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圆术”。南朝祖冲之更进一步精确 推 算 了 圆 周 率，求

出圆周率的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两个数值之间，

这在世界科技史上竟千 年 无 人 超 越。①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西晋裴秀、北魏郦道元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 响 的 地 理 学

家。裴秀绘制了 《禹贡地域图》，在 《禹 贡 地 域 图·序》

中，他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 则，即 著 名 的 “制 图

六体”。北魏郦 道 元 所 著 《水 经 注》是 中 国 古 代 一 部 全

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魏晋 南 北 朝 时，我 国 机

械技术获得了许多进步。为适 应 战 争、生 产、生 活 的 多

种需要，发明了水磨、水 碾、车 帆、连 续 发 石 机、木 牛

流马、磨车、翻车、水车等 实 用 性 机 械，以 及 飞 车、百

戏图等游艺性机械 和 复 杂 的 “机 器 人”。② 涌现了诸如马

钧、杜预、耿 询 等 一 批 机 械 发 明 家。农 学 成 就 当 首 推

《齐民要术》，它是北魏时期的农学 家 贾 思 勰 所 著 的 一 部

综合性农书。《齐 民 要 术》内 容 相 当 丰 富，涉 及 面 极 广，

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 培，各 种 经 济 林 木 的 生 产，以 及 各

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对我国农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简 要 地 讲 完 了 上 述 二 题，可 以 得 出 下 面 的 结

论。这４００年 复 杂 的 历 史 背 景，长 期 分 裂 割 据，战 争、

动乱及其破坏性，使各族领导者和广大人民 群 众 在 长 期

同苦难作坚韧不拔地斗争中，在强烈求生存 和 竞 争 氛 围

的环境 内，共 同 悟 出 了 这 个 特 殊 时 代 必 须 以 人 才、革

新、进步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也是在民 族 大 融 合 中 各 族

人民必须共同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这或许 可 称 之 为 魏

晋南北朝４００年历史发展要义的动因和结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员、荣

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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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１６ 《律 历 志》上。参 考 何 堂 坤、何 绍 庚 《中 国

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五科学·数学》，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１４７页。

②　参 见 拙 著 《中 国 古 代 “机 械 木 人”始 创 年 代 及 其 机 理 考

实》，《六朝史续编》，第９６～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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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李敬峰

北京师范 大 学 哲 学 与 社 会 学 学 院 中 国 哲 学 专 业 博 士 研 究 生 李 敬 峰 在 为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０８ＪＡ７２０００２）撰写的来稿中指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

上亦是如此。用 “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 “格物致知”与 “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

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 “敬”和 “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

此疑，同时，它也是有内在根据的，孔子主张 “求仁”，是要向外发用，由 “亲亲”而 “仁民”而 “爱物”；孟子主张 “义

内”，是说行 “义”的根据在于内；而到宋明理学提出 “敬义夹持”，把 “义”与 “格物穷理”联系起来，达到内外统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敬”与 “义”是朱子心性修养工夫论的支撑点，也是整个理学心性工夫论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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