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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宏 “性 本 论 ”探 析

罗来文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245以1)

    摘 要:性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胡宏之前，很多哲学家都对性进行过深入论述，但

他们都只局限于人性论、没有把性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胡宏哲学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他认为性不仅具有人
性的意义，它更是宇宙间天地万物变化、生成之源与人伦日用之本。这种作为天下之本的性是善恶无法表达

的，要做到“成性”，必须“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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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宏(公元1106一1161年)，字仁仲，祖籍福建

崇安，一生潜心于道学，南宋初因战避居湖南，后来

长期隐居衡山，曾任岳麓书院山长，教学授徒，著书

立说，与其父著名学者胡安国一起开创湖湘学派。

其现存的著作有(知言)、(五峰集))5卷、惶 王大纪)

80卷。其中(知言》是一部记录胡宏论学之语的哲学

著作，并反映了胡宏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教育

思想等，标志着胡宏的最高学术成就。

    性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是几

乎各家学派和思想家都有所涉及并一直在探讨的

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认为“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告子有“食色性也”，庄子

认为“马蹄可以践雪霜，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

翘足而跳，此马之真性也”。西汉董仲舒又提出“性

三品”说，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

“斗宵之性”。其后，东汉的王充和唐代的韩愈也提

出过类似的观点。除此之外，西汉末期的杨雄主张

“性善恶混”，唐末的李翱主张性善情恶，认为要做

到恢复到本来的善性，就必须做到忘情。此乃两宋

之前各家对性之论述。

    到了宋儒那里，与汉儒一样性情并言，但却归

宗孟子，主张性情不两离，不再做性善情恶的划分。

为了同外来佛教相抗衡，改变先秦儒学偏重于现实

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没有建立起高深的形而上

学本体论的弱点，宋代理学家都致力于本体论的建

构。周敦颐讲“太极”，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二程讲

“天理”，可以说他们在为儒家伦理寻找本体论依据

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体系

中，“性”是附庸于“太极”、“太虚”和“天理”的，不足

以作为最高本体的存在。而把“性”作为世界天地万

物终极存在的根源的则是胡宏。牟宗三先生曾给予

胡宏“性”学以高度评价，认为在学术界普遍把宋代

理学划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系之外，还应该

存在第三系一 胡宏“性”本论。

一、性立天下之大本

    以“性”为本是胡宏哲学的基本特征。“性”作为

客观本体，与“气”、“理”等其他本体性范畴一样，也

属于超越性的存在，具有普遍必然性。他说:“天命

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ll娜，“性也者，天地之所

以立也’，ll邵，“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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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附“万物皆性所有也，圣人尽性，故无弃物”，口体
“万事万物，性之质也”。13114胡宏明确提出，“性”是

“天下之大本”，而这里所言的本就是指本体。因此，

“性”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

性意义，而是一个标志宇宙本体的最高哲学范畴。

性成为宇宙间天地万物变化、生成之源与人伦日用

之本，它是“天地之所以立”的依据，故而是一切形

而下的天地万物的终极存在。胡宏的这一思想也体

现在他对“性”与“天”、“道”、“理”、“气”等关系的论

述当中。

    首先，在“性”与“天”的关系上，胡宏总是用

“性”去取代“天”。他对“天”的论述中，往往把“天”

和“道”等同起来，说“天者，道之总名也”。阴在胡宏

看来，天或道也具有本体论意义。如他说:“道不能

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犹风之

有动，水之有流也。”哪道为形而上者，物为形而下

者，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物是不可分离的。然而，

他又认为，“道”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本体，就因为它

是“性”的体现。他说:“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

明其体日性，指明其用日心。”。娜“性”成为“天”、

’“道”之体，实际上就是用“性”范畴取代了“天”、

“道”。

    胡宏在继承以往理学家“性即理”的理论格局

基础之上，又从以“性”为本出发，对“性”与“理”的

关系作了一番不同的阐述。他在《知言一气》中说:

