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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传统儒家实践哲学的主导袁 也是传统儒
家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袁 而仁论一直是儒家思想的
核心议题遥近代以降袁西学涌入尧社会危机深重尧革
命风潮高涨袁 传统儒家思想在面临时代未有之大
变革的历史时刻袁显得捉襟见肘尧力不从心遥 在社
会转折尧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袁如何回应时代之变
化尧西学之挑战袁便成了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迫
切任务遥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仁人袁一方面承继了
儒家仁学的精华袁 另一方面借用西方的平等尧自
由尧博爱等近代观念袁以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为旨
归袁建构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新仁学体系遥谭氏
之新仁学袁野它要在思想上打倒不合潮流的偶像袁
冲决束缚人们的一切网罗冶咱1暂渊P272冤遥 谭嗣同的仁学
凝聚了其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袁是融合古今中
西之作袁更是近代仁人志士探寻救亡之法尧启蒙之
方的一个历史缩影遥

一尧 以太释仁要要要仁学本体论的
革新

近代以降袁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尧碰
撞尧交汇已是无法规避的历史事实遥 如何在新的
历史背景下野今说冶中国哲学袁以野古话今说冶之方
式对以往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尧逻辑重构袁实现中
西哲学的互动尧交融袁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
续尧发展的重要特点咱2暂渊P10冤遥 以谭嗣同为首的志士
仁人袁为实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革新袁把西方自
然科学野以太冶同中国哲学野仁冶相比附袁建构起新
仁学的哲学体系遥

为此袁谭嗣同对囊括天尧地尧人的遍法界尧虚空
界尧众生界背后的本原进行了探索袁进而把宇宙天
地万物背后的超验存在和本原依据归之为以太院
野遍法界尧虚空界尧众生界袁有至大至精微袁无所不

论谭嗣同的仁学创新

唐春玉

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袁北京 100081冤

摘 要院 谭嗣同的仁学是以传统儒家仁论为基准袁 以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为旨归袁 将中西文化融为一炉
而形成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新仁学遥 在谭嗣同的仁学中袁 他把西方自然科学 野以太冶 界定为世界的本体袁 把中
国哲学范畴 野仁冶 提升和改造成精神性实体袁 并让本体以太等同于仁来实现仁学本体论的革新遥 除此之外袁
谭嗣同把心力界定为实现仁之境界的途径和方法袁 以仁来规范心力袁 以仁为价值取向去指导心力袁 使心力发
挥积极作用来拯救社会危机遥 谭氏之新仁学是对以往儒家仁论的创造性阐释袁 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哲学袁 是
多元视界的新儒学袁 是具有世界关怀的新人学遥 谭氏之仁学袁 其目的在于批判陈腐的道德观念尧 等级秩序袁
是一兼具认知和实践的新仁学体系遥

关键词院 谭嗣同曰仁学曰以太曰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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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尧不贯洽尧不管络袁而充满之一物焉袁目不得而
色袁耳不得而声袁口鼻不得而臭味袁无以名之袁名之
曰耶以太爷遥其显于用也袁孔谓之耶仁爷袁谓之耶元爷曰墨
谓之耶兼爱爷曰佛谓之耶性海爷袁谓之耶慈悲爷曰耶谓之
耶灵魂爷袁谓之耶爱人如己爷尧耶视敌如友爷曰格致家谓
之耶爱力爷尧耶吸力爷曰咸是物也遥法界由是生袁虚空由
是立袁众生由是出遥 冶咱3暂渊P10冤透过谭嗣同对以太宇宙
本然体段的把握和叙述袁可知以太遍润一切袁化在
三界万物之中袁是事物普遍性的超越存在遥以太之
大用流行袁体现为仁尧兼爱尧佛海尧灵魂尧爱力多重
向度袁体现出涵盖儒释道三教袁且沟通中西哲学的
特征遥在中西交融的视野下袁谭嗣同接着用中国哲
学注重的野体用一源袁显微无间冶体用关系来说明
以太在现象中的显现袁 他说院野由一身而有家尧有
国尧有天下袁而相维系不散去者袁曰惟以太遥 身之
分为眼耳鼻舌身袁噎噎曰惟以太遥 冶咱3暂渊P10冤

