，现当代学人已经取得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成果。  

（一）天理论  

学界对程颢和程颐的天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诸多

成果。现当代学者对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的探讨，与其对二程的天理

论的研究密不可分。冯友兰先生从人格气象的异同出发，认定程颢和程

颐的思想确有不同。冯先生反对把程颢和程颐称为二程，指出“其实二

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哲学思想，而程颢的

哲学思想，则为‘陆王’所继承、发展” ① 。冯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

的思想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的天理论上。程颢所谓的“天理”指的是事

物之中的自然趋势，程颐所谓的“天理”实质上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

一般。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上，程颢和程颐的界定也有不同：程颢

不对形而上形而下做区分，也不重视理气的分别；程颐用“体用一源，

显 微 无 间 ” 描 绘 了 一 般 与 个 别 之 间 的 关 系 ， 即 既 有 明 显 区 别 ， 又 存 在

着 密 不 可 分 的 联 系 。 ②  与 冯 友 兰 先 生 的 观 点 不 同 ， 钱 穆 先 生 认 为 ， 尽

管 程 颢 和 程 颐 在 人 格 气 象 上 确 有 差 异 ， 在 思 想 上 却 是 大 体 相 同 的 。 钱

先 生 认 为 ， 程 颢 所 谓 “ 天 理 ” 是 由 自 身 的 实 际 生 活 经 验 入 手 体 验 出 来

的 。 天 理 ， 并 不 是 宇 宙 之 理 ， 而 是 人 生 之 理 。 ③  张 岱 年 先 生 认 为 ， 虽

然程颢和程颐都以天理为本根，却对天理给予了不同的解读：“程明道

所 谓 理 乃 指 生 生 之 理 ， 以 生 或 易 为 宇 宙 之 根 本 原 理 。 程 伊 川 所 谓 理 ，

则指气之所以。” ④  牟宗三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对天理的理解上的异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03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14-121页。 
③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第 64-79 页。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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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他 们 的 思 想 各 具 特 点 的 根 源 。 ①  侯 外 庐 先 生 认 为 ， 二 程 的 思 想

没 有 差 异 ， 主 张 天 理 独 立 于 客 观 世 界 ， 是 客 观 世 界 的 本 源 和 本 根 。

在 特 定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 侯 先 生 把 天 理 看 成 了 封 建 等 级 制 和 封 建 伦 理

道 德 的 总 称 。 ②  余敦康先生认为，二程在本体论上完全一致，在工夫层

面略有差异。他认为，程颢和程颐“都是在致力于把天理确立为最高的

哲学范畴，阐发其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勉强要找出有什么不同，只能指

出某些属于‘工夫’层面上的差异，在‘本体’层面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③ 。与余敦康先生类似，向世陵先生也认为，尽管二程兄弟在治学教人的

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可是兄弟二人在根本思想上是一致的。向世陵先生说：

“二程之间，对于形而上下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并没有原则

性的不同。” ④  

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的天理论思想。成中英先

生研究了二程本体哲学的思想渊源和架构，认为“一方面，程颢是根据

《大学》、《中庸》的传统，并以这两个文本为契机来创发其对于现实的直

接思考。就此而论，他比他的先行者达到了更加独立的哲学思考；但另

一方面，他也遭遇到困境，即是如何把他的思想和观念表述成一个逻辑

的形上系统。这个系统化的工作要到他的弟弟程颐那里才得以创建，而

其完成则要到朱熹——程颐的四传弟子那里才实现” ⑤ 。在《仁学本体

论》一书中，陈来先生研究了程颢的“仁体”，认为“实体的仁体既是人

识得的实在对象，也可以成为个人拥有的东西，实体是可以贯通到人的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66-76 页。 
②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第 149-155 页。  

③  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407 页。  
④  向世陵：《理气心性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218 页。  
⑤  [美 ]成中英著，杨柱才译：《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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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实在” ① 。胡自逢先生阐述了程颐以天理为根基的天人之学，说：

