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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视域下朱子格物论的科学向度

陈紫阳

摘
!

要!朱子格物论是其工夫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学者们或侧重其内在修养而否定其与

科学的联系'或肯定其对外之理性求索而认可其近于科学之处(朱子 %格物&的对象分

为 %心性良知&与 %万物之理&'其中对外部分所具有的认知理性与现代科学有相近之

处'但其格物论的最终旨趣仍是光明德性(在体用视域下'格物论是上达道体的修养工

夫'是衔接本体与发用的关节'是内外该贯)人物同进)体用兼备的进路(故需体用一

贯'以仁摄智'将向外即物方向所开出的理性精神作为与自然科学的契合点'以此向上

则可助上达道体'向下则可发用成物(

关键词!朱子*格物论*工夫*体用

作者简介!陈紫阳'常州大学教务处研究实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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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关 +格物,的说法最早见于先秦儒家典籍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汉唐经

学家郑玄*孔颖达等虽对 +格物,略作注解!但重视程度尚不高'北宋理学大家程颐 %伊川&释

+格物,为 +穷理,!即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

#

$

$

B$C

'在伊川这种训诂的基

础上!+格物,逐渐发展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朱子有关 +格物,的学说主要承自伊川!并

进一步对 +格物,做了阐释'朱子以 +格物,和 +致知,并称!他将此二者作为道德修养工夫的

重要内容纳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钱穆先生曾说" +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最受后人重视!

亦最为后人所争论',

#

!

$由此可见朱子的格物论对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古人对朱子格物论!的讨论多是在广义的宋明理学体系内部进行的'明末!西学东渐!对于

+格物,的讨论逐渐有了新的向度!即分别从认识论和自然科学这两个维度来进行阐释'在近现

代的学者中!有人将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同朱子格物论进行比较!找寻其中的相通之处/当

然!也有人反对将朱子格物论与科学相提并论'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从科学向度来理解朱子格

物论是否合适呢0 笔者认为此种解释进路是有可能性的'朱子格物论中的确含有一部分类似认识

论的内容!但若以部分来掩盖整体!将之完全解释成科学!便会隔阂不通!故需就整个朱子学来

分析!或许能找到与认识论和自然科学圆融契合之处'

探讨朱子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则旨在梳理其理论内在脉络!还原其本来面目/二则

旨在通过此还原来回应一些误解!如将我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传统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文化的

束缚!或是仅仅单纯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朱子格物论'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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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子格物论实际上是 +格物,与 +致知,合一!并不是两段工夫'为方便表述!本文将朱子 +格物致知,的思

想统称为 +格物论,或 +格物工夫,!不是只讲 +格物,!而是同时也包含了 +致知,的含义'



强文化自信!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地迎合西方的价值理念!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要

理性对待自己的文化!客观地去分析*还原其真实的模样!以此为基础!方能开陈出新!重塑

自信'

一"朱子格物论是否具有科学向度的争论

在整个朱子学理论体系中!格物工夫是承接上下的关键环节!其侧重点在于个体的心性道德

修养'于此层面!多数学者不赞同将自然科学的内涵引入格物论之中'如冯友兰认为"+朱子所

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

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

#

B

$

劳思光也大抵持此见!认为"+无论赞成或反对朱氏之学说!凡认为朱氏之 3格物4为近于科学

研究者!皆属大谬',

#

"

$侯外庐等亦认为" +物理既不是客观世界 3草木器用4的知识! 3吾心之

知4亦不是从客观世界的研讨中取得的认识'77这样的格物致知!这样的即物穷理!致吾之

知!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意味',

#

A

$

也有学者认为朱子格物论中蕴含一定的知识倾向!涉及认识论*自然科学的内容'如乐爱国

说"+朱熹讲格物!不仅要求格自然界事物!而且强调把握自然界事物之理!实际上包含了对于

自然的深入而细致的分析研究'重要的是!这种自然研究已经或多或少地达到了科学研究的要

求',

#

C

$

"C牟宗三认为朱子歧出于宋明理学!即 +别子为宗,!因此对朱子多持批判态度'他说"

+朱子即是依知识之路讲道德者!故其讲法即成为 3闲议论4而无价值'朱学对于知识本身追求

甚有兴趣!若止于此!则亦无碍'但他却要依此路讲道德实践',

#

%

$不论牟宗三关于朱子 +依知识

之路讲道德,的说法是否成立!至少他赞同朱子具有知识追求兴趣'陈来的观点则比较温和!认

为"+朱熹的格物学说虽也包括省察身心性情之德方面!但主要和更多地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考

究!尽力在方法论上指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的学说中不仅容纳了认识的客观法则和辩证过

程!而且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

#

I

$

$??