透过谭嗣同关于以太的论述袁 可知以太是一
个维系人尧社会尧宇宙的野道冶本体遥 谭嗣同借由对
经验世界的演绎推导出以太为世界的本体袁 在肯
定以太超经验性的同时袁他还推断以太是野不生不
灭冶的遥 为了说明以太的野不生不灭冶袁谭嗣同以佛
教名词野微生灭冶来论证物质世界的野不生不灭冶遥
谭嗣同把物质世界野不生不灭冶称之为野微生灭冶遥
这种野微生灭冶野求之过去袁生灭无始曰求之未来袁生
灭无终冶咱3暂渊P36冤袁而且野旋生旋灭袁即灭即生冶袁野密之
又密袁至于无可密冶遥 谭嗣同认识到事物的野生灭冶
跟以太是分不开的袁正是不断的野旋生旋灭袁即灭
即生冶袁才有野不生不灭冶的永恒存在袁野以太不新袁
三界万法皆灭矣冶袁宇宙因此也野不生不灭冶地永恒
存在遥 由此观之袁以太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尧本
根袁 同时也是宇宙间一切存在总体生生不息的助
力遥 对以太宇宙本体的性质定位袁以及以太的野不
生不灭冶袁谭嗣同是为了进一步建构起以太与仁的
合法性和可行性遥

在西方哲学范畴对以太的思考之后袁 谭嗣同
回到中国哲学的历史总体中找到了仁袁 并把本体
以太等同于仁来实现仁学本体论的革新遥 仁是传
统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遥自孔子创立仁学伊始袁孔
子将仁诠释为以野爱人冶为本的宗法血缘联系袁以
野己所不欲袁勿施于人冶和野己欲立而立人袁己欲达
而达人冶的伦理实践袁进一步将仁化为普遍的伦理
金律遥这是仁体发显的基础阶段遥不过孔子未能直

接就本体来揭示仁袁而是在德性求境界尧工夫和本
体中达至仁的境界遥孟子承接孔子袁将野仁者爱人冶
的伦理规范进一步扩大至野亲亲而仁民袁仁民而爱
物冶 的磅礴境界袁 并进一步提升为仁政的政治诉
求袁以心尧性尧天的下学上达的圆融论证袁把道德自
觉与普遍必然性融合为一遥 孟子从内外两方面扩
大了仁学内涵袁多方面显示了仁体本有的维度遥但
是无论是孔子的野仁者爱人冶袁或者孟子爱民爱物
的仁政袁 无不是在说明仁所具有的政治以及伦理
意义袁并没有完成仁学形上学遥汉儒在野仁者爱人冶
的基础上袁以博爱论仁袁肯定了泛爱尧兼爱尧博爱的
表述袁使仁爱包含了先秦儒尧墨各家之仁袁进一步
扩宽了仁的伦理内涵遥在宇宙观上袁董仲舒首次明
确以仁为天心袁且以生释仁袁野仁之美者在于天袁天
仁也袁天覆育万物袁既化而生之袁又养而成之噎噎
无穷极之仁也遥 冶咱4暂渊P402冤野天袁仁也冶袁这一命题已经
接近了仁体的思想遥就自然界而言袁天之仁体现在
覆育万物尧化生万物尧养而成之尧有功无己遥仁深入
到儒家的宇宙论建构过程之中袁 仁上升为形上学
之实在袁已经具有了仁学形而上的意义遥宋儒继承
了董仲舒以生释仁的路数袁提出了野一体之仁冶与
野生生之仁冶遥 野一体之仁冶与野生生之仁冶是互为补
充的袁野所以谓万物一体者袁皆有此理袁只为从那里
来遥 耶生生之谓易爷袁生则一时生袁皆完此理遥 冶咱5暂渊P33冤

