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气、心性为核心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宇宙伦理话语
系统中�气是一个公共性的关联要素�理解气�是理解
中国古代 “三才” 知识系统以及中和、体用等思维模式
的关键所在�如同 《淮南子·本经训》谓 “天地之合和�
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亦如王夫之谓 “天人
之蕴�一气而已�”①在无内无外、无量无边、无始无终、
无高无下、无古无今的境地中�只有浑然一气流动充盈�
此即古人视野中的天人合一之境。在古代气学话语系统
中�天人合一就是体用合一�也即是道器合一、心物合
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气为天人合一的基础�因而
对其本身的诠释�也须置放于天地人合一的整体思想文
化情境中�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正如冯友兰先
生所说：“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 ‘物之初’。道
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 ‘有之全’。这些观念�
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
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②他认
为这种境界的获得�必须经由形上学的习得。正是针对
“正的方法” 以逻辑纯思截断了天人之间的界限�冯氏提
出通过 “负的方法”�即借助形上学观念�超越理智与语

言的界限�直接面对表显出来的形上学对象�进而返归
“大全”�达到天人合一的 “天地境界”。

历史地看�上个世纪以来围绕气学所展开的唯物、
唯心之辨�与古代思想史上的有无之辨、形神之辨、体
用之争一样�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古今、中西传
统碰撞下方法论的抉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当代
知识结构和学术话语中�如何谈气以及在什么层面谈
气�是远比什么是气之确定含义更加重要的问题。因
此�厘清围绕在气学知识话语及其背后的中西知识状
况�是我们今天说气的必须的思想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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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iscourse Qi and the General State of Knowledge
X ia J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knowledge�study on Qiʾ f rom T-i Yong vis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un-
derstanding of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taphysics�this
paper aimed at exploring the gener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lation to integrity of Pneumatics research�and
at the same time grasping the meaning of Pneumatics thought 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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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与人本宪政
李先伦　张子礼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先伦、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子礼教授在 《中国共产党人本宪政的探索历程及
启示》一文中指出：

以人为本与宪政之间有着内在一致性�“人” 是以人为本与宪政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便为人本宪政的提出奠定了
基础。以人为本与宪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统一。首先� “以人为本” 的人本思想与宪政的人权思想有密切的联
系�人权思想是人本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与发展。人权理论思想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主题可以说是建立在最早
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以自由、平等为口号�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作了
理论准备�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形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其次�以人为本就是重视人本身的存在�换言
之�就要以人为核心�而建立宪政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尽可能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一个健全
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漠视人的价值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宪政。可见�“人” 是以人为本与
宪政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它们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这便为人本宪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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