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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 /我 0与 /为我 0
) ) ) 吴澄真儒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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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44)

[摘  要 ]  在元代, 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从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以 /承继道统0明确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 另一方面以 /内圣外

王0规定元代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 /真儒0这一价值目标, 肯定了元代儒者的人格自尊与价值自觉。

[关键词 ]  /我0;  /为我0;  吴澄;  真儒观

[中图分类号 ]  B24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10) 02- 0009- 05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观念系统,

是主体 /价值意识活动积淀的结果 0 [ 1] 145
。所谓价

值是指一种关系现象, 即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主

客体关系,是 /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

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

度 0 [ 2] 79
。 /价值的本质在于马克思所说的 -为我而

存在的关系 . 0 [ 1] 149
, /为我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客体

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关系。因而, 为我关系也

就是价值关系。0 [ 3] 2
。在价值关系中, /我 0与 /为

我 0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部分。 /我 0即主

体, /为我0即建构或获取利益。 /我 0和 /为我 0就

成为构建 /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0活动的两个核

心
[ 1] 150
。

/价值观念具有结构, 价值观念的变化源自价

值观念结构中核心价值意识的变化 0 [ 1 ] 13
。马克思

的 /为我关系 0说为我们理解价值观念结构中的核

心价值意识提供了根据
[ 1] 13
。与构建 /为我关系 0活

动中的两个核心 /我 0和 /为我0相对应的就是主体

意识和利益意识
[ 1] 151
。 /价值观念可以形象地理解

为以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圆。主

体意识不同,利益意识不同,价值观念的本质规定也

就不同。0 [ 1] 14- 17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变化可以从作

为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

明。

一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变化

历代儒者的价值目标是 /替君行道 0, 认为自己

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追求与实施 /道 0的责任。 /志于

道0是儒者对自身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定位, 是对

自身价值实现途径的确认。也就是说, /我 0是谁?

/我0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来

都是确定的、不变的。儒者的主体意识历来非常明

确。在这一清晰的自我定位意识下, 儒者的 /为我 0

建构也就围绕着 /修 0、/齐 0、/治 0、/平 0而展开。

/学而优则仕 0则成为激励儒者践履 /内圣外王 0的

利益意识。 /我 0在构建 /为我关系 0活动中, 形成了

儒家仁义道德的价值体系, 其核心价值观念即 /仁 0

与 /礼 0。 /仁 0为社会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

柱; /礼0为社会群体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仁 0与
/礼0的思想构成儒家 /三纲五常0的基本框架,历代

儒者莫不以此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

准则。

在元代社会, 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元

王朝是由多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元朝民众分蒙古

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 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

