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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上帝”观
——兼论其对天主教的态度

贾庆军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黄宗曩继承了儒家传统中“天”的观念，“天”是一个非人格的至善至高之存在。不可以人事事

天，任何人格或神格的“天”都是对“天”的降格。而“上帝”则是接近人格或鬼神之存在。已经丧失了至高无

上性。所以。黄宗羲不会接受西方“天主”或“上帝”之本质，直斥之为谬言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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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与天主教的接触

据考证．黄宗羲的几位好友如魏学濠、瞿氏耜等都是天主教

徒。魏学濂受其父魏大中及其东林党同志影响。对传教士有好

感。而且他还与著名的天主教徒朱宗元共同校正耶稣会士盂儡

望所述的<天学略义)。据说魏氏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加入了天主

教。否则不会拥有编校耶稣会士著作的资格。m南明重臣、大学士

疆式耜(159卜1651)也同传教士过从甚密，他本身就是天主教
徒。圈霉式耜是与利玛窦最亲近的中国友人之一——瞿汝夔的侄

子。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罂汝夔推动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的转

变。即建议利玛窦最好穿儒服而不是和尚服去传教。并且瞿汝夔

还利用他在官场上的关系为利玛窦宣传引荐．为利玛窦进京铺

平了道路。嘲而瞿式耜却比他这个伯父名气还大。他先是万历进

士、崇桢户科给事中．后为南明吏、兵两部尚书。临桂伯、武英殿

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他与传教士索来交好，可能在天启问

受洗人教。闩而黄宗羲与他交情甚厚，当强氏南下出任广西巡抚。

匡扶南明时。黄氏亲自送他至金陵湖头。啊

除了这些接触西学的途径．黄宗羲还同耶稣会士有过直接

的交往。据考证，黄宗羲曾与汤若望相识于北京。一番交谈，令黄

宗羲对汤若望的历算知识大为折服．大有将汤氏视为自己历算

学启蒙老师之意。并且汤若望还送了一个日冕给黄氏．黄氏甚是

珍爱。杩

此外．黄宗羲还从梅郎中那里得到一个传教士转赠绘他的

龙尾砚。黄氏将之看成“绝品”，后来不小心遗失。大为痛心，但十

年后，又戏剧性地复得，并赠与吕留良。足见黄宗羲对此砚之重

视。研

有了这些天主教徒好友，还有与耶稣会士的直接接触．黄宗

羲或多或少了解天主教及其教义。那么他是怎么看待天主教的

呢?他评价天主教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二黄宗羲白勺‘‘上帝’’观

在黄宗羲的著述中，极少提到天主教。这已经向我们传递了

一个信息，西方宗教信仰对他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也对他所

服膺的王道圣学构不成威胁。我们能找到的他对天主教的只言

片语，也是在他批判掸学等其它学说时捎带提及的。较有代表性

的就是其晚年所写的<破邪论>中的论说。

从他<破邪论>的题辞中，我们就能看出他的基本态度。他

说，在他完成那部囊括先王之道的(明夷待访录>三十年后。一方

饰巾待尽，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二．名日破

邪。”_哦们可以这样认为：‘破邪论)可能是其<明夷待访录)的补

遗。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是其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圣学大厦的话．

<破邪论)则是对大厦某个角落的修缮。因此。在他最后这部文集

里，内容杂陈。已经不仅仅是在。破邪”。与。邪”相关的文章只有

上帝、魂魄、地狱等三篇；赋税、科举两篇文章是对<明夷待访录)

收稿日期：2007—1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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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潘起造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浙江学刊2006,""(5)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

;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

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

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

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2.学位论文 吴海兰 经学与黄宗羲史学 2004
    黄宗羲的经史之学是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学术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相适应，学术领域也发生了相

当大的演变，主要体现为王学式微，经世致用的经史之学兴起。思想家们认为经史相通，才能更好地发挥救世的作用。明末清初史学的研究比较充分

，所以本文主要总结了其时经学的特征：一是通经学古以明道，二是汉宋兼采并兼批。  

 黄宗羲的经史之学与浙东尊经重史的传统有着渊源关系，并受到黄氏父辈的熏陶。

黄宗羲的经学深刻地影响了其史学。其中以易学、春秋学与孟子学说对史学的影响最为突出。易学十二运与孟子的一治一乱学说共同影响了黄宗羲对历

史运动观的认识，其中以后者为主体；易学的通变思想与对人事作用的重视还影响到黄宗羲的历史盛衰论；孟子的仁义理论与批判精神则影响了黄宗羲

的社会史观；易学、春秋学与孟子学说还从不同方面影响了其学术思想；《春秋》学所衍生的正统观念与夷夏之辨，则影响了黄氏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黄宗羲的经史之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是“学必原本于经术”，他倡导穷经，会归于一；在经传关系上主张“屏去传注，独取经文”；并具有鲜明的心