“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

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

也。”按照程朱等人的观点，性是由天理赋形于人、

物之中而成，天理与性的关系是天理。性，而胡宏

把性看成是天命之全体和万理之整体，天地万物均

察性而立。用性取代了天，故而肯定万理只存在于

性体之中。在性与理之间，胡宏以整体与部分、一般

与个别的关系来规定之，表现为性一而理殊。他认

为既然性是整体、是一般，理是部分、是个别，则只
有性才具有充当哲学本体的资格，它代表天命之全

体，具有最大的普遍必然性。这样，胡宏将他的性本

论与二程“性即理”的理本论区分开来，重新规定了

性理关系，在形式上形成为一个“理即性”的格局，

是性*理。

    胡宏对性气关系论述极尽详细，如他说:“气之

流行，性为之主”，1691“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

之本乎!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宏是把性看成

为“气之本”，是“气之流行”之“主”，也即气之所以

存在并得以流行的内在的根据和主导者。

二、性善不与恶对

    胡宏将性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但在他那里，

本体之性不是玄虚的不动的存在，而要在气化流行

中将自己实现出来。本体之性最终要落实于人伦日

用，为人之现实道德行为服务。人为万物之最灵秀

者，本体之性表现于人，则为人性。因此，胡宏在将

“性”看作本体之性的同时，也没有舍人性而不谈。

在他那里，“性”纵贯宇宙人生，既有本体之意，又有

表现于人之意。总体说来，根据本体之性的自然流

行发用，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作为“天下之大本”的本然至

善之性。此性属于“天命”的层面，它圆满自足，恒在

不灭，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本体之性由于

圆融、内在地包含了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于自

·身，故又是社会人生日用伦常之根据。

    本体之性流行于现实之人，由于气真而表现为

气真之性，即“生之谓性”之性，是人与生俱来之性，

是气性。由于气真不同，故可为善，亦可为恶。胡宏

认为，人之先天气禁之性，是本体之性与气之流行

造成的，这显然是受到了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

名”即，，思想的影响，这是“性”的第二个层次。

    “性”的第三个层次，是表现于具体行为中的

性，陷溺于世事之中的性，也即是“好恶之性”。此指

人之气享之性在日常行为中的具体表现与落实，本

体之性中所包含的仁、义、礼、智诸道德原则若能完

满地实现出来，则此“好恶之性”表现为善，若不能

完满地表现出来，则此“好恶之性”表现为恶。“好恶

之性”也就是人之后天性情。

    胡宏的这种纵贯天人而论性的做法，直接打通

了社会人生与宇宙本体，从而使儒家之纲常伦理有

了更为坚实、合理的总体宇宙论基础。

    可以看到，胡宏的论性，是直承程颖而来的，其

“性”之三层次，分别对应于程颖的“人生而静以上

不容说”之性、“善故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的

性以及“清浊”之性，不同之处在于，胡宏将程颗思

想中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之性，拓宽并加以

提升，使之成为“天地之所以立”的终极根据，这是

胡宏对儒学思想所作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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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性的第一个层面，胡宏认为它是超越人性

意义上之善恶难以言诊的至善之性，善恶是不足以

言之的。关于这点，《知言疑义》有载:

    或问性。日:“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

“然则孟柯氏、荀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

与?”日:“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

况恶乎?”或者问日:“何谓也?’旧:“宏闻之先君子

日‘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请

日:‘何谓也?’先君子日:‘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

辞也，不与恶对。，”11邵
    在这里，胡宏认为作为“天下之大本”的性是完

美自足的，其至善无恶、纯净无染，是“善”这个词所

无法全然表达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胡宏认为，

以善恶言性，就会把性局限于人性范围内，而不能

使之达到本体之高度。“性”在胡宏那里，作为“天下

之大本”，而不局限于人性，就必须是超越善恶而在

其之上的。由此，他反对荀子、扬雄的性论，因为无

论是荀子主“性恶”，还是扬雄主“性善恶混”，都不

能给现实的道德修养行为提供本原处的本体依据。

在胡宏看来，只有孟子的“性善论”，对于最高的本

体之性才是有相应、深切契悟的，孟子之所以能“独

出诸儒之表”，就在于其能“知性”。

三、尽心成性

了“太极”“太虚”等的玄奥特点和烦琐的论证，而直

呼宇宙本体和根据为“性”，又极言“心”之功用，从

而使“性”不再像“太极”等那样玄奥，而成为既是远

在天边的根据，又是眼前普通的现实了。胡宏的这

一成就，应当说是为儒家伦理的存在找寻根据的成

功贡献。

    然而，后来的朱熹不赞成胡宏的“尽心成性”的

观点，认为“‘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统性

情也’，何如?’，l1降又说“论心必兼性情，然后语意完

备”。胡宏弟子张南轩又不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

“‘统’字亦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11卿朱熹认

为南轩所改“主”字极有功，并说“以大学之序言之，

则尽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养性者，诚意正

心之事;而夭寿不贰、修身以埃之者，修身以下之事

也。”把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作了分别，认为一方面

要做外在的求知工夫，格物致知，另一方面也要做

内在的道德体认工夫，正心诚意。最后，朱熹对《知

言》“天命之谓性⋯⋯”一段作修改说:“性固天下之

大本，而情亦天下之达道也，二者不能相无。而心也

者，知天地，宰万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尽其

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人至于今赖

焉。”显然，朱熹是继承张载“心统性情”的思想而

来，而不是从胡宏“性本论”的哲学立场来考虑问

题。
    在胡宏的哲学体系当中，“性”为 “天下之大

本”，“性立天下之有”，它作为宇宙存在的根源和至

真属性是无尚的。但胡宏又说“尧、舜、禹、汤、文王、

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日心而不日性，何也?日:

‘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ll脚在胡

宏看来，“性”虽为大本，虽是根据，但性却是“自性

原则”，必须有赖于心的作用才能真实的凸现出来，

并最终得以成就。尽心才能使物各安其所，各当其

分，使人尽其职，成其德;尽心成性才可“至于命”。

    胡宏对“尽心”的强调，显然是受到《孟子》“尽

心知性知天”思想的影响，孟子非常强调人的道德

本心，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但胡宏

论“心”始终是以“成性”为前提的。只有“尽心”，才

可使“成性”落于实处，只有这样，才不致使性之为

道成为玄虚的和近于不可捉摸的东西。就这点来

说，胡宏似乎消化了北宋诸子，他保留了周、张、二

程的“太极”、“太虚”及“天理”的本原意义.而抛弃

四、胡宏“性”学的地位和影响

    胡宏终身不仕，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学术研

究，终于成就为一个有着独特思想的知名学者。尽

管他的学术地位不及程朱等著名理学家那样显赫，

其哲学未能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国家哲学，但并不

能因此而低估其历史地位和影响。

    胡宏性学体系的建立，在理论形式上是继承张

载气学和二程道学之后理学发展的又一成果。

    首先，他在建立湖湘学派的理论框架、形成湖

湘学派的思想特色以及肇启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

等方面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为湖湘学派形成奠定

了基础，“卒开湖湘之学统”。卿

    其次，胡宏的学说对南宋理学后起学派的发展

也具有重要影响。南宋时期，以胡宏、张拭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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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派主要传播和活动于湖南和四川，而后来在

福建、江西和浙江分别产生了以朱熹、陆九渊、陈

亮、叶适和吕祖谦为代表的 “}阂学”、“心学”、“浙

学”，形成了四大派系并存的格局。但是在时间上，

胡宏开创的湖湘学派比闽学、心学、浙学早半个世

纪，前者对后者在学术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

影响。如(宋元学案》中就说朱熹是湖湘学派的私淑

弟子。朱熹虽然没有直接师事胡宏，他跨越闽浙地

域，同湖湘学者来往时，胡宏已经去世。但从朱熹

《跋胡五峰诗》看，他以体用来论性情关系，主张性

体情用，曾受到胡宏体用一致观点的启发和影响。

胡宏以“性”为本体，同时强调“心”显性成物的作

用，对陆王心学也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他是程朱理

学向心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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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利润的流向

    据明万历间宋应星对侨居扬州盐商的估算，利润在30%左右。当铺利率一般在二三分。徽商利润，一部分

转化为资本;个别投资于产业，如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坊，江长公在房村制造酒曲;更

多的流向是课税、捐愉、梢资办学、投资土地、投资会益建设或供挥霍。清初两淮盐纲课枕只有90余万两，加

上织造等课，也只有180余万，至乾隆年间竟达400余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欲县江春等盐商为佐乎金

川军需，一次就捐银40()万两。乾隆间，救县盐商鲍志道曾捐3(X旧金修紫阳书院，捐8《X旧金修山问书院。至于投

资家乡建设，仅救县在明代就有祠堂、牌楼、佛寺、道观、桥梁、路亭300余处，清代投资就更多。有些徽商还以

利润所得里田产，作为宗祠、义学收益，或传给子孙后代。如明代祁门商人胡天禄曾购愉300亩为义田，以供

祠堂奈祀之用。徽商发迹之前，尚能俭朴度日，一旦发迹致富，有些人即大肆挥霍，生活侈糜之至。徽商利润

的流向有其时代性，没有能够扩大再生产，为其致亡理下伏笔。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