以上各种观点大致描述了朱子格物论包含的内容"一是内在的心性道德修养!二是对外物之

理的穷索'上述学者们无论是否赞成朱子格物论具有自然科学和认识论内涵!都是基于此两方面

来立论'本文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两端只是为了方便区别!实际上学者们立论时并非绝对只落在

一端!而是会兼顾二者!但表述各有侧重'侧重心性修养者!便会淡化朱子格物论的科学内涵!

如冯友兰*劳思光!或者像牟宗三那样将其视为纯知识的向度/侧重科学内涵者!便会巧妙地从

义理*文本两方面进行论证!将其开引出来!如乐爱国'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传统儒学需要与

自然科学进行对话!上述各类观点正是基于儒学与科学的对话而发'各位前辈的侧重点不同!故

找寻的儒学与科学的结合点会有差异!至于哪种观点更为圆融!则有待考察'

二"朱子格物论的基本内涵

循着上述学者们讨论朱子格物论的两方面内容!我们来大致梳理一下朱子格物论的基本内

涵!以便找寻其中与科学向度更适合的联结点'

一方面!朱子格物论源自对 (大学)的理解!他训 +格物,曰" +格!至也'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

?

$

"

'根据陈来的观点!可理解为即物.穷理.至极#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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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进路中!+即物,指的是接触事物! +穷理,是研究物理! +至极,即穷至极处'后世

+格物穷理,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陈来此处将 +理,释为 +物理,!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表述'

+理,并非特指现代自然科学之物理!按照朱子本意! +理,的内涵应指万物之理!有性理*伦

理*事理等!当然也包含物理'另一方面!朱子训 +致知,曰"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

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

?

$

"陈来认为"+致知只是指主体通过考究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

知识扩充的结果!致知作为格物的目的与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

认识方法或修养方法',

#

I

$

$?%依照朱子的观点! +格物,与 +致知,确实不能分开讲!例如! +致

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后亦离这意思不得,

#

$#

$

BA%

'所以!陈来的此种解释比较符合原意'

这样一来!完整的格物致知工夫则是即物 %推吾所知&.穷理 %理*知相合&.至极 %无不

尽&'主体自身的认识 %知识&!通过 +即物,而推出去!在 +穷理,的过程中得以验证*发明!

经由不断的 +即物,与 +推致,!最终达至极处*尽处! +理,与 +知,合一!内和外相互贯通'

这一过程!借由王阳明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

$$

$的说法则更易理解'朱子格物论本来便

具有王阳明此种内涵!但又比其多一层向外的内涵!只有通过 +格物,的对象*方式与最终指向

方能辨析!详见下述"

其一!+格物,对象的广泛性'具体的 +格物,对象既有经验世界的外在之物!也有主体内

在之物!上至天理道体!下至草木禽兽!自家身心*文字*人伦事物等!涵盖的内容无所不包'

如 +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

理,

#

$#

$

!?A

'还有如 +3格物4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

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

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体验去,

#

$#

$

B"%

'概而言之!可将朱

子 +格物,的对象分为两类"一是内在的 +心性良知,!二是外在的 +万物之理,'用朱子自己的

话来说!则是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问+%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闻见之知(若如学者穷理'岂不

由此至德性之知0&曰+%自有不由闻见而知者(&

3

$#

4

B#?$

根据上面的语录可以看出!朱子认为德性之知在内!不通过后天的闻见便本身具备!而闻见

之知在外!同时又具有认识论的内涵!这就为学者们建立朱子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提供了依

据'韩国学者金永植认为"+传统的一些有关自然现象的专门学问!如天文*历法*乐律*地理*

医药等等!也因种种原因引起了朱熹这样的儒者和官吏的注意' 3格物4的理论使他们觉得有必

要去研究与人有关的各种具体的事物和事件',

#

$!