“《程传》会天人之理而归之于人事，既不昧其本原，而又人可施行，使

《易》之大用，益以恢廓，伊川之力也。” ②  朱汉民先生探讨了二程天理

论思想的文化意义，认为“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

的‘理’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

统一起来，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

的重建”③ 。冯达文先生研究了程颢和程颐在天理论方面的异同，认为“大

程一方面既以‘理’为一种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以‘知’去把

握却强调以‘心’去体证此“理”而显得不圆熟，那么在‘理’本论的范

围内，小程却表现了理论的一贯性” ④ 。徐洪兴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仁”

与“礼乐”思想，认为“作为天地之序的‘礼’和天地之和的‘乐’，就

是‘天理’的实质性的内涵，它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价值的本体” ⑤ 。

李晓春先生从天理与善恶的关系入手，研究了程颢与程颐在天理论上的思

想异同，认为“程颢的理刚从气主理从的形态中脱胎出来，故而此理正像

气主理从那样，紧紧地结合在气中，只不过在程颢这里，主要的视角是观

看理而不是气。程颐的理则在其兄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于气而

呈现一独立自存的趋势” ⑥ 。杨仁忠先生研究了二程天理论与佛学思想的

关系，认为“二程的天理论深深地源于佛学的‘法身’说、‘理事’范畴

论、一多论证论等多个方面” ⑦ 。在笔者看来，即使天理与法身等范畴在

 
①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70 页。 
②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第 31 页。  
③  朱汉民：《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④  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2 页。 
⑤  徐洪兴：《二程论“仁”和“礼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⑥  李晓春：《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兰州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⑦  杨仁忠：《二程天理论的佛学渊源及其文化学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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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也无法掩盖儒、佛在形上依据和价值关怀层面的天壤

之别。  

（二）心性论  

在心性论方面，学界已经获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将二程合

起 来 讲 ， 进 行 了 一 些 研 究 。 侯 外 庐 先 生 认 为 ， 二 程 将 性 划 分 为 天 地 之

性 和 气 质 之 性 ， 认 为 天 地 之 性 是 至 善 的 ， 代 表 人 之 本 性 ； 而 “‘ 气 质

之 性 ’ 也 叫 做 ‘ 才 ’， 它 由 气 禀 所 决 定 ， 禀 清 气 则 为 善 ， 禀 浊 气 便 为

恶 ” ① 。张立文先生探讨了二程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二程采纳了张载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念，认为‘性’有‘天命之性’和‘生

之谓性’之别，两者的来源、标准以及能否改变等都不一样” ② 。向世

陵先生认为，二程人性论的特点“在于将‘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

联 系 起 来 ， 构 成 为 性 本 无 善 恶 与 气 禀 有 善 恶 相 结 合 的 理 论 模 型 ， 而 本

体之性与现象气禀的二分则是问题的核心” ③ 。朱康有先生研究了二程

理 学 与 心 性 实 学 的 关 系 ， 认 为 “ 二 程 的 思 想 中 就 蕴 涵 着 心 性 实 学 的 萌

芽 ” ④ 。 魏 义 霞 女 士 探 究 了 二 程 的 命 运 观 ， 认 为 “ 二 程 接 续 了 先 秦 儒

家 的 天 命 论 传 统 ，在 天 命 论 所 宣 扬 的 人 命 天 定 的 前 提 下 ，探 讨 人 之 性

命 ” ⑤ 。刘固盛先生研究了二程人性论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

人性论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原始儒学的自然延伸，

而是受到了当时的道教学者陈景元、张伯端老学思想的影响” ⑥ 。笔者

 
①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60 页。  

②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20 页。  
③  向世陵：《“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中州学刊》2005 年第 1 期。 
④  朱康有：《二程理学：心性实学之萌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2 期。  
⑤  魏义霞：《中国人的命运哲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27 页。  
⑥  刘固盛：《二程人性论的道家思想渊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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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 虽 然 二 程 对 佛 道 思 想 有 所 借 鉴 ， 却 是 以 其 易 学 思 想 为 架 构 ， 来

