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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的横渠

      胡钰

横渠是个地理符号，横渠镇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城东。横

渠也是个人物符号，横渠先生指

的是北宋大儒张载。横渠更是个

文化符号，横渠之学自成一派，

作为宋代理学重要源起之一，

成为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学派，

被后人称为“关学”。当然，

流传最广泛也影响最深刻的是，

“横渠四句”成为中国历代知识

分子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追求。

2019 年的冬日里，来到坐

落在横渠镇上的张载祠拜谒。

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在热闹

喧嚣之中，一脚踏进祠院，顿

时安静下来。尽管没有任何隔音

设备，但祠院内外宛若两重天，

院外人声鼎沸，院内空无一人，

静得连松柏微澜也听得真切。

这样的静谧，起初让人很是诧

异不适，但转瞬让人心生喜意，

如此孤寂倒是适合这位关中大

哲的气质，也适合细细凭吊的

氛围。

张载于公元 1020 年出生在

北宋长安的一个官宦之家，据说

其名字出自《周易 · 坤卦》：“厚

德载物”。举凡大贤都有大志向，

张载年少时就不仅饱读诗书，

更对国家命运前途心心念念。

当时西夏不时侵扰北宋边境，

北宋不得已以“赐物”换和平。

张载读兵书勤习武，21 岁时写

成《边议九条》，向时任陕西

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

的范仲淹上书。范仲淹在延安

接见了这位青年人，对张载的

报国热情给予肯定，同时建议

他弃武从文，钻研学问。于是乎，

张载回家里刻苦读书，在自己

的书房题写对联“夜眠人静后，

早起鸟啼先”，以示自勉。他读

书时博采众长，既读儒家之学，

也读佛家与道家之学，逐渐通

晓各家，学识丰厚。功夫不负有

心人，38岁时，宋仁宗嘉祐二年，

得中进士。

既有大志向，又有大学问。

从中进士到过世的二十年间，张

载或为官或为学，坚持自己的价

值主张，不盲从朝廷高官新法，

道不同则辞官归乡，不盲从历代

权威学说，理不明则独辟蹊径。

张载有诗云：“圣心难用浅心求，

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

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日

积月累，水到渠成，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和学生群体，

成就了一代大儒之学。

张载讲学之所为横渠书院，

在元代复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重建张载祠时恢复书院，因而

现在的张载祠与横渠书院合在

一起。徜徉其间，可以看到张

载当年手植的千年古柏。树高

逾 9 米，树围逾 3 米，树干苍劲，

盘旋而上。从下向上仰视之，

顿生“思接千载神游古人”之感。

院中可以看到张载学说碑文以

及后世名人手书张载语句，显

著位置立的就是《东铭》和《西

铭》。读到这些文字，让人不



专栏

48

  2020 年第1､2期
  

总第 101 期

《水木清华》

禁驻足良久反复沉吟。

《东铭》和《西铭》是张载

为学生们写的校训，曾经镌刻

在横渠书院两侧。其中，《西铭》

作为张载思想的精华，备受同

时代和后世学者推崇。程颐说：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

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

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

朱熹则肯定了“《西铭》之意，

与物同体”的认识，还专门写

作了《西铭解》。

《西铭》中的主要思想是“民

胞物与”“忠孝仁爱”“乐天

知命”，其中的一些句子堪称

百世金句。比如：“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富贵福泽，将

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

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

吾宁也。”人为同胞，物为伙伴。

贫富都可，存没俱受。这些思想

表现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荣

辱合一的博爱精神与淡泊境界，

堪称中华文化价值追求的精髓

所在。书院的布置很有心，在《西

铭》的文字下专门绘制了一幅

《万世太平图》，图中青山绿水、

男女老少、其乐融融，以此示

意《西铭》所追求的世界景象。

张载对万世太平的博大追求

是贯穿个人为学为政一生的，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其表

达志向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天地无言，天地

无心，为天地立心，如何找到“天

地之心”？张载说：“大抵言‘天

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

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

也。”这与《论语》上说“天

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是一致的。从《周易》

中代表天地的乾坤两卦的彖词

来看，也是如此：“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

物资生。”

为生民立命，立的是身体之

命，更是精神之命。换言之，

要为民众和社会确立生活原则、

价值追求和文化依托，如此，

生命的意义感与丰厚感才能得

到实现。

为往圣继绝学，体现了磅礴

学术志趣和学术自信，要将中断

的道统传承下去，从儒家来看，

就是从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一脉下来的

传统。

为万世开太平，则将中国知

识分子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崇高

张载祠内张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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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清晰透彻地表达出来。为学