野生生冶与野一体冶袁都是关于仁的实质性的解释袁于
是野一体之仁冶与野生生之仁冶在孔孟仁学的基础上
得以进一步扩充袁仁学形上学得以完成遥

谭嗣同继承了野生生之仁冶与野一体之仁冶的理
解袁 但是作出了一些转换和改变遥 如上可知袁 一
方面袁谭嗣同以以太的野微生灭冶来论证世界的野不
生不灭冶袁以野不生不灭冶来解释天地氤氲尧万物化
生尧生生不已的野日新冶变化袁而野日新冶是野斯可谓
仁之端也已冶咱3暂渊P62冤遥以太野日新冶为仁袁野日新冶为生遥
质言之袁生是仁之根据袁即为野生生之仁冶遥 另一方
面袁以太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本原袁以太之用具有
野以太有相成相爱之能力冶咱3暂渊P26冤袁野格致家谓之 耶爱
力爷尧耶吸力爷冶咱3暂渊P12冤遥 野以太之用至灵而可征者冶袁于
人身为脑袁 于虚空为电袁野而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
骸为一身袁 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
也遥冶咱3暂渊P15冤谭嗣同将以太理解为把事物联系为一体
的媒介袁 由以太而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的 野爱
力冶尧野吸力冶作用袁是仁的体现遥以太野日新冶的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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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为仁之端袁以太的野相成相爱冶是中国传统天
人合一尧人物交融的仁爱伦理袁野日新冶的生生之理
和以太的野相成相爱冶即为仁学形上学袁从哲学意
义上而言袁仁指向的是本体意义遥

为了进一步说明仁的本体意义袁 谭嗣同借
助元尧无的本体诠释方法来解释仁尧元尧无的内
在关联袁野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袁 而其功用可极于
无冶咱3暂渊P4冤遥东汉许慎在叶说文解字曳中说院野仁袁亲也袁
从人二冶遥清代学者阮元特别说明袁仁字左边是人袁
右边是二袁 仁的原始精神是人与人之间在我要他
的场域中的亲爱关系袁 注重的是交互性特质的阐
明遥野元冶字的结构是野从二从儿冶袁野无冶字许慎认为
通野元冶为野无冶袁也是属于野仁冶的意义范畴遥在中国
哲学史上袁元是宇宙万物萌发初始之义曰无在老子
的哲学体系中是万物的本原袁野有生于无冶袁而仁的
功用可穷尽于无遥通过仁尧元尧无的内在一致性袁可
见袁 仁已经超越了政治尧 伦理层面而指向本体之
域遥 能达于仁尧元尧无的学说有三种院佛教尧孔教与
耶教遥 谭嗣同把儒之野仁者爱人冶尧耶之野爱人如
己冶尧佛之野慈悲冶融会贯通袁使仁学合乎逻辑地发
展成统摄儒尧耶尧佛在内的哲学体系遥

谭嗣同将仁提升和改造成精神性实体袁 进一
步袁 他将中西方哲学传统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以
太要仁的哲学架构遥 他以仁与以太相配袁一方面袁
野夫仁袁以太之用冶咱3暂渊P14冤袁野其显于用袁谓之耶仁爷冶遥
仁是以太之用袁以太是仁之体遥仁之发显流行依赖
于以太曰另一方面袁作为以太之用的仁袁充塞宇宙
全体袁是天地万物野由之以生袁由之以通冶咱3暂渊P14冤之本
原袁野天地万物之源袁故唯心袁故唯识冶咱3暂渊P8冤遥按照此
逻辑推导袁遍法界尧虚空界尧众生界由以太而生袁此
处又说仁生天地万物袁以太和仁同为万物的本原尧
依据袁以太和仁的差别就大大减少袁甚至二者等同
了遥 换言之袁就宇宙本体论意义而言袁作为抽象存
在之以太等同于精神性实体之仁袁 形成了哲学上
的野二元论冶观点遥

那么袁谭嗣同建构两个超验本体袁并让以太等
同于仁的意义何在钥究其缘由袁谭嗣同对以太本体
的论述袁其指归还在于强化仁是万物的本体依据遥
谭嗣同借鉴西方自然科学野以太冶一词袁并对其予
以抽象和提升袁将其革新为世界的本体遥对以太本
体的论述实为对仁进行重新理解尧逻辑重构袁用自
然科学所具有的实证性来论证仁作为万物本体的