涵 摄 佛 道 二 教 的 思 想 资 源 的 。 彭 耀 光 先 生 研 究 了 二 程 对 孟 子 性 论 的 诠

释 ， 认 为 “ 二 程 对 孟 子 性 论 的 诠 释 ， 着 力 凸 显 了 性 的 两 重 维 度 ： 一 方

面，性具有超越性，其与天道、天理为一，是一形上本体；另一方面，

性 又 具 有 内 在 性 ， 它 必 即 道 德 情 感 和 道 德 行 事 而 存 在 ， 因 而 必 须 在 道

德行事上去体证性体” ① 。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习惯于分别论述二程的心性论思想。卢连章

先生研究了二程心性论的异同，认为程颢从“生之谓性”的角度来阐述

心性论，而“程颐人性论的核心内容是‘性即理’” ② 。在《宋明理学心

性论》一书中，蔡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在心性论上的异同，认为“程颢

哲学心性论的特点是讲融通合一，不讲体用之分，这与程颐心兼体用的

思想存有差异” ③ 。李景林先生比较了二程心性论的异同，认为“二程

心性论的基本共同点是，把性理解为在其动态的创造展开活动中的整体

性；而这个创造展开活动，即‘心’在其体用统一中的精神活动” ④ 。

英国学者葛瑞汉先生将二程的哲学分开来讲，认为“对伊川来说，性在

万物中都一样，虽然它被气不同程度地遮蔽。对明道来说，每一生灵都

有各自的性，因此各有自己的循理方式” ⑤ 。  

（三）工夫论  

在工夫论方面，前贤和时哲普遍注意到二程的差异。冯友兰先生认

 
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①  彭耀光：《二程的“道学”与道统观——以二程对孟子性论的诠释为中心》，
《东岳论丛》2015 年第 12 期。  

②  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54 页。  
③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成都：巴蜀书社，2009 年，第 96 页。  
④  李景林：《二程心性论异同与儒学精神》，《中州学刊》1991 年第 3 期。  
⑤  [英 ]葛瑞汉著，程德祥等译：《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郑
州：大象出版社，2000 年，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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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虽 然 程 颢 和 程 颐 都 讲 涵 养 须 用 敬 ， 然 而 “ 明 道 须 先 ‘ 识 得 此 理 ，

然后以诚敬存之’。⋯⋯伊川则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

方 面 今 日 格 一 物 ，明 日 格 一 物 ，以 求‘ 脱 然 自 有 贯 通 处 ’” ① 。张 岱 年

先 生 研 究 了 二 程 工 夫 论 的 异 同 ，认 为“ 明 道 的 方 法 则 全 从 孟 子 来 ，主

张 反 求 于 内 ” ② ； 又 认 为 “ 伊 川 之 整 个 的 哲 学 方 法 ， 是 参 用 直 觉 与 思

辨 的 ” ③ 。侯外庐先生从知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了二程的工夫论与佛

学的联系，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正是佛学‘渐修’、‘顿悟’的变相

的说法，集众理的‘格物’即渐修，脱然而觉悟的贯通即顿悟” ④ 。钱

穆先生认为，程颐发展了程颢的修养工夫，指出：“大抵颢之教人，侧重

在如何修养自己的心；颐对此极多阐述，更添进许多实际的治学方法，

教人如何获得知识。” ⑤  钱穆先生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句

为例来说明，认为前半句是程颢的观点，后半句是程颐所添加的治学方

法。张立文先生比较了二程在工夫论层面的思想异同，指出：“二程均认

为，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是划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

程之异就在于，当认识主体在‘穷理’而后回归到‘理’的逻辑过程中，

程颢强调了‘有我’，程颐则讲‘无己’。”⑥  高怀民先生研究了程颢的《定

性书》，认为“分内外意即未达其根本，达其根本之一则知无分于人、物，

无分于内、外，人、物与内、外无分，故能与万物相应，无物不应，以

性相通故” ⑦ 。值得一提的是，高怀民先生还研究了程颐修养工夫与其

易学思想的关联，认为“小程子在修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 274 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46 页。 
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49 页。 
④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59 页。  

