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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朱子与学生谈 《易经》中的 “咸卦”，

“咸”是 “感”的意思，“咸卦”是讲 “交相感应”的道

理。课堂记录见于《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朱子仔细地讲了见于 《周易·咸卦》之中，天

地之间相互感应的道理。他说：天地之间，无处不

是感应的道理，不管是自然或人事，都是如此。就

像是下雨不能一直下个不停，下着下着，便感出一

个天晴出来；天也不能一直晴着，晴尽管是下雨的

反应，同时也能感出个下雨来。天冷不能一直冷，

会热起来；天黑了也不会一直黑下去，会亮起来，

都是这个道理。自然现象是如此，人世现象也是如

此。古往今来，天下之事，也是一个盛世之后，就接

着是衰世。只有圣人在位之时，懂得这个道理，兢

兢业业，努力保持好的局面。一旦局面无法维持，

就会出现衰乱，一时无以整顿，但也不会长期延

续，必有兴起的时节。唐朝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

很不错的盛世，中间出了一个武则天，坏了一些规

矩，情势就一直坏下去，到了五代，坏到极点！国家

无纪纲可言，朝中无人才可用，真是天地几乎闭

塞。一旦圣人出现，局面有了大转变，天地也为之

豁然开朗！到了仁宗之时，天下号称太平，我们今

天虽然不能见到当时盛况，但想来却是太平盛世。

但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灾异，也预见了后来不幸的

大变动，不能说不是“感应”的显现啊！

学生听了，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道理对于我

们所下的功夫来说，有用处吗？”朱子回答：“这个

道理无所不在，怎么会没用处呢？仔细理解一些深

刻的道理，在自己的立身行事上就会表现出来；平

日待人处世有好的表现，也是因为内在的修养功

夫啊！怎么说这些好道理会没有用处呢？”

朱子讲 《易经》，不是没有课本，一本是朱子写

的 《易本义》，另一本是程伊川的 《易传》，其中尤以

后者为不时讨论的对象。朱子对于程子《易传》，基

本上是肯定的，认为程子的诠释对于这部经典的

理解，有很大的贡献，后学不可不对程子这部书痛

下工夫；但另一方面，却总觉得程子讲经稍欠精

细，有些细微的地方，不够透辟。像是讲到“感应”，

在自然之中就有感有应，不必把感应讲的像是在

“心中”；程子所说 “感乃心也”，朱子就觉得微有不

妥，于是说：“伊川说倒了，所以致人疑。”不过，讲

到这个卦中最有可讲的地方：“憧憧往来，朋从尔

思”这句话，程子说，这是私心的作用，朱子也是赞

同的。朱子说，一来一往，是感应的常理，是自然的

来往；憧憧就是加了私意，是不好的往来。学生听

了，有所领会，就说：“憧憧往来”，像是历史上所说

的 “霸者”，出于私心，要求人们有所响应；“自然往

来”，像是历史上的 “王者”，一无私念，不要求人们

有所响应，人们就会有所感应，而且方面很广，全

出于一片公心。请问老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朱

子说：是如此。学生又问：如果人们对于出于私念

的要求，用一种不是私心的方式来响应，是不是也

是可以，但有一定的限量？朱子答道：这种响应，也

是从私念来响应。就好像自己以一些好处给人，得

到的就会感恩，没得到的就不会感恩。王者的做

法，不是如此，像是商汤围了三面来捕鸟，能走了

的不以为得到特别的好处，没走成的不以也不会

有什么怨恨，这就是我所说的公正无私心。学生再

问：人固然不可以不思不虑，只是做事的时候，不

可以把私心放进去，是吗？朱子回答说：不是教人

不要思虑，而是要明白道理；感应的道理，本来是

不需要思虑的。一个人，只是想要这样做、那样做，

朱 子 讲 历 史 之 五 ：历 史 中 的 “道 理 ”和 “技 巧 ”

张 元

#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中国台湾 新竹 $

【收稿日期】%&&! ’ &( ’ &(

)关键词 *朱子讲历史，道理，技巧和智谋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 &&!" ’ &/

教 学 参 考

历史教学
0123456 789:;1<=

总第 -.% 期
>?@ A4B -.%

%&&! 年 " 期
A4B "C %&&!



!"