合法性遥
关于仁本体袁谭嗣同从几个方面加以界定院其

一袁野夫仁袁以太之用冶袁野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冶咱3暂渊P8冤遥
这说明在谭氏仁学思想的逻辑链条上袁 仁是以太
之用袁又是万物存在的本根尧本因遥 其二袁野智慧生
于仁冶袁野不生不灭袁仁之体遥 冶咱3暂渊P8冤以以太的不生不
灭界定仁袁仁成为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遥 其三袁仁
之属性为通遥他在强调仁为以太之用时袁又以野通冶
来规定仁的内涵袁 强调通是仁的第一要义袁 是故
仁与不仁即为通与塞袁野通塞之本袁 惟其仁与不仁
噎噎苟仁袁 自无不通遥 亦惟通袁 而仁之量乃可
完遥 冶咱3暂渊P13冤通则仁袁不通则不仁袁野不仁则一身如异
域袁 是仁必异域如一身噎噎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
身也冶咱3暂渊P13冤遥 其四袁仁与耶之野爱人如己冶尧墨之耶兼
爱冶尧佛之野慈悲冶尧格致家之野吸力冶尧野爱力冶实为相
通袁仁学成了会通儒尧佛尧耶袁贯通自然尧政治尧伦理
的终极依据遥

谭嗣同将西方自然科学以太和中国传统哲学

仁比附起来袁并且让本体以太等同本体仁袁这是他
建构仁学的创造性一举遥 以太由质点分割袁 至于
野一冶袁而仁的特征也是野一而已冶遥 以太和仁都是
野一而已冶袁故野凡对待之词袁皆当破之冶咱3暂渊P8冤遥 以太
是野不生不灭冶袁仁成为野生气流行冶的永恒存在遥
野仁以通为第一义冶咱3暂渊P7冤袁通的意义为野道通为一冶袁
通体现在上下通尧中外通尧男女内外通袁终括其义袁
三教之公理又可为人我通遥 野通之象为平等冶咱3暂渊P7冤袁
平等是仁最重要的社会属性遥概括而言袁平等是仁
的题中之义和价值指归袁 通是架构仁与平等的桥
梁袁野平等者袁 致一之谓也袁 一则通矣袁 通则仁
矣冶遥 咱3暂渊P8冤谭嗣同借由概念的层层演绎袁推导出以
太要仁要通要平等的仁学体系袁 仁学在以仁为基
础的前提下开出了平等的近代意义袁 这就不同于
古代讲万物一体所指向的是兼爱尧 博爱的伦理境
界袁为儒学仁学的近代发展袁特别是仁学指向政治
思想的路径提供了一些方向遥因此袁谭嗣同把仁学
中的野生生之仁冶与野一体之仁冶袁转换成近代意义
上的平等尧民主尧自由等价值伦理精神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袁 儒家仁学思想也因此从旧有之古义展开
为近代社会价值遥一般而言袁平等在中国近代社会
最为贫乏袁因为平等与君主专制制度相悖逆袁与封
建等级社会相抵触袁故以平等是当世最缺乏者遥不
过袁平等也因此成为政治变革最主要的政治诉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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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谭嗣同以太要仁要通要平等的逻辑思维袁并
将之贯彻于政治尧伦理领域袁那么袁凡不符合仁学
价值指归的政治尧伦理规范及要求袁就必须加以冲
决遥近代以来袁仁人志士为实现仁所指向的平等的
人间秩序袁 他们在新仁学的指导下去批判封建礼
教袁推翻不合理的政治体制遥
二尧心力行仁院仁学价值观的建立
谭嗣同转入对心力的研究是在维新事业陷入