在为民，为学在治世，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安居乐业。

这四句话被后世为学为政者

广为称颂，冯友兰先生称其为

“横渠四句”，在书院里也能看

到镌刻在墙上的于右任等人手

书的这四句话。有趣的是，于右

任是国民党元老，而当代的几

位国民党领导人都很喜欢这四

句话。2005 年，连战在北大演

讲时引用了这四句话，2015 年，

习近平主席与马英九在新加坡

会晤时，马英九也引用了这四句

话。张载是 1077 年过世的，至

今近千年，其话语穿越历史时

空依然活跃在当代，成为中华民

族的共同文化基因，令人赞叹！

“四句千年”，体现了大学者

之大功力与大境界。

张载的学术思想是丰厚的，

他提出“气本论”，认为万物

由气构成，具有朴素的唯物主

义思想，提出“即物穷理”的

认识论，提出“一物两体”的

辩证法，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

道德观和实用的教育方法，这

些思想历经时间长河冲刷，愈

发闪亮。书院里专门把张载的

一首很有趣的芭蕉诗展示出来，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

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

新叶起新知。”一首诗中七个

“新”，足见诗人对“创新”之求，

而全诗紧紧扣住芭蕉生长之迹，

抒发诗人治学之道，充分显现

了诗人“格物致知”的好功夫。

在书院里参观时，看到许多

牌匾和碑文，大都是历史文化

名人对张载的评价，从苏轼之

诗到谭嗣同之文，从嘉靖帝赐

号“先儒张子”到康熙帝手书

“学达性天”，还有启功先生“霁

月光风境，民胞物与心”的题词，

以及张岱年先生 92 岁时为张载

祠铜像揭碑和学术研讨会手书

“精研横渠哲学，宏扬关学传统”

的题词。

最有意思的是，英国陆军元

帅蒙哥马利 1960 年访问西安时，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称赞

张载。院内有碑文上刻了当时

谈话的内容：“横渠先生所创

唯物主义比法国的笛卡尔早了

五百多年，世界唯物主义之父，

张横渠当之无愧。” 院内还看

到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

学者来拜谒后留下的文字碑文，

其中有“客赶万里拜古祠”的

句子。驻足在这些碑文前，令

人感慨伟大思想穿越历史和空

间的影响力。

张载创立的“关学”，与同

时代由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

共同成为宋代理学的源头。从

血缘上看，张载还是二程的表

叔。然而，与二程学说兴盛不

衰相比，关学经历了“北宋兴起、

南宋衰落、元代复兴、明代鼎盛、

清末终结”的历史过程，究其

原因，或许学生不盛是关键原

因。张载过世后有的学生即投

入二程门下，再传弟子中也鲜

有大家，而二程门下人才辈出，

更是出了朱熹这样的理学集大

成者。这也让张载及关学在近

张载祠内的张载诗



专栏

50

  2020 年第1､2期
  

总第 101 期

《水木清华》

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

它开启了清初王船山学术的先

河”。

离开张载祠时，院内依然是

清冷的，但细想，这可能也是

张载很享受的环境。在张载看

来，“求富诚非憎执鞭，安贫

随分乐丘园。两间茅屋青山下，

赢得浮生避世喧”。能够在终

南山下有这一处书院，读书写

书教书，成一家言，育百家才，

的确人生乐事。回望院内那七棵

千年古柏，依然是傲然向天的。

据介绍，张载手植的古柏经历

1556 年嘉靖年间大地震，虽严

重受损但却顽强生长，直至今

天依然生机勃勃。或许，这树“横

渠古柏”就是横渠先生思想生

命力的最好隐喻。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博士师导师）

代和当代鲜为人知。尽管许多

人都知道“横渠四句”的“四为”，

但知道“横渠四句”名号的寥寥，

更妄谈“横渠先生”了。与二程、

朱熹相比，张载无疑留下了一

个孤独的历史背影。

张载在学术求索中具有很

强的独立性、原创性，对成一

家之言充满自信：“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同时，又善于融

合儒释道和自然科学成果，体

现出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

更重要的是，气象远大，境界

纯净，才能锤炼出流传千载的

“横渠四句”。张载之名不为

人知，张载之语不为人忘，这

也构成了张载学术之名与实的

强烈反差。

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对张载

之学评价甚高：“张子之学，

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

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

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值

得庆幸的是，千年之后，张子

之思、关学之说逐渐得到重视，

《关学文库》共 40 种、47 册、

约 2300 万字作为“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出版，是

我国第一部对上起于北宋、下

迄于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

的关中理学的基本文献资料进

行整理和研究的大型丛书，成

为“为往圣继绝学”的重要载体。

张岂之先生担任这套文库的编

委会主任，认为“由宋至清的

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

张载祠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