⑤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年，第 83 页。  
⑥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09 页。  
⑦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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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关联着易学” ① 。  

也有些学者分别从其他方面入手，探讨了二程的工夫论。向世陵先

生从“不失本心”的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对孟子保持本心思想的发展，

认为“孟子并未说明‘欲’到底是如何一种心理状态，程颐则有发挥，

认为心只要有向往追求便是物欲，而不必是完全沉溺于其中” ② 。陈来

先生比较了程颢和程颐对诚敬的不同观点，认为“程颢以诚与敬并提，

他说的敬近于诚的意义，同时他十分强调敬的修养必须把握一个限度，

不应伤害心境的自在和乐。程颐则不遗余力地强调敬，他所谓主敬的主

要内容是整齐严肃与主一无适，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与内在的思虑

情感两方面同时约束自己” ③ 。在《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蔡

方鹿先生研究了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认为“二程既分别论述了格物说

与致知说，又阐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其格物致知论的严

整理论内涵” ④ 。郭晓东先生从工夫论视域入手，研究了程颢的哲学思

想，认为“识仁”也就是“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乃展示出

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阶段” ⑤ 。文碧芳先生研究了程颢的识仁之方，认为“大程仁说乃具备

明显的宗教性维度”⑥ 。温伟耀先生对程颢和程颐的工夫论做了比较研究，

认为“明道的工夫论较着重圆顿的观照境界，而伊川则精确而严谨，着重

深细的工夫” ⑦ 。邓联合先生从近代知识论的角度研究了程颐的格物致知

论，认为“‘格物致知’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既坚持认为要探求外在自然

 
①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4 页。 
②  向世陵：《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第 216 页。  
③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1 页。 
④  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8 页。 
⑤  郭晓东：《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6 年，128 页。  

⑥  文碧芳：《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国哲学史》2011 年第 3 期。  
⑦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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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又没能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认知方法” ① 。方旭东

先生研究了程颐和朱熹的“知而不行”思想，认为“在‘知而不行’问题

的解释上，程朱注意到认知之外的其他多重因素，包括人的意愿乃至性格

等非理性因素，从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道德实践的深层机制” ② 。刘蔚

华先生探究了二程的理欲观和弗洛伊德的超我说之间的异同，认为“弗

氏和二程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大体一致的原理，就是人通过克制自

己的私欲，就能够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人的本我状态与超我状态，同

样都是现实的” ③ 。梅珍生先生研究了二程的“主敬”工夫与其易学思

想的关联，认为“《易》中的‘敬以直内’等思想，成为程颐关聚‘敬’

字的主要思想资源” ④ 。  

（四）境界论  

在境界论上，学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有些学者认为，二程

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是相同的。冯友兰先生认为，程颢和程颐所说的仁

者境界即天地境界。冯先生说：“在仁者的境界中，人与己，内与外，我

与万物，不复是相对待底。”⑤  冯先生认为，“在天地境界底人的‘真我’，

不仅是他自己的主宰，而且又是全宇宙的主宰” ⑥ 。蔡方鹿先生研究了

二程的理想人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后世影响，将追求成圣看作二程人格观

的最高理想，认为“二程的价值取向，主要以三代、道德、社会、中、

 
①  邓联合、周广立：《程颐、朱熹“格物致知”论思路判析——从近代认识论
角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  

②  方旭东：《道德实践中的认知、意愿与性格——论程朱对“知而不行”的解
释》，《哲学研究》2011 年第 11 期。  

③  刘蔚华：《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文史哲》2002 年
第 3 期。  

④  梅珍生：《论二程“主敬”工夫的易学思想资源》，《周易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⑤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45 页。 
⑥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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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精神等内容为价值的标准” ① 。  

也有些学者认为，二程的境界论思想同中有异。崔大华先生比较了

二程境界论的异同，认为“在程颢这里，‘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是以

‘识仁’、‘浑然与物同体’来界定、来表述其特征的。⋯⋯程颐认为，‘与

理为一’的圣人境界，是将个体之己溶化于‘理’中，是‘无己’” ② 。

陈来先生将程颢和程颐的同中之异界定为境界取向不同，认为“程颢并

不像后来南宋心学的代表陆九渊那样强调心即是理，更不像明代的王阳

明主张心外无理，他对内向体验的强调主要是基于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与程颐不同” ③ 。在《仁学本体论》一书中，陈来先生研究了程颢的仁