学色彩。其次是“经术所以经世”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他主张经学应具有经世的功能，这需要通过史学来予以落实。再次是其史学批判体现出全

面性、深刻性、时代性，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之一。

3.期刊论文 蔡家和 牟宗三《黄宗羲对于天命流行之体之误解》一文之探讨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1)
    一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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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对于牟宗三先生对黄宗羲思想之理解,作一不同的表述.先谈论牟先生此一文的内容,再对其看法进行讨论,以见黄宗羲思想是否真如牟宗三先生所

言,守不住师说,而为下堕之学.在此吾人写作的方式,乃不同于牟宗三先生所言,认为黄宗羲守不住师说,所以吾人须先就黄宗羲思想与其师刘蕺山之思想

作一比较,特别是天道论(理气论)方面,看是否有距离,以视黄宗羲对于天命流行之体之义理是否真有误解.

4.期刊论文 张实龙 论黄宗羲政治学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16(5)
    文章从<明夷待访录>的中心命题"立君为天下"而出,分析了黄宗羲政治学说的内在逻辑,即从人的生命需要出发,彻底否定君主"家天下"和"无君主义

",主张"立君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最终成就"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为保证"立君为天下"的实现,黄宗羲既不主张以"天"来约束君权,也不提倡道德来

规范人主,而是从权力的分配、法律的制定、舆论的监督、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制衡君权.在此基础上,也分析了黄宗羲"以君为天下"政治学说的历史影响

和意义.

5.学位论文 吴增礼 《明夷待访录》的待访对象辨析 2008
    《明夷待访录》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然而，学术界对《明夷待访录》是等待清王朝的君主还是汉族君王来访，尚无定论。

    学术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待访对象尽管得出了不同结论，但观其论证过程和所持依据，主要有三种，笔者对此要一一辨析：

    一是把《明夷待访录》书名中的“明夷”和《题辞》中“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明”简单理解为“明朝”，“夷”等同为满清政权，并由此推

断黄宗羲是在强调华夷之辨。实际上，“明夷卦”和“夷之初旦，明而未融”是指若处于一个险恶的境遇，人不仅要执著于自己的追求，也需要善于避

其锋芒，明哲保身。因此，二者的原意是指导人在特殊条件下如何为人处事，与“夷夏之辨”没有直接的关联。

    二是根据“箕子之见访”一语判断黄宗羲是等待清朝君主的访问。箕子待访的是通过革命推翻其宗国，弑其国君的“西夷”周武王。王冕待访的是

推翻蒙元政权的汉人朱元璋。就种族而言，二人待访的指向截然相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同时运用这两个典故，说明他不是刻意通过这两个典

故来隐喻他的待访指向。实际上，箕子和王冕待访的根本目的相同，都是以“万民”为重；二者的处境遭遇也相同，都怀才不遇。黄宗羲与二人的处境

、遭遇及志向、理想十分相似。黄宗羲开门见山地运用这两个典故，并用“明夷”卦来给《待访录》命名，应该只是表明黄宗羲希望他人了解他之艰难

处境的良苦用心，并非刻意用此表达他的待访对象。

    三是有些学者认为，在黄宗羲看来，明朝还有复兴之可能。甲申之后，黄宗羲义无反顾地追随南明鲁王，参加抗清复明的斗争。但被奸党把持的南

明朝廷毫无匡复之意。至康熙初年，南明诸政权都遭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因此黄宗羲认为复明无望，这从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屡次表现对代明而兴

的清朝这种既成事实的承认，也可以看出来。

    黄宗羲待访的“后王”是清朝君主。从黄宗羲在《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对清廷的称谓之变化，从他同时代及后世的人对其书和其人的指责

，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人主受命于天”的天命观和统治的合理性——“后之圣王安富天下”的帝王使命感，从他最初强调夷夏之辨到从文化上