低潮之后遥 这一时期袁他提出野以心挽劫冶的口号袁
用心力代替了之前的以太袁 形成了心力要仁的唯
意志论见解袁 使以仁为主导的哲学体系从理论走
向实践遥

谭嗣同执着于野以心挽劫冶袁还在于野心冶的积
极能动意义遥宋明心学袁是野心冶作为道德内倾之源
的本体地位被确定下来遥 野心者袁 天地万物之主
也冶袁野心冶作为万物之本体袁具有至善的德性袁野至
善是心之本体冶咱6暂渊P29冤袁野心冶既是万物之本体袁亦为
至善之根源遥野心冶之所以为至善袁乃是因为野心冶先
验地拥有了野天理冶袁野夫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袁天理
只是一个冶咱6暂渊P203冤袁野心冶 确立为传统道德的内在根
据袁传统道德也因野心冶而凝聚成完整的道德体系遥
于积极意义而言袁野心冶被确定为道德价值根据袁所
有德性都是野心冶的发显与流行袁所有的伦理秩序
体系是本体野心爷的外在投影和推演遥 野良心冶作为
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善性种子袁 相当于康
德的绝对命令袁是人之本性的自我立法袁对于加强
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自觉有着积极的意义遥

不过袁野心冶 作为道德价值内倾之源从一开始
就遗留了不可解决的矛盾遥尤其到明清以降袁道德
本体野心冶遭到了历史性的危机袁直至最终瓦解遥原
因有院其一袁把野心冶或野良心冶作为道德本体袁有可
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遥 无论是主体之野心冶
还是本体之野心冶袁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袁而且
野良心冶本体的最大特点是封闭性尧自我性尧内在
性袁每个人都有一套道德准则袁而且随着野心冶的无
限膨胀袁使得野心冶的本体地位让人质疑曰其二袁野良
心冶的泛化与普遍化袁使得道德本体野心冶对于世俗
人的惩戒作用减弱遥人人皆有良心袁物物皆有良心
的平民化尧普遍化趋势袁使野心冶从天上被迫拉回到
人间袁其神秘性尧绝对性尧超验性的内涵少之又少曰
其三袁野良心冶与仁尧义尧礼尧智尧忠尧孝等德性袁是

野一冶与野多冶的关系遥 野一冶的绝对与神秘与野多冶的
相对与实在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袁难以调和遥 于是袁
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野良心善性冶的多角度的反
复论证尧批评之下袁野心冶的超越性尧终极性尧神秘性
逐渐消失袁最终崩溃与瓦解遥 至此袁人们德性生活
的本体依据要要要内在野心冶或野良心冶自明清之际就
被消解了遥以至于到了晚清袁已有的伦理道德规范
遭到了普遍化的破坏袁人心的狡诈尧虚伪尧自私尧腐
败尧贪婪等非道德行为开始沉渣泛滥遥如何寻回道
德意义的本体依据袁近代的思想家对野心冶投入了
积极的关注遥

从洋务运动至维新变法袁 思想家们已经逐渐
从器物层面开始深入到制度层面以及思想道德层

面的改造上遥时有龚自珍的野自尊其心冶袁大谈心力
的巨大作用袁强调野以教之耻为先冶的道德教育曰魏
源的野平人心之积患冶袁以道德教化正人心尧沥德
性曰康有为的野今在内地袁欲治人心袁定风俗袁必宜
遍立孔教冶袁以恢复孔教来提升社会风气袁拯救人
心等命题遥 谭嗣同的野以心挽劫冶可谓是对这一社
会思潮的响应遥 而他所谓的心力不再是中国传统
伦理意义上的野良心冶遥就本质上而言袁谭嗣同的心
力一方面承继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某些因素袁 一方
面又融入了西方近代伦理精神袁 是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近代价值融为一体而形成的精神力量袁兼
具本体与功夫的双重性格遥在客观性方面袁心力是
以太的精神性实体袁 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袁野以
太也袁电也袁粗浅之具也袁借其名以质心力遥 冶咱3暂渊P7冤

就主观方面袁 心力乃是宇宙最具平等之仁赋予个
体的自由意志袁具有实现野仁冶的方法意义袁野夫心
力最大者袁无不可为冶咱3暂渊P96冤遥不过心力可善可恶袁其
中袁野机心冶为恶袁野愿力冶为善袁能解救社会劫运的
是野愿心冶袁也就是野慈悲之心冶遥