学思想，认为“仁的这种境界的基本特征是‘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一

体’，其意义是要把自己和宇宙万物看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把宇宙的

每一部分都看成和自己有直接的联系，看成自己的一部分” ④ 。  

还有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着手，研究了二程的境界哲学。蒙培元先生

研究了程颢的境界论，认为程颢“把儒家‘仁’的境界提升为普遍的宇

宙关怀，其中既有道德和美学意义，又有宗教精神，他的‘浑然与物同

体说’、‘天地万物一体说’，就是这种境界的最好的表述” ⑤ 。付长珍女

士研究了二程境界哲学的不同取向，认为“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

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

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

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 ⑥ 。洪梅女士研究了程颐寻

 
①  蔡方鹿：《二程的理想人格与价值取向及其后世影响》，《天府新论》1994 年
第 3 期。  

②  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96 页。  
③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0 页。 
④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第

262 页。  
⑤  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84 页。  
⑥  付长珍：《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厦门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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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乐处思想的生态意义，认为“‘孔颜乐处’既是孔子一样的圣人‘仁

民爱物’之乐，也是颜子一样学做圣人的人在学习与修养过程中的乐”

① 。李韦先生研究了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生态哲学面向，认为

“天人无间，天人本无二，那么人与万物都来自这个天地，都是大自然的

一部分，物我不可分” ② 。  

二、易学研究 

在程颢、程颐的易学思想方面，学界也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在《易

学哲学史》中，朱伯崑先生说：“程颢的易说，以仁德和至诚的境界解释

‘生生之谓易’，认为天地之道和阴阳变易的法则不离人心。”③  与此同时，

朱伯崑先生还探究了程颐对《周易》性质和体例的认识，认为“程氏易

学同周敦颐的学说有着批判地继承关系” ④ 。在《周易概论》一书中，

刘大钧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刘先生认为，“在程氏《易传》中，

‘理’不但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 ⑤ 。高

怀民先生认为，“大程子对于易学有非常精深之思，⋯⋯他的学养却予人

以浑然圆通自然、无棱无角的感受，似是直接涌身入于所向往的‘道’

中，不着力地不刻意描模地把握了易学的根本义” ⑥ 。在谈及程颐易学

时，高怀民先生说：“读小程子《易传》，给我们的深刻感受是他的深入

 
①  洪梅：《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齐
鲁学刊》2015 年第 4 期。  

②  李韦：《“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的生态哲学面向》，《兰州学刊》2012
年第 1 期。  

③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第 576 页。  

④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第 194 页。  
⑤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 年，第 198 页。  
⑥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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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多在道德修为方面，有其修为之功，乃有其深刻独到之文” ① 。在

余敦康先生看来，程颢和程颐认为“儒理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易理，这

个思想就是他们以理言《易》的理论框架和哲学纲领” ② 。  

还有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研究了程颢和程颐的易学。潘富恩先

生研究了《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程颐的《周易程氏传》

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③ 。王新春先生从“仁与天理

通而为一”的视角，研究了程颢的易学思想，认为“置身由汉唐经学向

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

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

理学体系”④ 。朱汉民先生探讨了程颐易学与王弼易学的关系，认为“程

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

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⑤ 。黄忠天先生探讨了《二程集》易

说及其与《周易程氏传》的关系，认为“《程传》固为伊川易学精华之所

在，然其散见于《二程集》之易说，尚称繁富，倘能援以辅其《程传》，

于伊川易学之掌握，当有更为全面、深入之了解” ⑥ 。赖贵三先生探讨

了程颢易学与理学会通之道德形上思想，认为“大程子依据《易》学提

供的范畴与命题，将天道与人道从本体论上熔铸在一起，建立起他自己

体悟而得的道德形上思想体系” ⑦ 。谢晓东先生探讨了《周易程氏传》

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应该“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转变” ⑧ 。张克宾先生