$

C金永植对朱子哲学中涉及的自然知识做有详备

研究!且造诣颇高'借助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更加肯定朱子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关注程度超乎以往

学者的想象!因而无法否定朱子格物论向外穷索一面所展现出的自然科学意涵'

其二!+格物,方式的多样性'由于内在的 +心性良知,与外在的 +万物之理,在对象上的

差异性!+格物,的方法也略有不同'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

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

#

$B

$具体方法上!则是内外并进"对内检视念虑发动的细微之处!向外则研究待人处事的显

著之处'与此对应的正是向内的心性修养工夫与向外的穷理工夫'朱子还曰"+世间之物!无不

有理!皆须格过'古人自幼便识其具'且如事君事亲之礼!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逊之仪!皆目

熟其事!躬亲其礼'及其长也!不过只是穷此理!因而渐及于天地鬼神*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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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无此等礼数可以讲习!只靠先圣遗经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

便将此心去体会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亲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将此孝心依古礼而行之/

事君敬!便将此敬心依圣经所说之礼而行之'一一须要穷过!自然浃洽贯通',

#

$#

$

BA#此处包含了小

学与主敬工夫!下文另述'

由此可见!一方面!心性修养的工夫是在人伦日用之中!在念虑*身心*性情上下工夫!要

+格物主敬,!使得内外浃洽贯通!此 +即物,%推知&过程的落脚点偏内在修养'另一方面!+即

物穷理,是大学工夫!落脚点偏外!前提则是人心有独立认知功能!即 +人心之灵莫不有

知,

#

?

$

%

'此认知能力落实在具体方法上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诸多相通之处!具有浓厚的认

知理性意味!同样为朱子格物论在认识论*自然科学方面的立论提供了依据'根据乐爱国的分

析!朱子有关自然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深入观察自然*阐发

前人成果*勇于大胆怀疑*运用类比推理#

C

$

CB

'所以就认知方式而言!若认为朱子格物论中对外

+即物穷理,工夫具有传统科学的意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朱子的本意还需从格物论的根本旨

趣来考察'

其三!朱子格物论的旨趣即 (大学)三纲领中的 +明德,'朱子将格物与致知视为一段完整

的工夫!故在逻辑形式上!+格物,在前!+致知,在后'在此意义上!也可将 +致知,视为 +格

物,之目的与结果!但合起来看!格物论的指向则是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

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

?

$

%

'此仍然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物之表里精粗,

对应 +心之全体大用,!依照完整的格物工夫进路!即物 %推吾所知&.穷理 %理*知相合&.

至极 %无不尽&!则内外贯通!上下一体!万物皆备!心体澄明!还复光明之初'按朱子的解释

则是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

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

也,

#

?

$

B

'可见!朱子格物论的根本旨趣并非为了追求闻见之知!而是为了光明德性'乐爱国认

为"+虽然格物并不仅仅只是格自然界事物!而且必须与心性修养结合在一起!甚至要以心性修

养为根本'但是!把包括自然研究在内的格物看作是心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心性修养的起

点!这本身就提升了自然研究对于心性修养的价值',

#

C

$

A%由于朱子的表述在前!尽管乐爱国试图

力证朱子格物论向外的自然科学向度!但也没有否认以心性修养为根本的这一前提'金永植的观

点也基本相同!他说" +朱熹提及一些现象往往不是为了现象本身!而是为了现象之外的目的'

他往往是在论及道德与社会问题时才提及它们!用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来与复杂而困难的道

德社会问题做类比'真正为自然现象而讨论自然现象的情况在朱熹那里绝无仅有',

#

$!

$

B乐爱国*

金永植两位学者研究朱子格物论的自然科学向度时审慎的态度尤为可取!而朱子自身以 +明德,

为主的倾向在客观上又确实淡化了格物论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

由上所述!朱子格物论的确蕴含自然科学与认识论的成分!但前辈学者们仅仅就此来讨论朱

子格物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易陷于一端而各据其词!彼此不能说服'朱汉民认为"+朱熹的格

物致知论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学者应如何以心之中理去对应万物之理!即如何在生活实践中推

广*实现心中本有之理!内以修己!外以治世'当许多学者不能解释这些现象时!就认为朱熹的

哲学思维混乱'其实!造成这种 3不通4或 3混乱4的不是朱熹!而是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

维方式*逻辑体系 3误读4了朱熹的结果',

#

$"

$因此!若想更圆融地处理朱子格物论与科学的关

系!还需就工夫论的层面向上看!将二者放置于整个朱子学的体用框架中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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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用视域下的朱子格物工夫

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庞大的理学体系上接先秦原始儒家!依照 +下学而上达,这一进

