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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评介 
赵馥洁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针对学术界对儒家君子思想研究的不足，李长泰先生新作《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深入挖掘

了君子思想范畴的核心本质。该书运用天地人体系建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观点明确突出，章节建构合理，研究方

法较多，文字表述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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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Profoundman Thoughts 
ZHAO Fu-ji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The book The Study of Confucian Profoundman Thoughts majorly focus on the ethics of Confucian profound 
man, trying to tap the true spirit of a gentleman from Chinese philosophic area. The book shows distinctive academic 
value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viewing from its viewpoint, structure, and study ways as well as w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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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成为中国古代对品德高尚和才能卓越的人的通

称。学术界对君子思想研究的成果非常多，但研究

显得多少有些零散不太全面，整体性和系统性略显

不足；研究视阈相对不是很宽，多以具体个案为观

照点；研究的学术视角多停留在伦理道德单一层

面。对君子思想的诠释和研究很多是就事论事，以

此释彼，只释其然而不释其所以然，对君子思想形

成的哲学根源探讨不多，没有深入挖掘君子思想范

畴的核心本质。当此之际，欣喜地看到了李长泰博

士撰写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专著成果《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
面世，着实填补了儒家君子思想研究上的一些不

足。  
此书以“和合学”的视角对君子范畴做了全面

深入的分析：既有君子人格、伦理道德的诠释，又

有哲学义理和美学的诠释，还有政治经济学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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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既有传统研究的静态阐释，又有动态的分析和

梳理。凡此种种，书中既有宏观的较全面的把握，

又有微观的较详细的论述。该书学术特色比较鲜明

突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观点明确突出，有较大的创新性。该书

以探讨儒家君子的特质为主线和中心观点，即是说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君子。围绕这一中心观点进

行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等多个视角的挖掘，从

中找到中国古代儒家君子的本质特征。“君子”范

畴是“人”范畴的一个分支，中国哲学逻辑范畴体

系对人的诠释一般纳入天、地、人三才架构进行，

该书对儒家君子思想的研究就是以天、地、人三才

体系为基本架构来展开。“君子”范畴的发展围绕

“天、地”范畴进行衍生，天、地是君子思想内涵

形成的哲学根源。天健地坤、天刚地柔分别衍生出

“勇、仁”特性，二者互用成就大智，君子的特性

是智、仁、勇的结合，天地就成为君子思想的形而

上学根源，从而完成了从天、地到人的哲学转变，

君子特性是天地人的“和合”，水到渠成。这一观

点中心突出而又具有独创性，它厘清了君子范畴从

启蒙、形成、发展和新诠释的哲学发展过程，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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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系统性

弥补了以往儒家君子思想研究的不足。智、仁、勇

三德是儒家君子的核心特质，这三种特质不仅使君

子成为德性君子，而且也是知识、智慧与勇气的象

征。这就使儒家君子在中国社会具有了普遍意义，

成为一个语词和语式，是儒家形象的代名词，已经

不限于具体的人，而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称谓而存

在。儒家认为人只要具有这种内涵都可称为“君

子”。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1]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2](《荀子·性恶》)
尧、舜、禹作为儒家君子的代表，已经不是圣人本

身这个特定的内容，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定称

谓，成为理念中抽象的存在这样一个虚性范畴。这

一观点新颖独特，使儒家君子成为百姓心中的精神

追求和价值取向，具有现实意义。李长泰博士认为

儒家君子内涵一直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既适应时

代的需求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换，实现了时代核

心话题的转移和价值的转向。君子范畴内涵的嬗变

说明了它的“和”性本质：一是内容之和——天、
地、人三道的和合；二是发展过程之“和”——吸
纳和新；三是本质之“和”——德才兼备；四是内
外之“和”——内在本质与外在示范相统一；五是
方法之“和”——践行健顺之理；六是现实与精神
之“和”——治理之才与精神形象的统一。“和”变
的特色使儒家君子彰显了“生生不息”的生机，是