既然心力分为野机心冶和野愿力冶袁那么促使心
力中的野机心冶隐而不发袁野愿力冶发挥作用的方法袁
谭嗣同认为是 野何莫并凹凸而用之于仁冶咱3暂渊P106冤遥
野天地间仁而已袁无所谓恶也冶咱3暂渊P26冤袁仁是宇宙个体
应有之德性袁仁是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遥谭嗣同以
仁来规范和引导心力袁把心力引向正确的方向袁使
心力趋利避害袁 且朝着对社会国家有利的方向发
展遥 这样一种以仁为价值取向的善良意志可以感
化他人袁净化道德袁发挥个体的意志自由遥于是袁本
质上为善良意志的心力袁 就成了社会进步的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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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袁野天下皆善其心力也袁 治化之盛当至何等地
步钥 冶咱3暂渊P108冤于是袁谭嗣同的野以心挽劫冶就成为了一
个唯意志论的伦理学命题袁 强调主体的自由意志
是成就道德的内在动因遥 谭嗣同野以心挽劫冶的唯
意志论见解袁在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遥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 野三纲五
常冶 为底色袁 兼具政治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社会形
态遥 从终极意义上讲袁 人的本质获得了形上超越
野天道冶的依据袁人的生命价值唯一的源头是由最
高的道德本体野天理之善冶给予的遥但是袁这种将形
上道德本体直接等同于具体的三纲五常的做法袁
迫使人丧失了追求至善本体之动力袁 成为依附于
现实政治统治的奴隶遥 谭嗣同野以心挽劫冶的唯意
志论见解袁恰恰破解了这一桎梏遥既然作为宇宙精
神实体的心力流行于野人道冶之中是具有平等之义
的仁袁而仁的根本特点为通遥 据此袁君主专政的政
治政体袁儒家的三纲五常都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袁
与人所追求的自由尧平等的仁之境界背道而驰遥那
么以心力去破除旧有之道德袁 使人性从封建政治
体制下剥离出来就获得了合法性的形上依据袁人
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获得重新定义遥

谭嗣同还进一步指出袁 若能求得人类的心力
相通袁 那么仁所指向的平等而融洽的人间秩序就
可以实现遥 谭嗣同将心力的实体归为野慈悲冶袁野盖
心力之实体袁莫大于慈悲冶咱3暂渊P97冤袁把修炼野慈悲冶作
为拯救社会危机的根本方法遥换言之袁谭嗣同用佛
教之野愿心冶所含有的平等尧无畏之新道德去破除
野机心冶之旧道德遥 究其底奥袁谭嗣同所谓的心力
就本质而言是要为他的政治理念服务的遥 由于近
代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

化双行并轨的模式袁在这个意义上袁谭嗣同的野心
力说冶对新道德人格的诉求袁体现的是一个先进的
知识分子对旧有道德的批判袁对人民尧国家应有道
德的近代转型提出的新任务遥在他看来袁封建专制
社会网罗重重袁 要突围这根深蒂固的网罗禁区恐
怕一时难以实现袁唯有个体坚守野心力之实体冶袁方
能让维新志士满怀信心去冲决社会重重之网罗遥
这是谭嗣同在近代伦理革命不同于康有为尧 梁启
超的可贵之处遥 为此袁谭嗣同直指人心袁从个体和
国家两个层面来解决人心问题遥

个人方面袁他要求人们野断意识袁除我相冶遥 谭
嗣同要求克服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奴性袁 以主体

人格精神的自我塑造来解决机心所造成的劫运遥
他循着陆王心学的思辨路径袁以野内返冶的形式袁从
本源上野断意识冶袁以内倾之源野明觉之心冶的发动
来摒除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对立尧痛苦遥 在野外绝牵
引袁内归易简冶咱3暂渊P108冤的路径和条件下袁心不为外物
所役袁断除种种社会意识遥 惟其意识断除袁野我相冶
的决然断裂袁个体才能以慈悲之心待人遥 而野众心
一源冶袁野我之心力袁能感人使我同念冶咱3暂渊P12冤袁慈悲之
心的传递尧 辐射尧 感化袁 彼此休戚与共袁 才可以
达到了无彼此尧人我不分的境界遥而仁就是人我的
互相感通袁 慈悲之心的增长袁野则以感天下而劫运
可挽也冶咱3暂渊P98冤遥
从野我之心力袁 能感人使我同念冶所指向的伦