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种

种不平等规定。生活在蒙元统治下的汉人儒者, 当

/志于道0的价值理想与 /不事二主 0的伦理纲常发

生激烈冲突时, /我 0是谁? /我 0与社会的关系如



何? 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答。换言之, 儒者对自我

定位失去了方向,主体意识变得模糊; 与此同时,元

代科举的废止, 堵塞了儒者进身之路, /入仕无门 0
又使得 /学而优则仕0这一利益意识变得虚无缥缈。

这样, /君子儒0这一理想人格在元代失去了往日的

光辉。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与许衡同为元代大儒,

享有盛名,有 /南吴北许 0 [ 4] 945
之称。吴澄生活在蒙

元统治下的中国。对当时亡国之痛、生民之苦、陆沉

之悲感同身受,亦对儒者未得一展胸襟之无奈深有

契会。蒙元于汉族而言属于夷狄蛮貉。如何在夷狄

蛮貉入主之时保存中原固有的文明, 是那个时代汉

族儒者为之焦虑的问题。当元之世, 江山易帜,斯人

斯道正渐趋衰微殆尽。儒者在 /志于道 0[ 5] 67
这个问

题上,比平时遇到的矛盾更加严重,在如何实现他们

的人生价值的考虑上更加复杂。吴澄面对元代儒者

所遭遇的价值危机, 对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和利益

意识重新进行定位,对 /君子儒0这一理想人格进行

了新的诠释。

二  主体意识的变化:从 /志于道 0到 /承继道统 0

作为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主体, /儒0的概念由

来已久。先秦时, /儒 0在较狭隘, 但又较确定的意

义上,被理解为特指为孔子所开创的, 以尊祟尧舜、

提倡仁义为特色的一个思想学术派别。孔子作为儒

家的奠基人, 一生诲人不倦, 以 /女为君子儒, 无为

小人儒 0 [ 5] 59
为教育宗旨。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做 /君

子儒0 [ 5 ] 59
, 以 /天下归仁0 [ 5 ] 131

为己任。5论语 6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过之, 使子路问津焉。

, ,问于桀溺, 桀溺曰: /子为谁? 0曰: /为仲由。0

曰: /是鲁孔丘之徒与? 0对曰: /然。0曰: /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

若从辟世之士哉? 0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

怃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

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 5] 223 0。

孔子认为, /志于道0 [ 5] 67
乃儒者天赋使命。所

谓 /知天命 0 [ 5] 10
即对天赋之德、天赋使命的自觉。

在实现天赋之德和履行天赋使命问题上, 孔子反对

任何苟且偷安。在他看来, 具有使命感的人会超越

自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以经世济时为天职。历代

儒者皆以孔子所述 /君子儒 0为宗。

然而,元朝儒士大部分来自宋、金旧臣,他们无

法回避一个两难的局面。 /志于道 0的宏伟理想与

/不事二主 0的伦理纲常矛盾异常尖锐。元朝社会

的多元化、统治者态度的反复、行汉法的曲折、科举

制度的中断,加之在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方面所受

到的冲击,使得元代儒者的心态微妙复杂。 /我 0在

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的权利、责任

和归宿是什么? 作为价值观念的核心与灵魂的主体

意识在元代儒者那里无法确立。有鉴于此, 吴澄以

/承继道统 0对 /志于道0重新阐释。

吴澄认为, 发扬微而不显之道统是元代儒者的

天赋使命。儒家道统说认为,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

一个圣人以道相传的谱系。道统中上古时期的圣

人,包括伏羲、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均为中国人

非常崇扬的圣君,亦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传承者。因

此,只要与他们联系起来, 便能确立自身的正统地

位。吴澄以儒家道统为正统, 建构了自朱熹之后最

完整的道统传承谱系。圣人之道经伏羲、神农、黄

帝、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

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

雍、司马光、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以及吴澄

本人的传授,得以流传推广
[ 4] 506- 507

。吴澄把道统的

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 每一

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值得注意的是,

吴澄将近古时期从周敦颐、到朱熹, 按元、亨、利、贞

排列,将朱熹置于 /利0, 而不是终结的 /贞 0。显然,

在吴澄的道统图中, /贞 0应由元代儒者来终结, 而

这位元代儒者正是吴澄本人。在这里,吴澄当仁不

让,以道自任, 不仅表现出吴澄的学术自信, 更表现

出作为元代大儒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

感。

吴澄以道自任,以 /承继道统0对 /志于道 0重新
阐释,其目的是希望籍此说明:元代儒者虽然无法直

接以 /替君行道 0的方式来实现 /志于道0的理想, 但

是却仍然可以通过继承儒家道统这样一种间接的方

式来实现 /志于道 0的理想。这样, /我 0是谁?

/我0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个答

案: /我0仍然是 /儒 0。 /承继道统 0的自我定位为

元代儒者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三  利益意识的变化: 从 /学而优则仕0到 /内圣外
王0

在儒家思想中, 虽然重义轻利是基本的价值观

念,但是富与贵并不是儒家所摒弃的人生目标。相

反,通过 /学而优则仕0而获得的富与贵, 是儒家所

倡导、所追求的。儒家由己及人,由个人的德性修养

到建功立业的入世过程中, 既充满着责任感、义务

感,同时又具有物质功利的动力。孔子曰: /富而可

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0 [ 5] 71 /学 0与 /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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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0历来紧密联系。 /仕0历来作为众多儒者毕生

的利益追求,而科举制度则是获取这一利益的直接

而有效的载体。但是,在现实生活领域,儒者赖以踏

上外王之路的科举途径却在长达八十年中被废止,

这对元代儒者是致命的打击。即使在恢复科举之

时,科举入仕在元代仍是最萧条的一途。在异族统

治下,元代汉族儒者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很难实现

/外王0,尤其在科举废止以后, 元代儒者开始普遍

认识到这一外部世界是极难改造的。 /学而优则

仕 0这一利益意识在元代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此
时,吴澄提出以 /内圣外王 0取代 /仕 0作为儒者价值

