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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禕，男，1964 年生，湖南益陽人，1986 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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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湖南師範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在

《倫理學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等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著有《大學生活與

職業生涯規劃》等，主持省部級課題 3 項。

提    要

自英宗治平到神宗熙甯年間，宋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荊公新學、三蘇蜀學與二程理

學競相問世，奠定了有宋一代學術倫理思想的基礎，蔚為大觀。蘇軾倫理思想是蜀學倫理

思想和宋代倫理思想的重要構成。長期以來，人們過多關注蘇軾的文學藝術思想，而遺忘

或忽略了他的倫理思想。實質上，蘇軾的倫理思想是十分豐富而深刻的，蘇軾的倫理思想

既寓於其詩詞書畫之中，又有著其政論和傳統典籍解說的特別載體，故達到了獨見與彰顯

的有機統一。他的詩詞直接揭示倫理主題的可謂不少，即便專門描述自然風光、探論歷史

人物的詩詞常常也掩抑不住德性思維的光芒。至於那些重在揭櫫人生哲理、處世圭臬、道

德律令、倫理智慧的政論文章和經學典籍的著說，更是其倫理思想難得的文本。

蘇軾倫理思想的影響既與其詩詞文學作品的影響密切相關，又有其獨特的道德文化奧

蘊和人生哲學意義。不僅有對儒釋道倫理思想的批判和辯證揚棄，更有對經濟倫理、政治

倫理和文藝倫理的深刻闡發，對人生哲學的洞觀，成為中國倫理思想史上一份難得的精神

財富。秦觀指出：「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

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

卑之耳。」（《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簡》）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秦觀深得蘇軾之道，

指出了蘇軾之學之關鍵在於「性命自得之際」。蘇軾一生著作浩繁，但他自己最得意處卻是

《尚書解》《論語注》《毗陵易傳》等。黃宗羲、全祖望在所編《宋元學案》中列蘇氏父子為

蜀學之首領，標舉其學術宗旨為一家之言。《宋元學案》既列蜀學為一章節，說明明清以來

學界雖視蘇學為正統之異端，但大體上還把它看成是宋學一個重要分支。朱熹認為，蘇軾

的倫理思想不僅闡幽探微，近於王弼之發掘義理，關注道德之形上追求，而且「多切人事」，

以現實人生和實用理性為思考維度，富有人本意識和人文精神。應該說，朱熹的論說是比

較精準的，指出了蘇軾倫理思想的內在特質和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軾的倫理思

想體現了一種「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學術品質和精神，

彰顯的倫理智慧具有雅俗共賞的普世性意義。

蘇軾的倫理思想產生於北宋現實生活的土壤及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條件。在宋代政治生

活中，君主集權、內憂外患、朋黨之爭、文人主政是其基本特點。經濟領域中，農業、手

工業以及商業，都有顯著發展，社會經濟呈現出新的繁榮。宋代文化是中國古代社會思想

文化發展的極盛時期，其文化發展具有鮮明的歷史特色，主要表現為：三教並行；官私學

盛；崇尚儒雅；學派林立。正是宋學思想文化的本質力量，使得蘇軾這樣的文化巨人得以



產生。從文化淵源上看，儒、道、佛三家是蘇軾倫理思想的主要來源。儒家思想中的積極

入世、濟世愛民、為民興利等思想成為蘇軾政治、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方面；道家的無為

而治、任性逍遙、隨緣放曠成為蘇軾人生哲學的主導方面；而佛學則是蘇軾的政治倫理、

藝術思維和哲學思維的重要資源。蘇軾的倫理路向是會通儒、道、佛，以儒為宗，其思想

內核中糅合了很多道、佛元素。

政治倫理方面，蘇軾繼承傳統儒家學派「以人為本」學說，將「致君堯舜」和「兼

濟天下」作為入仕目標，形成了鮮明的民本主義道德價值觀。他認為：民者天下之本，

以民為本，仁政愛民思想是安邦立國的根本；主張上自天子、下至各級官吏都應該愛民安

民。不管自己的處境如何，身份如何，愛民親民始終是他人生中不變的價值訴求。蘇軾自

小就「奮厲有當世志」， 終生樹立尊主澤民的政治抱負。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一生

中，時刻為實現自己尊主澤民的政治抱負和道德實踐而不懈努力，他的立朝大節與獨立人

格追求不斷地激勵一代又一代的後世文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

經濟倫理方面，他著眼於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強調藏富於民，其義利觀表

現出義利兼重的鮮明特色。他重視的利，並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民眾之公利，天下之公利，

同時也是千萬個體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權利。他重視物質利益，認識到國家政治生活中物質

財富的重要性。正是關於物質財富關係到國之存亡的見解，成為蘇軾仁政愛民政治理念和

重民利民道德情懷的思想基礎。

文藝倫理方面，蘇軾提出「有道有藝」、「技道兩進」、「道可致而不可求」、「學以

致其道」等觀點，從中可以概括出「藝道兩進」命題，深入地揭示了藝術的本質和創造

規律。蘇軾有較多關於「窮」與「工」關係的思考，具體可分為三個層次，即「詩人例

窮」、「窮能工詩」、「詩能窮人」。蘇軾這一思想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其中抒發了強烈

的身世之感。蘇軾還對歐陽修「窮而後工」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與發展。蘇軾十分重

視將文格與人格結合起來，將歷史與文學結合起來，將讀者與文本結合起來。在蘇軾那裏，

藝術是表達善的手段，真、善、美獲得了和諧統一。

人生哲學方面，他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對人生和社會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通過對儒、

釋、道等傳統哲學的吸收和融合，形成了一套嶄新的、獨特的人生哲學。這種人生哲學既

立根現實、正視現實，又超越現實，在繼承儒家「盡人事而聽天命」人生哲學基礎上又有新

的超越，充溢著苦難人生的樂觀主義情懷。這種人生哲學使蘇軾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

的一切功名利祿，無往而不樂。

蘇軾倫理思想的巨大魅力，不僅在於他對傳統儒、釋、道倫理思想予以融合，創立了

頗具特色的「蘇學」或「蜀學」，為宋代倫理思想增添了新的成分或養料，而且在於他所貢

獻的人生哲學和情本論的人性論，以及關於誠之本質、善惡與性情關係的思考。他個人持

有的敏銳直覺加深了他對人生的體驗和對倫理道德的思考，他的過人的睿智使他對人生和

道德的思考獲得了新的高度和不凡的理論旨趣。比起以往的思想家而言，他的倫理思想特

別是人生哲學思想，更為豐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為後世中國文人

競相仿效的對象，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