只是计较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只是安排这个、安排

那个，其实都是白花功夫，白费力气，对于事情一点

帮助都没有，我们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合于感应

之理就可以了。学生接着问：过去有人做大官，处

事有私心，面对众人的时候，只是对某一些人讲话，

派官也是只派这些人，所以不少人对他很不满，他

也就做不好下台了。我们可以举这个例子来说明

吗？朱子说：这样的事很难说。今天论人物只看成

败，没看到当时的情势，有它难于处置的地方。如

果我们要看过去事情发展的关键，则必须尽量的回

到当时的情景。如果说，当时某人很有见识，又很

有气魄，比起别人强得多，其实这个人的缺陷正在

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批评他，那却

是不对的。前辈有人说，笼络 （《语类》原文作 “牢

笼”，《宋史·李沆传》作 “笼罩”）众人的事，我是不

做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人面前说一样的话，原因

是想到某些品格不好的人，将来会捣我的乱，所以

心不甘情不愿地笼络这些人，这就是 “憧憧往来之

心”。宰相与人说话，怎么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呢？

本朝初期，李沆为相，态度严肃，见了人，不随便交

谈，有人对他说，这不大好，劝他多与人亲近结交。

他说：我和一些声望很高，很受人推崇的人谈话，不

觉得可以得到什么启发。至于今天所谓通家子弟，

进退举止，不合规矩，只会讲些吹嘘自己的话语，希

望得到些好处，我跟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谈

的。李沆和王旦，都是有名的贤相，都是不大与人

随便交谈的，可知当一个好宰相，是不必要笼络所

有的人的。宰相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进用贤能的

人，排除掉不好的人，这里就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

私心了。前辈说：“做宰相只要有一片公心、一双明

眼。有了公心就能进用贤能的人，排掉不好的人；

有了明眼，就能看出那人是贤人，那人不是好人。”

这两句话，说尽了“宰相之道”。只怕你看得顺眼的

未必贤能，看不顺眼的未必不好。若真能知悉，何

必还要笼络？天下之大，人才之多，那里能够人人

都加以笼络呢？

我们看这一段朱子的讲话，重点在于人们必须

努力追求、体认世间的“道理”；我们做事，只求合乎

“道理”，不必 “空费思量”、“空费计较”、“空费安

排”，去做一些枉费心力的事。举实际的例子来说，

做宰相，重要的是懂得 “宰相之道”，不必去用一些

手法，拉拢各方，以求时誉，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另

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朱子评论过去的人物，十分严

谨，一定要回到原来的情景中，去体会到当时的难

处。朱子不认为一个人有见识，有能力，就能把事

情做好，往往反而因之误事，但在评论人物的时候，

不能以成败而论，还是要给予正面的评价。

又有学生问：如果有一些小人，经历的事不少，

也没有什么大过失，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人不好，我

们怎么处置呢？可以用用他们的能力吗？朱子说：

用小人，就是含有私意的憧憧往来之心了。短时间

里，看不出什么来，时间一久，小人的坏影响愈来愈

明显，这时就不能用他们了。所以，问题不是我们

如何用有能力的小人，而是如何辨别贤能与小人，

如何真正知道那些人是小人。学生还是追着问：如

果一个人，又有文采，又很廉洁，不用他，不是很可

惜吗？朱子的回答是：你是要取贤才，还是要取文

采？廉洁这是个人的事，是不足以挽救因为他而造

成国家败亡的灾祸。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

是人们的议论都很低下，这真是很糟糕。我常说，

我们一定要把肚子里十分低下，相当拙劣的见识统

统吐吐掉，才会有所长进。就好像人得了伤寒，非

要上吐下泻一番，病才会痊愈。学生就“议论”方面

提问：近来有一种 “持平”的说法，老师认为如何？

朱子答道：这就是我所说的低下拙劣的议论，根本

不成议论！他们所说的平，就是大不平，他们不知

道“平”是怎样才能做到。有一位学生沈涧问：胡安

国说，北宋元祐时，有人建议，要想调停党派的冲

突，提出一个说法，如果内在是君子，表现是小人，

天下就安定了，就不必要追究太多了。这个话好像

很能折中天理人欲，好像也是一种持平的说法，老

师您看如何？朱子说：这个话未必是胡安国说的。

小人也有不同的样子，如果有一种是可以用的，也

应该用。特别是在情势危急的时候，可以一用，但

要知道，情势转变之后，这种小人就会带来大祸。

所以，用小人只能应一时之急，绝不是正常的做

法。程颢当年与主张熙宁变法的人来往，就是想影

响改变新法的推行，或者可以分摊失败的罪责。他

当时想要用一些技巧，但显然只是拙劣的谋略。俗

语所说“掩目捕雀”，我看不到雀，雀却看得到我，就

是一个好比喻。你以为可以用技巧来对付小人，谁

知小人的技巧比你更高明。司马光想留章忄享一起

改革新法，结果两人大吵一架，从这些事例都可以

看出，根本是没有可以持平的道理，都是一些拙劣

的技巧或谋略。我常常说，今世所谓有智巧的人，

其实都是笨拙的人；从来没有人能用智巧可以把事

情办好的，这些用技巧的人，都是枉费心机，白费力

气。人们只要依持一个公平正大的心去做事，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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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做不成，要看天意。古人之中，用技巧成事的，