观念中的利益意识,并以 /博文约礼0与 /豪杰之士 0

阐发自己对 /内圣外王 0的理解。吴澄认为儒者获
取自身利益并非惟有入仕一途。儒者以 /博文约

礼 0、/志 0于道求 /内圣 0; 以处而讲学、行道救世谋

/外王0,同样可以获取自身的利益,并且, 在吴澄看

来, /内圣外王0才是儒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利益。就
内圣而言,吴澄首先从儒家为学的目的与动机谈起。

吴澄认为,元代儒者的为学之方,即所谓 /今之学0,

与 /古之学0有着天壤之别。在吴澄看来, /古之学 0
与 /今之学0之不同在于 /为人 0与 /为己 0的差别。

5论语 6载: 0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知

也
[ 5] 189

;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0 [ 5 ] 1
; /不患人

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 0 [ 5] 173
; /不患无位, 患所以

立,不患莫己知, 求为可知也 0 [ 5] 35
。 5论语 6中的典

型表述体现了 /为己之学 0的特点。在孔子看来,一

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得到他人的肯定、赞扬,更不在于

身处高位,而在于他在自省时, 对自身感到满意,即

所谓 /内省不疚 0[ 5] 133
。努力使自己成为君子是为

己之学的宏伟目标。陆九渊曾应朱熹之邀, 在白鹿

洞书院作过一次关于 /义利之辨 0的演讲。按照陆
九渊的说法, /君子0与 /小人 0的区别,不在于行为,

而在于 /志0。人们的行为可能相同,但对于不同的

人来说其意义并不相同。即各人的 /志 0并不相同。

这种不同的意义正是各个人的不同境界的体现。一

个人的行为出于 /公 0的境界,则为 /君子0;一个人

的行为出于 /私0心,则为 /小人0。吴澄非常赞同陆

九渊以 /义0、/利 /言0为己、/为人 0的说法, 认为陆

九渊之说 /有以切中学者之病也。0 [ 4] 88

依吴澄之见,一个人志在 /为道 0或 /求道 0,未

必不可以 /求知0,因为他把 /求知 0仅仅作为实现精

神境界的手段。而如果一个人的 /志 0不在此, 那

么,他仅仅是 /求知 0而已,与精神境界无关。因此,

在吴澄看来,自身价值的实现不在于他人的肯定与

赞扬,也不在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下,而在于一个人的

/志0。元代儒者只要 /志 0在求道, 就可以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就可以成就 /内圣 0。人最为天下贵,

成就自己为 /人 0, 成就了 /内圣0, 也就获取了最大

的自身利益。修己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自己达到做人

的标准,并进而成为君子和圣人,而成为君子、成为

圣人是儒者的最高利益所在。

就外王而言,元代儒者入 /仕 0无门又如何成就

/外王 0呢? 吴澄以处而讲学、笃行儒道作为成就

/外王 0的新途径。吴澄曾引 5论语6中漆雕开不仕

一例,表明 /仕0非己所愿。吴澄的不仕, 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出于对当时儒者 /苟求苟得 0、钻营投机

的不齿,自拔于流俗。尽管吴澄对儒者苟求以仕的

行为深恶痛绝,但他并非一味地反对功名之求,而是

将 /天爵0视为更高的追求。吴澄认为, 希望尊贵是

人们的共同心理。尊贵有两种:一种人品德高尚,受

人尊重,孟子称其为 /天爵0;另一种是达官显贵的

尊贵,孟子称其为 /人爵 0。孟子曰: /有天爵者, 有

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也;今之人修

其天爵,以要人爵; 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

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0[ 4] 173
孟子主张由 /天爵 0

(仁义道德 )生 /人爵 0 (公卿禄位 )。孔子亦云: /学

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0 [ 5] 92
在吴澄看

来,先儒所谓 /学而优则仕 0, 并未将 /仕 0作为 /为
学0之目的,而是作为 /为道 0之方式与途径。因此,

/仕0并非儒者实现 /外王0的唯一门径。儒者只有

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才能根本改变 /世以儒为无
用0的状况, /使人知儒者之所为果非常人所可及,

亦使用人者知其不用之人, 未必皆劣于其所用者

也。0 [ 4] 131

吴澄认为, 在 /世胄蹑高位, 英俊沈下僚 0 [ 6 ] 993

的现实境况下,儒者更应努力保持自身人格的尊严

与独立,加强自我修为, 自尊自爱, 通过博文约礼、笃

行儒道的方式同样可以成就 /内圣外王 0, 而成就

/内圣外王 0乃 /为道 0之根本目的, 亦为儒者之最高

利益。 /仕 0乃 /为道 0之途径, 但并非唯一途径。儒

家的价值体系中向来有 /为学 0与 /为道 0的区别。

/为学 0的目的是要增长人的知识, 而 /为道 0则是为
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 /仕 0这一利益载体被阻