路而展开'+按儒家义理!凡庸下学上达的标准过程如下"第一!在下学即洒扫应对之人伦日用

中!求乎上达'第二!上达有三个阶段"首为惺觉 %唤醒义!语出朱子 (语类)&心体!次为反

躬 %返回义!语出 (乐记) 3不能反躬!天理灭焉4&性体!末为对越 %上达义!语出 (诗经-

清庙)3秉文之德!对越在天4&道体'第三!上达后即作心性之涵养'第四!在再度发用 %即

下学&中重作省察与操舍!即在人伦日用中辨别苗裔动机之善恶而后加以对治!以备再度上

达',

#

$A

$此路径是按儒学在本体.工夫.发用的一贯之道而展开的!还可依 (大学)三纲八目之

内圣外王之道来理解'朱子格物工夫指向 +明德,!是上达道体的关节!是衔接本体与发用不可

或缺的环节!蕴含于一贯之道始末'

将朱子的格物工夫纳入体用视域之下来看!首先!+格物致知,是一种做学问和培养德性的

内在修养工夫'这种内在修养!可使主体恢复本心原本所具有的德性'主体的道德本性重新挺立

之后!自然可以上达道体'格物论包含的人伦日用等下学工夫!是为上达道体做准备的!其中同

认识论与科学主义相近的内容!仍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至于为何到了朱子这里!尤其强调外在的

+万物之理,!或许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理解'有研究者认为!南宋学风在佛老思想的影

响下宣扬默识*体验等向内求的治学方法!朱子为了解决这种治学弊端!便主张 +格物致知,!

把工夫落到实处#

$C

$

'朱子曰" +格物!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

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释氏只说见性!下梢寻得一个空洞无稽底性!亦由他说!于

事上更动不得',

#

$#

$

BAB

+言物!则理自在,可以用程朱理学最为经典的 +理一分殊,作为理论铺

垫!而同是向内的修养工夫!为了区别于佛教!则需要肯定经验世界的存在'

其次!格物致知工夫是朱子工夫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朱子为学工夫是有阶次的!若按照

人正常受教育的阶段划分!则可分为小学与大学'一般讲朱子工夫多是以 (大学)作为文本线

索!但朱子还有小学工夫'小学与大学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工夫'从时间上看!二者有先后顺

序!小学在前!大学在后/从内容上看!各个年龄段所学习的内容不同'虽然有区别!但小学与

大学都是关于做学问和道德修养的工夫'伊川曾云"+古人为学易!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

舞勺舞象!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且急则佩韦!缓则佩弦!

出入闾巷!耳目视听及政事之施!如是!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

心',

#

$

$

$C!>$CB朱子依据 (大学)讲格物致知的工夫!后人讨论朱子的工夫时亦多侧重于大学工夫!

但朱子对于小学工夫也很重视'朱子编纂的儿童读物 (童蒙须知-序)中有言" +夫童蒙之学!

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

逐目条列!名曰 (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

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

$%

$朱子小学工夫在目的和内容上都与心性道德修养密切

相关!明显是在为后续的大学工夫做准备'因此!朱子的小学与大学这两种工夫在顺序上虽然分

先后!但仍然可以视为同一种工夫'如此来看!无论是朱子的格物致知之大学工夫!还是洒扫应

对之小学工夫!均不能完整地对接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的内容'退而言之!即使从 (大学)的 +即

物穷理,中析出 +物理,概念!将工夫路径引向外物!对接自然科学!但小学的内容中找不到对

应成分!此一段缺失与现代所普及的自然科学教育方法也无法对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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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贯穿工夫始末的是 +敬,的工夫'朱子 +敬,的工夫承自伊川的 +涵养须用敬!进学

则在致知,

#

$

$

$II

'朱子认为 +敬是彻上彻下工夫,'他十分肯定 +敬,的工夫!故云" +圣人只说

3格物4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

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虽在静处坐!亦须验个敬*肆'77

3敬以直内4!便能 3义以方外4/能 3义以方外4!便是 3敬以直内4',

#

$#

$

BA$一方面!+涵养用敬,

是主体通过唤醒心体!接通性体!然后上达道体的这一自我超越过程/另一方面! +涵养用敬,

是主体打通内部与外部两个世界!统摄 +动,与 +静,两种工夫的具体方法'