其实都是偶然，不是因为他有智谋。总结一句话，

不要用技巧，这是决无好处的。张良被认为最有智

谋，从今天看来，说不上高明。像是劝刘邦与项羽

谈和了之后，又出兵攻项羽，这算什么智谋# 只是他

命好，用了一次成功了，又用一次也成功。再说一

遍，古人做成了一些事，不是因为他有智谋，只是因

为“偶然”。天下之事，只有一个“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理，其他费心费力，用智谋，

用计算，都成不了事，都是枉费工夫。

朱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从历史中只能

学到人世之间的“道理”，学不到任何做事的“技巧”

或 “智谋”。从历史中学习前人的谋略、技巧，依样

画葫芦，是做不成事的，是不对的。我们从这一观

念可以略作引申：第一，古往今来人世的事务，当然

有学习的价值，但其重点在于这些事情中的 “道

理”；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并且应该依照道理去做

事；至于是否一定能够做得好、做得成？则是未必。

能否做成，要看天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控。相

对来说，如果做事不合乎道理，事情却做成了，这只

是“偶然”，只是碰巧而已，没有价值，也不足效法。

第二，人世之间的道理，是历史知识中的 “人文价

值”的所在，也是学习者应该认真理解的 “基本观

念”。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应该是这些人世事务

中的道理，这些甚至可以与自然界相呼应的道理，

也是我们立身行事的依准。这就是说，道理以外的

智谋、技巧，是不足学，甚至是不可学的；知道这些，

对于我们的立身行事，是没有帮助的。第三，了解

这些古往今来的道理，看看一些过去不久的事例，

更可以认识技巧、智谋是不可学的。程颢、司马光

的失败，就是想用技巧、谋略来做成一些好事；但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于失败。追究起来，是

道理上不允许的，是不可能做得成的，这是因为“天

理”和 “人欲”是不能合在一起的，道理上讲不通

的。顺便一提，朱子师生谈话时，说到某位大官，有

私心、有文采、很廉洁，似乎有所指涉，可能是说王

安石，但师生既然未曾指名道姓，我们把它当成一

个“类型”来看即可。

最后，朱子讲到了 “相业”，提出几位本朝的宰

相与当今宰相略作比较。朱子说，本朝的宰相，在

过去接见百官，都有限制，人数不多。不像今天，宰

相一天只是接应百官，根本无心理会国家大事；宰

相写给官员的回信也是十分详尽，似乎不这样就是

相业有亏，就要受到批评。过去不是这样，司马光

当宰相时，写了一个告示张贴出来，上面写着：有关

朝政缺失，人民疾苦，请上奏给朝廷，好让朝廷商量

处理，请不要用私函表达；指责我个人过失的话，请

用私函即可，我一定检讨改进；至于求一个官职，或

要洗刷罪名，这一类私人的事，也请用正式文状，也

让朝廷商量处理，若私下来访，我一概不理。南渡

之初，陈俊卿和汤思退，接见官员，人数有限，每天

不过五、六人，最多十几人，随着官位的高低，分作

两批。秦桧也是一个会做官的人，样子很严肃，不

随便讲话，给人的回信不过几个字而已。这些都是

前辈的做法和风范。朱子又说：程伊川要人把 “徇

俗”和 “随时”分辨清楚，一个人认清时势，知道本

分，才是“随时”。今天，人们的见识很低，大家只是

相信流俗的说法，真让人叹息！像今天这种议论，

宰相要照顾到每一个来见的官员，这怎么可能！要

舜也做不到，非但如此，书上所记舜有大功二十，若

以今天议论来衡量，舜变成有大过二十了。最后学

生问：伊川《易传》谈到“咸”卦九五，有一句话，让不

是直接看到的人，都会受到感动而高兴，是不是就

是合乎道理的缘故？朱子答道：是的，周武王照顾

到远远近近的人，就是因为他心量广阔，所以远近

的人都感应到他的心意，就是这个意思。

朱子讲历史，很重视历史中的道理，这是我们

今天历史课程中几乎不再谈的观念了。我们多少

会认为历史有其实际功用，可以教我们一些处事的

智谋或技巧，唯其如此，这门课程的价值才特别明

显，学习起来才特别带劲。不过，我们真的要想一

想，历史这门学问中，有没有一些“基本观念”，一些

“人文价值”？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学生学历史，

对于他们做人处世，待人接物一点好处都没有，是

不是学生的损失呢？如果他们能从历史课中学到

一点人世事务的“道理”，是不是学生的收获呢？我

在这里不作任何探讨，只是想把朱子的一些有关说

法呈现出来，供大家参考，也请大家顺便想想这些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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