认同清朝，从他对二十年后进入盛世时期的预测与印证，可以看出黄宗羲的待清访问是无疑的。

    虽然黄宗羲待访的是清朝君主，他也有极强的“传道”“济民”之“职志”，但是他不能直接出仕清室，也不能公开直言他是等待清君的访问，因

为他还有很深厚的故国之情，对父、母的孝道，与师、友的情义和对气节之荣的向往等情感负担。黄宗羲没有彻底摆脱这些情感的束缚，实现对清朝的

“情感认同”。此时，情感成为一种既定的力量和限制的给定，与“理性认同”发生着激烈尖锐的冲突，使黄宗羲的每一次抉择不但不能随心所欲，相

反是非常艰难的。

6.期刊论文 王丽梅.WANG Li-mei 黄宗羲法制思想探微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7(4)
    黄宗羲的法制思想,一方面指陈和批判了专制制度下"一家之法"的种种弊端,弊端之大是保护君王一人一姓之私,成为君王专制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对

"天下之法"进行了精心的构想和设计,指出真正的法律应兴"公利"、除"公害",保护天下人的利益.黄宗羲无论是对传统法律的反思与批判,还是对新法的

设计与构想,都闪烁着深刻的智慧和耀眼的光芒,散发着近现代的气息.

7.期刊论文 黄天美.Huang Tianmei 黄宗羲佚文《长啸斋摹古小技序》辨析 -浙江社会科学2010,""(3)
    本文介绍了新发现黄宗羲佚文<长啸斋摹古小技序>一篇,并对此文的真实性进行了论述.同时描述了印谱<长啸斋摹古小技>作者孙拔及其他序、引作

者的大致情况.

8.学位论文 陈圣彬 论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 2007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新民本”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革新。民本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众供养着统治者并

对国家的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为民众着想，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早在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为社会

广泛地接受了，民本思想的理论探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民本思想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表现在政治上是重民意，在经济上是重民生

，在思想上是重教化。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制约、规范君主对民的政治行为和维护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起了重要作用。

    黄宗羲在“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之际论述了自己的“新民本”思想。这是在内外政治、经济及至文化的剧烈冲突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突破。在

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提出“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客关系；同时为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强调了学校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学校还应具有教育、监督官吏、参政议政等功能；在法治上反对“一家之法”，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但是

，黄宗羲仍然只注重君主应该怎么样的道德规范，对于客观制度的落实还是有所欠缺。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还不是民主思想，这在和洛克的比较中看得很明显。洛克对于对政府之哲学基础做了广泛的思考，他所整理的学说和原则

，应当被认为是此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黄宗羲新民本思想超出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贡献也在于“限君”，但在对比中却显得很薄弱。究其

原因在于，中国的君主实际上是政治主权的拥有者。黄宗羲仍然囿于君主政体的框架，而没能突破这个范式。但是也不可否认，黄宗羲对于君主专制的

批判是深刻的，多方面地深化和拓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他的“新民本”思想在清末至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曾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必须根植于我国深厚的政治文化优良传统之中。

9.期刊论文 焦娜 黄宗羲诗文思想论略 -天中学刊2009,24(3)
    黄宗羲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遗民老耆,多变的时代赋予他多变的人生,但作为文人,他重"情"尚"奇",馨香瓣折"情至之情"和"万古之性情",兀傲奇崛,诗

歌意象奇特,意境荒寒,对有清一代"祧唐祢宋"的诗学思想变革具有开疆拓土之功.

10.期刊论文 程志华.冯秀军.杨凤兰.CHENG Zhi-hua.FENG Xiu-jun.YANG Feng-lan "自然视界"与意义世界 --关

于黄宗羲"盈天地皆气"与"盈天地皆心"关系的新诠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0(5)
    黄宗羲曾并言过"盈天地皆气"与"盈天地皆心"两个似乎自相矛盾的命题.本文试图摆脱"汉话胡说"的西方哲学语境,重新讨论这两个命题及相互关系

.作者认为,"盈天地皆气"的命题因探讨了"自然视界"的统一性和主体与对象的关联性,为其在"意义世界"的讨论中建构道德本体提供了可能性;"盈天地皆

气"是讨论"盈天地皆心"的前提和环节,"盈天地皆心"是"盈天地皆气"的旨归和目的;"盈天地皆气"是生成论的命题,而"盈天地皆心"是本体论的命题;这两

个命题不处在同一层面上,因而是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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