如上所述!在体用视域下!朱子的格物工夫既有如小学洒扫应对这样切实可下手处!又有大

学格物致知这样详细的展开方式!兼顾了向内的德性修养与向外的接物应事!时时处处毫无间断

地在心上*事上做工夫'若强取一端!纯就内在上达或外部发用来讨论朱子格物论与科学的关

系!则是忽略了 +体,与 +用,的一贯性!那么朱子的工夫体系便会失去生机活力!最终导致上

达道体无门!下行发用无径!朱子也就成了一位腐儒'

四"朱子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契合点

依据对朱子格物论在体用视角下的还原!再来审视上述关于朱子格物论科学向度的解释"

首先!否定科学向度的观点实则是有体无用'冯友兰*劳思光等偏重朱子格物论的道德修养

内涵!极力淡化其中的认识论意义!便是落在上达一端!而遗漏了发用一端'虽然他们同朱子一

样也侧重于工夫的 +明体,作用!但 +明体,并非朱子的最终目的! +明体,一定要落实于实际

生活的发用之中'

其次!肯定科学向度的观点实则是有用无体'此又分三种情况"一是从道德修养和认识论两

方面都对朱子格物论予以肯定'如陈来和乐爱国在肯定朱子道德修养工夫的前提下!兼言朱子的

理性精神!这样相对中立!未完全落于一端!可以说是兼顾了体用'二是认为朱子格物论仅包含

知识论向度'这类观点多是就朱子文本中与现代自然科学有关联的部分来进行发挥!重心完全在

向外的发用部分!只看到了朱子工夫的发用!而没有看到朱子所说的工夫 +明体,!所以是典型

的有用无体'三是肯定朱子格物论以 +明体,为目的!但否定朱子所采用的方法'如牟宗三将朱

子格物论说成是以知识的态度来讲道德!此是批评朱子为学进德的方式!放在朱子学与科学的关

系层面来看!即是说朱子有用无体'

最后!否定观点自然不合朱子的义理体系!无须多言'就肯定观点来看!若仅执着于朱子格

物论向外穷理工夫的一端!则是 +炊沙成饭,'朱子曰" +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

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0 且如今为

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0

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

#

$I

$据陈来考证!朱子发表这个观点时的年龄大约是三

十六岁#

$?

$

!而朱子思想成熟的标志是他四十岁时的 +己丑之悟,!所以 +炊沙成饭,可以视作朱

子早期的学术观点'乐爱国也认为"+随着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成熟!尤其是晚年!越来越多地强

调格自然界事物!更加重视自然研究',

#

C

$

A"无论陈来和乐爱国的说法是否成立!都不影响我们所

看到的朱子格物论所包含的对外向度'此外!就上文所分析的朱子其他言论来看!他最终所确定

的是内外同进的为学工夫'+炊沙成饭,可视作朱子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用以告诫学者不要玩

物丧志!仅落在格物工夫向外的一端'马来平认为!朱子训 +格物,为 +即物穷理,!突出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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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外物和认识外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重要性!不仅提升了格物致知在儒学中的地位!而且实现了格

物致知认知意义的转换!为在儒学内部进行自然研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得自然科学研究

有可能进入儒学的核心地带#

!#

$

'马来平对朱子格物论科学向度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表述也较

为妥当!既缓解了儒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冲突!又没有仅执着于格物论向外求索的一端'

孔子主张 +仁智双彰,! +仁,与 +智,的关系则是 +以仁摄智,'此可见于 (论语-卫灵

公)!即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

?

$

$CI

'同时!对于知识的追求也是上达道体工

夫的助缘'如船山言"+故夫君子之德!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务者!莫不以 3知及4利 3精

义入神4之用',

#

!$

$朱子的义理体系是能够与先秦儒家对接的!其格物论也是内外兼修的'一方

面!主体通过 +惺觉,+省察, +操舍,!在人伦日用中做内在修养工夫/另一方面!主体对外

+即物穷理,%接物与推知&!以知物*成物*救物'此是内外相合!人物并进的路线!最终所至

之境则是参赞化育'此境可见于 (中庸)!即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

可以与天地参矣,

#

?

$

BB

'需要强调的是!朱子的工夫论总体来看是分阶次*分动静*分内外*分人

物的!但不能就此认为在某一为学阶段只限于内或限于外!限于人或限于物!限于动或限于静'

例如小学工夫!就含有动静*人物*内外工夫!大学工夫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含混不清所致!而

是体用兼备的典型表达!弄清这一点后!就不会只落在一端'

这样一来!对朱子格物论中科学向度的理解必须要放在本体.工夫.发用此一贯之道中来理

解'若单独就工夫层面向外 +穷理,的一端来引出朱子格物论与科学的联系!则有用无体!最终

会导致科学没有价值归宿而走向迷途'若纯就工夫层面上达道体的一端来讲科学!则有体无用!