理实践逻辑出发袁 你若看到有人对你使用机心袁
那么你先去掉自己的野机心冶袁重重地发起一种野慈
悲心冶袁自然就察觉不到别人的野机心冶了袁野人之
机心为我忘袁 亦必能自忘曰 无召之者袁 自不来
也遥 冶咱3暂渊P97冤野慈悲之念冶的博大情怀袁能化解他人之
野机心冶遥感觉不到别人的算计心袁那么别人就不会
对你使用野机心冶袁自我也就无畏了遥 总之袁他是要
人自觉地忘记别人对你施加的压迫尧 侵犯等种种
苦难袁尔后就不会觉得有压迫尧侵犯之苦了遥 人把
现实的一切苦恼都抛之脑后袁也就了无自我袁达到
野除我相冶的境界袁于是野异同泯冶野平等出冶袁达野仁
矣冶遥

在国家方面袁 谭嗣同意识到国家的自强是刻
不容缓的大事袁野责任在己而不在人冶遥 这种野责任
在己而不在人冶的说法袁实为对野君主专治冶的古典
政体的悖逆袁是对野民主群治冶近代政体的倾慕遥在
他看来袁国家之自强不只是圣君贤臣的责任袁它更
是人类群策群力尧自由合作之结果遥 换言之袁国家
自强独立的理想袁是建立在野民主群治冶的基础上遥
可见袁民主之原动力在于人民对自我权利的觉醒袁
在其意志和行为自由统一基础上所衍生的道德责

任感遥这种将自我提升为国家尧民族命运之上的责
任意识袁 使得当下的国人为国家之自强而焕发出
高度的自觉遥就此袁谭嗣同提出用野合心力冶的方法
来达到国家之富强遥

人人激发潜在之心力袁 以心力参与社会之改
造袁 那么内在的精神力量就可转化为外在的物质
力量袁野心之力量虽天地不比拟袁 虽天地之大可以
由心成之袁毁之袁改造之袁无不如意遥 冶咱7暂渊P460冤个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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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精神力量的觉醒袁可以唤起国人为国家独立尧
自强的责任心尧自信心遥人人增进心力袁心力野骤增
万万倍冶袁则可达到野一切众生袁普遍成佛冶的治化
之盛遥这种野一切众生袁普遍成佛冶的治化之世已经
超越了种族尧人群尧国界的樊篱袁不仅能挽救劫难袁
普度众生袁还可以拯救全天下袁乃至整个宇宙遥野一
心挽劫者袁不惟发愿救本国袁并彼极强盛之西国袁
于夫含生之类袁一切皆度之遥 噎噎以此为心袁始可
言仁袁 言恕袁 言诚袁 言絜矩袁 言赞天地袁 赞化
育遥 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袁 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
挽也遥 冶咱3暂渊P97冤谭嗣同认为袁心的巨大功力好比佛教
野普度众生冶情怀遥 人心存关怀袁普度众生袁有助于
人们建立起终极关怀的信念袁而践行仁尧忠恕尧笃
诚等诸般德行亦因心而显发遥 谭嗣同野以心挽劫冶
之仁学具有博大的人文胸怀袁 使得谭嗣同的仁学
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依托袁 更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本
体袁野天地间亦仁而已矣冶咱3暂渊P14冤遥

以上可知袁 谭嗣同借助心力的巨大能动来革
新仁学世界观袁 使得仁学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
义袁又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遥谭嗣同把中国社会
现实与佛教野普度众生冶联系起来袁同时又从中西
方借鉴有益的思想资源袁把仁学熔铸成涵盖中西尧
古今的既理性又超越的信念体系遥 野以心挽劫冶背
后袁是依托佛教超越一己的宇宙关怀的信仰力量袁
是谭氏构建仁学的理论初衷袁 是先进的中国人为
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积极探索与思考遥野以心挽
劫冶的背后袁是谭嗣同对以野心冶解决社会危机的倚
重袁同时也证明了仁学的心学特质遥
三尧余论
在民族灾难与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时刻袁谭