研究了程颐易学的“卦才”说，认为“卦才说为程颐解经提供了沟通卦

 
①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3 页。 
②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北京：学林出版社，

2007 年，第 392 页。  
③  潘富恩：《论程颐〈周易程氏传〉的辩证法思想》，《学习论坛》2006 年第 6 期。 
④  王新春：《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周易研究》2006 年第 6 期。 
⑤  朱汉民：《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齐鲁学刊》2010 年第 1 期。  
⑥  黄忠天：《〈二程集〉易说初探》，《周易研究》2006 年第 5 期。  
⑦  赖贵三：《“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程颢理学与〈易〉学会通之道德形上
思想析论》，《国学学刊》2016 年第 1 期。  

⑧  谢晓东：《论〈伊川易传〉中的民本思想》，《周易研究》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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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象与卦爻辞的桥梁，使其能够在注解经文时大加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

① 。唐纪宇先生从《易传序》入手，研究了程颐的易学思想。 ②  吴丹先

生比较了二程易学本体论与王弼的异同，认为程颢和程颐“继承并发展

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

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

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③ 。韩慧英女士研究

了《周易程氏传》的易道观，认为该书“不仅集中体现了程颐在易学领

域的学术造诣，同时也涵盖了他的整个理学精髓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考，

乃至强烈的人生追求” ④ 。  

三、理学体系建构 

就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学界也已有不少研究。朱汉民、肖永

明二位先生认为，二程“人性论的建构，也主要是通过对《四书》中有

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而进行的” ⑤ 。姜广辉先生在《中国经

学思想史》中，指出“二程通过对《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等思想资

料的阐释、发挥和利用，建构了一套贯通其‘天理论’、道德修养论与社

会政治学说的精致理论” ⑥ 。孔令宏先生研究了二程理学与道家、道教

的关系，认为“二程的道体论明显继承了道家、道教的道论，其理的本

 
①  张克宾：《因象以明理：论程颐易学的“卦才”说》，《中国哲学史》2015 年
第 1 期。  

②  唐纪宇：《从程氏〈易传序〉看程颐的易学观》，《周易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③  吴丹：《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1 年第 8 期。  

④  韩慧英：《〈程氏易传〉的易道观》，《哲学动态》2010 年第 2 期。  
⑤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第 124 页。  

⑥  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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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是仿照道家、道教的道本体论而建立的” ① 。曾春海先生探讨了二

程理学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认为“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

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

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 ② 。姜海军

先生研究了二程对思孟学派的推崇与诠释，认为“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

奠基人，他们对思孟学派极力推尊，并以思孟学为基础建构新的儒学形态

——理学” ③ 。彭耀光先生探讨了二程辟佛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

认为“二程理学的核心范畴及重要命题，都是针对佛教的错误倾向、通

过对儒学展开新的诠释提出和形成的，因而有其特殊内涵” ④ 。高建立

先生探讨了二程哲学与佛学的关系，认为“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

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

⑤ 。王书华先生认为，二程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认为荆公

新学不知‘道’，不合‘义’，学术不醇，心术不正，企图通过否定新学

来否定王安石变法，并力图以自己创立的洛学来代替新学在北宋中后期

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⑥ 。  

具体到二程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方面，学界也有不少研究

成果。朱伯崑先生认为，程颐的理学体系“是以其易学为基础形成和展

开的” ⑦ 。朱伯崑先生在论述程颢易学时，认为程颢将“‘生生之谓易’

解释为生物不息的仁爱意识，认为此意识即《中庸》说的‘至诚无息’

 
①  孔令宏：《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03 页。  
②  曾春海：《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③  姜海军：《二程对思孟学的推尊与诠释》，《中国哲学史》2009 年第 2 期。  
④  彭耀光：《二程辟佛与理学建构》，《哲学动态》2012 年第 11 期。  
⑤  高建立：《二程哲学与佛学之关系》，《齐鲁学刊》2004 年第 2 期。  
⑥  王书华：《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孔子研究》2004 年第 5 期。  