难以建立朱子格物论与科学的联系'即使强行植入科学与认识论的内容!但科学自有其独特的认

知理性!无法与上达工夫的内在义理接洽!故使得科学的发展没有连贯性而随时面临中断的风

险'晚清洋务派提出 +中体西用,!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便是纯粹将科学放在发用端!由

于缺失上半段的工夫作为接引!所以落实起来会有偏差'

因此!朱子格物论中对外 +即物,方向所开出的理性精神可作为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契合

点!这样既不会与主体上达道体的目的冲突!又能够兼顾上达之后的发用一端'由此出发!儒学

强调的道德修养不会沦为一种形式!自然科学则在儒学体系中获得了价值认可!真正拥有了一席

之地'在此意义上!朱子格物论的理性精神为宋明理学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即重回先秦儒

家 +仁智双彰,的模式!将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重新统一起来'而且朱子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结

合!只有在 +以仁摄智,的模式下才能圆融'在此种模式中!自然科学所蕴含的认知理性与道德

所具备的价值理性并不冲突!而是相互成就!这样一来!儒学与科学的互动便可称之为体用

兼备'

基于朱子格物论 +仁智双彰,和 +以仁摄智,的理论倾向!我们甚至可以进行大胆猜测'若

朱子生在明末西学东渐之时!恰逢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开始传

入中国!朱子肯定会对西方舶来的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将之与格物论进行融合!然后

加以推广'那么儒学内部原本所具备的零散的科学认知便可借助西方自然科学的接引!更加顺利

地萌发出来!从而发展出儒家文化中独特的*系统的*成熟的科学传统'或者反过来!在朱子的

时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那么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依然会友好*热情地拥抱科学'这种猜

测的核心依据就是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高扬道德理性的同时!不仅丝毫不排斥认知理

性!还将之作为道德理性的重要补充!这种对认知理性前所未有的认可!足以使得儒学内部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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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统'

在讨论朱子格物论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还衍生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儒学内部是否能够独

立地发展出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传统0 此可依据本文的线索略作分析'因为科学的发展必须要借

助认知理性!儒学内部自朱子才开始真正重视认知理性!而且他的这种重视还备受同时代人及后

来者的怀疑!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宏观环境下!若没有外部的干预!仅依靠朱子这样为数

不多的人!要想在儒学内部完成突破!并发展出类似现代科学一样的体系!虽然也有可能!但是

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当儒学开始接触并认可科学的价值时!其所具备的零散的

认知理性便会如源头活水般涌出!然后盈科后进!放乎四海'

五"结语

朱子格物论是一个圆融的*自洽的*开放的*可拓展的体系!这就为儒学与科学的对话埋下

了伏笔!这样评价朱子的格物论似乎更为恰当'格物论本身绝非纯粹的科学!但科学的说法作为

后出产物!在认知理性方面与之契合!价值理性方面也能与之兼容'所以!与其说朱子格物论自

身包含科学的因子!不如说其完备*自洽*开放的理论建构与现代自然科学有共通性!在与科学

的对话过程中!衍生出了后来以 +格致,冠名的不同学科!如李时珍称医学为格物致知之学!徐

光启及明清实学派以 +格物穷理,指称科学'在不考虑时代局限性的前提下!若向朱子请教自然

科学的问题!他是能够站在科学立场上与我们进行对话的!故称其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自然科

学或认识论转向的奠基者尚可!但若问其是否愿被称作一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朱子恐难苟同'

东西方文化传统本身有差异!当下研究中国文化的科学传统时!若只顾着对标西方的传统!

便成了该领域的反向格义!只会让人迷失!无以自信'因此!不妨以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的态度来客观清醒地认识科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位置'同时!对于如今日益受技术反噬的

我们来说!朱子格物论最终的 +明德,旨趣!或许能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在 +以仁摄智,的模式

下!科学及其认知理性被认可的前提便是要服从道德理性的统摄'在朱子的世界中!拥抱科学是

为了让主体的道德理性更加完整!但不会允许科学反客为主!对主体的道德实践构成威胁'所

以!技术反噬虽然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无法避免的结局!但在朱子以及儒家的理论建构中!早

就在源头处对这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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