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世性的关键原因。纵观全

书，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不胜枚举。这些观点剖析

深入，“追根溯源，纵横探赜，钩深致远，发人之

未发，见人之未见，为中国君子思想的探索作出了

贡献”。[3] 
其二，章节建构合理，逻辑思路较明晰。学术

界对君子思想的研究有很多，角度各有不同。该书

基于君子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理论，对儒家君子进行

了现实的剖析。首先，说明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君

子，对君子思想追根溯源，对各家君子异说整理归

纳，界定了君子范畴。其次，通过探寻以人道论为

中心的君子根源，引出了君子天道论和君子地道

论。天地之道是君子思想的形而上根源。天道刚健、

自强不息、生生日新，只有加强对天道的掌握与理

解才能确立人道准则。天具有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

的区别，义理之天是思想所及，自然界之天处于自

然而然的状态，是感觉所及。老子说：“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也就是
自然现象的暴风骤雨给人的自然感受。君子除了应

具有天的特质，还应有地的德性，地道柔顺，因静

而动，具有生养万物的功能。因此君子地道论是立

地以立人，立地德以立人德。再次，君子之所以为

君子，与一般人有境界上的根本不同之处，君子境

界论于是顺势而出。儒家君子的境界有三层，即自

然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处于“象”

的状态，是本真的境界即自然心境，能实现心境与

自然相和谐；道德境界处于“实”的状态，是尊道

贵德的现实境界即道境义德，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和谐；天地境界处于“虚”的状态，是心灵理

想的追求即天地灵境，有助于实现人和心灵的和

谐。儒家君子的这三层境界是逻辑晋升而非彼此孤

立，三层境界有机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儒家君子形

象。境界不同于一般人的君子，其风采在社会上是

有示范作用的，君子风范论理所当然。君子的风范

包括威信以德、言行以礼和文质以谦，也就是说具

有高素质的君子，在言行上注意方式，才能得民心，

才能有威信，最终变成百姓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如

何成为君子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其新的内涵

并有现实意义，于是引出了君子工夫论和君子新用

论。君子成为其人，不仅是一个目标体系，而且是

现实行动体系，即君子“行”的工夫。宋明理学家

特别将日用作为工夫，成人成圣在于日用之间。全

书共八章，从范畴论、天道论、地道论、人道论、

境界论、风范论、工夫论到新用论，构成一个有机

整体，逻辑结构较严密，建构了较完整的君子思想

研究体系。 
其三，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方法比较多。由于

确定了全新的视角，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

法。该书主题主线一以贯之，而方法使用多维。全

书运用了中国哲学的方法，和合学的方法，逻辑历

史观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国哲学的方法注重

整体观，作者对儒家君子思想的研究纳入天、地、

人三道范畴体系，从而顺理成章地挖掘出儒家君子

思想形而上的根源，也就是说使用了中国哲学逻辑

结构论的方法，以注重范畴之间的逻辑衍生。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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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是一种综合、统合的方法，该书对儒家君子

思想的研究纵贯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全

过程，对积淀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学派之中君子思想

进行综合、统合，挖掘出君子思想的本质特征，和

合学方法也是形而上之道。逻辑历史观的方法是一

种历史的演进方法。运用逻辑历史观的方法分析儒

家君子思想的启蒙、形成、发展和新诠释的演进过

程，是研究现实应用的需要，即现实的方法，体现

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新维性。作者在书中运用了比

较研究的方法，对历史上各个学派和不同思想家的

君子观进行了比较，对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辨析，突出了儒家君子观的普世性；对现代不同

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体现出研究的系统

性、整体性和科学性。这些研究方法在应用中互相

包含，共容互进，相得益彰。 
其四，文字表述流畅，比较优美而平和。该书

的文字表达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给读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各章节标题文字简约，对称工整，

比较优美，而表情达意相对较准确严密。通观全书，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采用中国哲学语

言、语式，注重整体系统的全面性和范畴逻辑的严

密性。其次，行文用语流畅，有“淡而不厌，简而

文，温而理”[1](《中庸》)的特点，给人平淡、简
易、温和的感受。再次，简约的语言陈述了较高深

的思想，做到了深入浅出，富有较强的学术韵味。 
综上所述，《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

一书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国哲学学术著作，其研究

的价值弥补了中国古代儒家君子思想研究领域的

一些相对不足，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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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河湟地区的农产品种类并随之出现了园艺业。

这些无疑为明中期由河湟回族主导的民间群众性

的回藏贸易迅速崛起，“回藏贸易逐渐成为河湟回

族的民族地方性经济模式”，为整个青海回族的最

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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