嗣同建构起涵盖中西袁容纳各家学说的仁学思想遥
然而紧迫的社会现实袁 致使谭嗣同对一些外来知
识没有来得及完全吸收与消化袁 故遗留下不少矛
盾和问题遥不过袁谭嗣同整合中西文化以变革社会
危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遥尝试论之袁谭嗣同之仁
学是兼具认知和实践的新仁学袁 新仁学相较以往
之仁学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及时代精神遥 总
归其旨袁仁学是谭嗣同后期思想之主体袁也是其哲
学尧伦理思想之终极归宿遥它凝聚了志士仁人努力
向学尧蔚为国用的哲学思考袁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以

会通中西尧 熔铸古今之方式来反思当下时代问题
的理想追求和实践路径袁 是对儒家仁学的一种创
造性阐释遥举其要旨袁谭嗣同对仁学的创造性阐释
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院

第一袁仁学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哲学遥谭氏之
仁学不同于旧有之仁学袁 他扬弃了仁维护等级制
度的礼的内容袁将仁提升和改造成精神性实体袁将
中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炉建构起以太要仁的哲学
架构遥谭嗣同建构仁学的初衷和宗旨之一是野以心
挽劫冶袁以回应近代中国遭受劫难的时代难题遥 因
此他的仁学无疑是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构思袁 是谭
氏对中国前途尧 命运的反思和觉醒遥 仁学遵循的
仁要心要识的相互统摄的路径使谭氏之仁学独具
特色袁成为中国哲学尧伦理史上最完备尧系统的仁
学体系遥

第二袁仁学是具有多元视界的新儒学遥谭嗣同
之仁学袁 亦可谓将古往今来之儒家发展为一新儒
学的哲学体系遥谭氏之仁学具有大境界和大视野袁
拥有以往儒学无法企及的广博和高度遥 在他的仁
学中袁既有平等尧自由尧博爱等西方近代伦理精神袁
也有西方自然科学的缩影袁 同时还有孔孟陆王代
表的儒家主流袁佛尧道尧墨的综合遥就以太之用仁就
涵盖了墨之兼爱袁佛之慈悲尧轮回袁耶之灵魂等统
摄中西方传统文化在内的统一体遥 这种会通中西
以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儒学的做法袁 可以说是
对儒学的一次伟大的革新和创举遥

第三袁仁学是具有世界关怀的新人学遥 在叶仁
学曳中袁谭嗣同自信地说院野孔教何尝不可遍治地球
哉浴 冶可见袁谭氏追求的仁之境界乃是家齐尧国治尧
天下平的大同治世袁它已超越一家尧一国之疆界袁
乃是宇宙众生的平等境界遥 梁启超评论叶仁学曳时
说到院野叶仁学曳何为而作也袁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
心法袁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遥 冶咱8暂渊P170冤可见袁中国哲
学尧 伦理学中的仁的广博境界和宏大气象在谭嗣
同的仁学体系中得到了全新的提升袁 使之不仅与
中国文化的发展袁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渊救士与启
蒙冤休戚相关袁更与西方列强及一切野含生之类冶有
关遥 他将仁与平等尧慈悲接通袁且其仁所具有的天
下胸怀袁俨然已超越了国界走向世界袁从而使古旧
传统中的仁真正开出了新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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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of Ren by Tan Shitong
TANG Chun-yu

渊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n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Ren Theory in Tan Shitong aimed at
self-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forming a new Ren Theory with universal
value. Taking ether as the ontology in the natural science of Western world, Tan爷 s Ren Theory strived to
promote and modify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category Ren into spiritual ontic. It innovated Ren ontolog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ther with Ren. In addition, Tan considered mind force as the way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n, in which Ren can regulated and guided mind force with Ren as value orientation. Mind
force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for social crisis. Tan爷 s new Rentology,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Ren in Confucianism, is a new philosophy with era characteristics, a new Confucianism with multi -
perspective, a new Humanology with world caring. Tan爷 s Rentology formed a new system of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iming at criticizing the old moral outlook and class order.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Tan Shitong; Rentology; ether; min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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