断, /学而优则仕0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吴澄通过对

/为学 0、/为道 0的阐发, 表明 /学而优则仕 0只是

/为道 0的途径, 并非 /为道 0之目的。因此, 世儒不

必舍本逐末, /苟求苟得 0,以 /仕0之小利失 /为道 0

之大利。这样,吴澄将儒者的利益意识这一 /椭圆 0

中的另一个 /焦点0就定位在 /内圣外王 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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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的重新树立: 真儒

前已论及, /仁0与 /礼0共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
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所内蕴的价值追求

和价值取向必然在儒者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体

现出来,同时也决定了儒者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

和价值取向
¹
。儒家以兼有伦理性、功利性的 /治国

平天下 0为人生目标。在元代, 这种积极入世的精

神低落了下来。究其原因, 在于对于 /我 0是谁?

/我 0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这一问题的回答发生了

变化。一个失去自我定位的 /我 0在构建 /为我关
系 0活动中必然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当 /我 0发生

变化时, /为我 0亦随之发生变化。换言之, 构成儒

者价值观念这一 /椭圆 0中的两个 /焦点0 (主体意识

和利益意识 )发生了变化, 因而价值观念的本质规

定也就无法明确
º
。在价值观念中 /主体意识和利

益意识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系,价值观念中的深层结

构就是以这两个核心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

圆。 ) ) ) 椭圆的变化和运动可以从作为焦点的两个

核心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的变化和运动中得

到说明。0 [ 1] 151
由此可揭示元代儒者遭遇价值危机

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对吴澄重新树立元代儒者价值

观念过程的思考,分析吴澄真儒观的内在逻辑及其

内涵特征。

其一, /我0的重新确立。在价值关系中, /我 0

即主体。价值主体确立自己价值观念的第一个基

础,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的认识与定

位
»
。历代儒者的价值目标是 /替君行道 0。儒者价

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是博施济众、以 /天下归仁 0为

己任的 /君子儒0。在元朝,这一主体意识发生了变

化。元朝初年,便流传有 /九儒十丐 0之说。汉儒入
仕之难引起许多士大夫的不满, 时人陈高在其 5感

兴 6篇中哀叹道: /如何穷巷士, 埋首书卷间, 年年去

射策,临老犹儒冠! 0 [ 7] 138
这确实是当时汉人儒者境

遇的写照。针对这一情况,吴澄从 /志于道 0这一儒
者传统理想出发, 对 /儒 0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他认为,只要能够承继道统,同样能够实现儒者 /志

于道0的理想。我们看到,吴澄是怀着一种忧患意

识去思考、探究儒者的主体意识问题,而深沉的忧患

意识正是儒者精神的写照。在道统说中, 吴澄将理

学置于道统传授中 /贞 0的最高位置,树立了理学在

元代的现实地位。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 吴澄通过

肯定元代儒者承继道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为身处

艰难环境中的儒者树立以 /道 0自任的担当意识。
在对元代儒者以继道统自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论

证中, 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得以明确: /我 0是

/ /儒 0, /我 0的社会责任是承继道统。吴澄以 /真

儒0来指称承继道统之 /儒0。
其二, /为我 0的重新建构。 /利益意识的变化

不是指有无关于利益追求意识的变化,而是指在利

益追求过程中,由于利益载体变化而引起的利益意

识的变化。0 [ 1] 15
儒者 /志于道 0的宏伟理想需要通过

政治制度才能实现,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逐渐成为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选官制度, 成为儒

