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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和君，男，1970年生，湖南永州人，1992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2011年畢業

於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湖南大學出版社社長助理，副

編審。在《倫理學研究》、《湖南大學學報》、《湘潭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 40餘篇，

主持省部級課題 2項。

提    要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所作的序言中寫道：「華夏民族之

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理學是對華夏民族文化的整體改造與提

升，標誌著民族思維的精進與推高，也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哲學智慧和倫理精神。在宋代理

學倫理思想發展史上，胡宏的倫理思想可以說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獨特作用。明

人彭時稱胡宏父子「俱為大儒，遂啟新安朱氏（熹）、東萊呂氏（祖謙）、南軒張氏（栻）

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胡宏，字仲仁，人稱五峰先生，南宋初期的第一代理學大家，湖

湘學派的奠基者，是北宋理學的總結者和南宋理學的開創者，對理學的發展起著承上啟下

的重要作用。胡宏一生矢志於道，以振興道學為己任，他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

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 42，《五峰學案》）。他自幼從其父研習儒學，又在楊時和侯師

聖那裏學習了二程理學，後來「悠遊南山（衡山）之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張栻：《胡子知言序》，《胡宏集》），其成就卓著，終於成為南宋初

期對振興理學起了重大作用的關鍵人物。全祖望為《五峰學案》做按語時，提出「紹興諸

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為過於《正蒙》，卒開湖湘之學派」。意謂，

在南宋政權建立初期的紹興二十多年中，胡宏的理學成就和水平是最高的。這是客觀、平

實的評價。胡宏的一生是發展道學、踐履道學的一生。他是南宋不可多得的具有獨立思想

的思想家，他不但在繼承北宋理學的基礎上，奠定了頗具特色的湖湘學的規模，為南宋理

學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卓異的理論貢獻；而且關心現實時事和民生疾苦，上書獻策以救時

蔽，一身正氣、孑然獨立、拒斥權貴，真正踐履了他自己「有體有用」的為學宗旨，展現

了高尚的道德人格、民族氣節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胡宏奠基的湖湘學強調「有體有用，

體用該貫」，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和經世致用特色，對湖湘文化的發展和特質的形成，以及

經世致用人才群體的造就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胡宏的倫理思想是宋代理學倫理思想的重要一脈，其「以性為本體」、「性體心用」、

「性無善惡」的心性論，「理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的理欲觀，和「察識涵養以識仁」

的功夫論，不但特色鮮明，富有個性，而且體系完備，自成一家。胡宏以「繼學統，擔

道義，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對二程和張載的倫理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並進一步深化、

創新，發展出了源於洛學又有自身鮮明特色的倫理思想。



胡宏以主要是人倫義涵的「性」為最高本體，闡釋了性與天命，性與天道，性與氣的

關係，提出了「性一分殊」、「性具萬理」以及「性無善惡」、「性體心用」等命題，貢獻給

了宋明心性之學許多精湛的思想。性一分殊，解釋了萬物既有有共同的本原，又各具特殊

性的原因。性具萬理，是義理之性和生理之性的和合統一體，性之體是中，性無善惡。人

之性是性之極，是粹然天地之心，也無善無惡。性本體落實到人，性就呈現為人心，

即「性體心用」。人心的本體是性，是仁，是天地之心；人心的發用為知覺、為主宰，為情、

為欲。心之本體與性同一，無生死，遍體萬物不遺；心之發用，有中節有不中節，有是

有非，有善有惡。故人需進行道德修養，以成全天命之性，而不能自流入一物。心之本

體是性，是仁心，為人成性，達到天人合一，提供了先天基礎，故「心能成性」。

理欲之辨是本體論和心性論的進一步深化，理欲之辨和義利之辨緊密聯繫在一起，理

學家嚴辨理欲和義利關係，目的是為社會生活和人的道德修養提供價值原則。胡宏從他獨

特的本體論出發，提出了「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獨特的理欲觀，為人欲存在的

合理性提供了本體論的論證。「異用」、「異情」凸顯了導欲、節欲、寡欲的必要性。與理欲

之辨相聯繫，胡宏的義利之辨表現出了一定的合理因素，即堅持以義導利、義利和合的價

值取向。

與本體論相聯繫，胡宏的修養功夫論表現出鮮明的特色。心性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所以盡心能夠成性，察識能夠識仁。察識良心之端倪，是人確認良心本有、不假外爍的下

手功夫，人有此自信，便可涵養此心，擴充、推廣此心，久之便可識得仁之大體。察識涵

養的識仁功夫是胡宏及湖湘學派的根本功夫。這便是牟宗三所說的「內在逆覺體證功夫」。

胡宏還繼承程頤和其父胡安國的格物致知功夫思想。「身親格物」，以「實事自律」是以胡

宏為代表的湖湘學的務實品格之表現。

胡宏倫理思想廣大精微，影響深遠。其對「性命天道」的探論以及對內聖外王的置重，

為湖湘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岳麓書院山長張軾即出自他門下，張栻深受胡宏倫理

思想之影響，他在為胡宏《知言》所作的序中寫道：「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製作之端，

綜事理論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

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張軾主持嶽麓書院期間，

曾數度邀朱熹前來講學，「朱張會講」開宋代學術研討之盛況，其地位與「鵝湖之會」不相

上下。胡宏關於理欲之辯和義利之辨的梳理，特別是關於「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

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之，而利萬世者則謀之」的思想，後來為王夫之所繼承。明清之際

的王夫之，博采胡宏倫理思想之精粹，終成一代大儒。我們可以在王夫之《讀四書大

全說》、《四書訓義》等著述中發見胡宏倫理思想的氣象與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