⑦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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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行，也是圣人的最高精神境界” ① 。在《周易概论》一书中，刘大

钧先生指出：“正如王弼把注《周易》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

程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②  刘大钧先生认为，程颐将

天理纳入《周易程氏传》，使得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学著作。胡自逢

先生在《程伊川易学述评》中，也谈到了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心性

论、工夫论的关联。胡自逢先生指出：“伊川论性命，自天理、天命而下

逮于性，穷其本原也。复由心而性，而命，则又以为儒学之阶梯也，其

间有可寻之次第，故下学上达之事，无不毕具。” ③  高怀民先生认为，程

颢的《定性书》“虽非论易之言，然其义全合于易，故引《易·咸卦》九

四之文以证明之” ④ 。在谈及程颐易学时，高怀民先生说：“小程子在修

养工夫中两个主要的操守——‘诚’与‘敬’，数其根源，也密切联系着

易学。” ⑤  在《汉宋易学解读》中，余敦康先生说：“二程主要是通过易

学研究来体贴天理的。” ⑥  余敦康先生认为，程颐是通过撰写《周易程氏

传》，界定了天理的内涵，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理学体系的建构。向世陵先

生在《理学与易学》一书中，在探讨宇宙的化生、保合太和说、形而上

下说、继善成性说和生生之谓易等问题时，研究了二程的易学思想与其

理学体系的关系。在谈及二程对形而上下的认识时，向先生说：“二程虽

然是理本论的奠基人，却很少直接从‘理’的角度讨论‘上下’。” ⑦  刘

玉建先生研究了程颐的易学与其天理论的关系，指出“就理学而言，程

颐的天理无疑是整个宋明理学的核心本体论。然而就其天理内涵而言，

在本质上又是对《周易》本体思想的发明与挺立，其本体论的内在易学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年，第 571 页。  
②  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 年，第 197 页。  
③  胡自逢：《程伊川易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第 253 页。  
④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 页。 
⑤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4 页。 
⑥  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409 页。  
⑦  向世陵：《理学与易学》，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 年，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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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整体理学中颇为鲜明与凸显” ① 。杜保瑞先生探讨了程颐的理学

体系建构与其易学的关系，认为“程颐就是完全继承并发挥自《易传》

中已经呈现的儒门义理易学的传统，藉由卦爻辞解释，发挥儒家修养论

观念” ② 。  

四、文献鉴别 

《二程集》是本研究的核心典籍。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归属的文献，

可以拿来即用。没有明确归属的文献，主要是《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

称《遗书》）和《河南程氏外书》（以下简称《外书》）。笔者认为，《遗书》

和《外书》集中反映了二程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过程。因此，鉴别《遗书》

和《外书》，对还原二程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研究程颢易学，乃至进行

程颢和程颐的思想异同研究等，都是基础性工作。离开这一工作，本研

究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遗书》鉴别方面，前辈学者也做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可贵的

研究成果。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遗书》加以鉴别。例如，陈荣

捷先生反对将《遗书》中标明为二先生语的语录强加区分，指出：“《遗

书》卷一至卷十门人所录者称为‘二先生语’，朱子亦只用‘程子’，皆

因二程思想方向虽不同，而根本则无大异也。” ③  唐君毅先生也认为《遗

书》的鉴别必要性不大，指出：“大率《遗书》中所记为二先生语者，盖

皆明道伊川所共说，或记者视为二先生所共说者。” ④  

也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鉴 别《 遗 书 》，有 利 于 厘 清 二 程 的 思 想 异 同 。在

 
①  刘玉建：《“天理”的易学体贴——程颐天理的本体涵养》，《周易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②  杜保瑞：《论程颐形上学与功夫论及易学诠释进路的儒学建构》，《哲学与文
化月刊》第 365 期。  

③  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00 页。  
④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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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程 颢 和 程 颐 的 思 想 异 同 时 ，冯 友 兰 先 生 已 经 分 别 对《 遗 书 》的 鉴

别 做 了 诸 多 努 力 。例 如 ，在 解 释 程 颢 和 程 颐 对 理 的 不 同 理 解 时 ，冯 先

生 对《 遗 书 》卷 一“ 盖 上 天 之 载 ，无 声 无 臭 ⋯ ⋯ ”一 句 做 了 鉴 别 ，认

为 “ 此 第 二 条 未 注 明 为 二 先 生 中 何 人 所 说 。 但 似 可 视 为 系 明 道 所 说 ，

因 其 与 第 一 条 意 相 同 ” ① 。 牟 宗 三 先 生 提 出 了 鉴 别 《 遗 书 》 的 四 个 标

准 ： 第 一 ，“ 凡 属 二 先 生 语 者 吾 人 可 视 为 二 程 初 期 讲 学 之 所 发 。 此 期

当 以 明 道 为 主 ” ② 。第 二 ，“ 明 道 心 态 具 体 活 泼 ，富 幽 默 ，无 呆 气 。故

二 先 生 语 中 凡 语 句 轻 松 、透 脱 、有 高 致 、无 傍 依 、直 抒 胸 臆 、称 理 而

谈 ，而 又 有 冲 虚 浑 含 之 意 味 者 ，大 体 皆 明 道 语 也 ” ③ 。第 三 ，“ 明 道 语

句 简 约 ，常 是 出 语 成 经 ，洞 悟 深 远 。又 常 是 顺 经 典 原 文 加 几 个 口 语 字 ，

予以转换点拨，便顺适调畅，生意盎然，全语便成真实生命之呈现” ④ 。

此 条 标 准 脱 胎 自《 上 蔡 语 录 》，原 文 为“ 伯 淳 常 谈《 诗 》，并 不 下 一 字

训 诂 ，有 时 只 转 却 一 两 字 ，点 掇 地 念 过 ，便 教 人 省 悟 ” ⑤ 。第 四 ，“ 明

道 喜 作 圆 顿 表 示 ， 伊 川 喜 作 分 解 表 示 ” ⑥ 。 对 《 遗 书 》 鉴 别 来 说 ， 牟

先 生 提 出 的 四 条 标 准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义 。在《 二 程 哲 学 体 系 》一 书

中 ，庞 万 里 先 生 不 仅 考 察 了 二 程 哲 学 的 异 同 ，而 且 对《 遗 书 》做 了 鉴

别 。庞 先 生 还 提 出 了 四 条 鉴 别 标 准 ，依 次 是 ：第 一 ，直 接 找 出 判 别 的

依 据 ；第 二 ，从 二 程 各 自 不 同 的 用 词 用 语 习 惯 ，及 所 注 意 和 研 究 的 问

题 的 不 同 来 判 别 ； 第 三 ， 综 合 的 考 察 ； 第 四 ， 理 证 的 方 法 。 ⑦  

在 本 书 中 ， 在 《 遗 书 》 鉴 别 上 ， 对 于 没 有 明 确 归 属 的 二 程 语 录 ，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年，第 263 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4 页。 
③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 页。 
④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7 页。 
⑤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
局，1981 年，第 427 页。  

⑥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⑦  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13-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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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者 将 参 考 朱 熹 、黄 宗 羲 等 前 贤 的 鉴 别 意 见 和 冯 友 兰 、牟 宗 三 等 现 当

代 学 人 的 成 功 做 法 ，加 以 鉴 别 。对 于 归 属 有 争 议 的 语 录 ，笔 者 将 通 过

语 言 风 格 比 较 、思 想 脉 络 、问 题 关 注 点 等 标 准 ，提 出 自 己 的 看 法 ，并

加 以 鉴 别 。 至 于 《 外 书 》， 因 其 价 值 有 限 ， 笔 者 将 主 要 采 用 已 有 明 确

归 属 的 语 录 。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开展本研究提

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但是，在程颢易学及其与程颐易学的异同、程颢

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程颐易学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等方

面，学界的研究尚嫌不足，也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和必要。  

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立足易学视野，探究程

颢和程颐的易学研究与其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以期继续推进对程颢和

程颐思想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