者 /志于道 0的利益载体。然而在元代, 八十年的不

开科举打碎了所有儒者的幻想和期待。门第寒微的

汉族儒者,仕途无门。 /学而优则仕 0的 /为我 0建构

活动受到阻碍。针对这一情况,吴澄从儒者 /志于

道0的理想出发, 对 /仕 0作了新的阐释。 /志于道 0
的理想决定了儒者在构建价值的活动中,虽然追求

着以 /仕0为中介的利益, 但就最终目标而言, 是要

达到 /天下归仁 0。这一最终目标必然要在构建 /为

我而存在的关系 0的活动中反映出来, 从而也就必

然要在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吴澄从儒者的

最终目标出发,对 /内圣外王0加以深入阐发。儒家

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如何认识、征服世界, 亦非把

人自身作为对象化的认知客体, 而主要是充实主体

自我的精神世界, 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儒家把

/修已以安人 0及 /修己以安百姓 0作为对圣贤人格

的界定。 /修己 0即个人的道德修养, 成就圣贤人

格。 /安人 0和 /安百胜 0指政治实践, 以建功立业。

圣人不仅是自我超越的精神圣人, 而且是能博施济

众的世俗圣人。 5易传 6把 /崇德广业 0作为内圣外
王之道。 /祟德 0即提高道德境界, /广业0即济世利

民。 5大学 6主张由 /内圣 0而 /外王 0, 亦即要求把

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到治国平天下的领域。因而,

成就 /内圣外王 0的理想境界是历代儒者的共同追
求,元代儒者无疑承续了这一传统。通过对 /内圣

外王 0的阐发, 吴澄希望籍此说明: /仕0只是作为获

取利益的一个中介而已, 并非儒者的最终利益, /内

圣外王0才是 /真儒 0的最高利益。
这样,在将主体意识明确为 /承继道统 0, 利益

意识规定为 /内圣外王0之后, 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

才得以重新树立。吴澄以 /真儒 0作为元代儒者的
价值目标,具有如下规定:首先, /真儒 0能够承继儒

家道统。吴澄认为, 孔子 /文不在兹乎? 0之 /文 0并

非 /博文0之 /文 0, 而是儒家一脉相承之 /道 0。在

/文0与 /道 0之间, 吴澄强调的是 /道 0。吴澄把秦
汉至宋这一时期视为道统之中断。他认为, 汉唐诸

儒沉溺注疏训诂,致使 /道丧而文亦弊 0, /孔道之传

不续 0 [ 4] 395
。因此, 汉唐诸儒不可谓之 /真儒 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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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看来, /道0是 /真儒 0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

元代儒者可以通过承继道统, 亦即 /志于道0来实现
自身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其次, /真儒 0乃 /内

圣 0与 /外王 0之统一。在吴澄看来, 历来受世人尊

重的儒者, 如今为 /小夫贱隶 0所不耻, 这与儒者自

身所作所为不无关系。他说: /迩年习俗日颓,儒者

不免苟求苟得,钻刺百端, 媚宠乞窕, 不以为羞,舐痔

尝粪,何所不至。0[ 4] 131
吴澄对儒者苟求以仕的行为

深恶痛绝。他认为,在艰难的现实环境中,儒者更应

保持自身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吴澄的儒者理想人

格中,虽然并没有忽视 /外王0,但其重心仍落在 /内

圣 0之挺立处,以德行而开出价值之明, 开出真实生

命之光,突出了儒者的主体精神。儒家 /君子儒 0的
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

成就 /内圣外王 0的理想境界是历代儒者的共

同追求。在元代,儒者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

方面,在异族统治下, 汉族儒士感到沉重的政治压

力,很难实现 /外王 0。尤其在科举废止以后, 理学

家们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一 /外部0世界是极难改造

的;另一方面,宋元之际,战争频仍。战乱中,世风日

下,儒家传统道德沦丧。吴澄作为元代大儒,具有强

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其真儒观凸显了儒

者理想人格的追求, 树立起元代儒者追求和顺承外

在于个人的、社会性目标的勇气。吴澄所谓 /真儒 0
既可承继儒家道统,又能内圣与外王兼修。这一理

想人格的树立肯定了元代儒者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

值,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

支柱。

注释:

¹ 陈新汉教授认为: /价值观念所内蕴的价值
追求和价值取向必然在社会群体主体的认识活动和

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0/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或间接

地决定了社会群体主体评价活动和认知活动中的价

值追求和价值取向。0/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或间接地

决定了社会群体主体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

取向。0参见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

论研究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66 -

167.

º陈新汉教授认为: /可以形象地把价值观念
理解为以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为焦点所形成的椭

圆。主体意识不同,利益意识不同,价值观念的本质

规定也就不同。0参见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价值论研究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4- 17.

»李德顺教授认为: /构成任何一种价值观念

的第一个基础,都是确立价值主体;而每一价值主体

确立自己价值观念的第一个基础, 则是要充分认识

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和使命, 包括责、权、利的定

位。0参见李德顺.价值论 (第 2版 ) [M ]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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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 and / ForM e0 in IdeologicalLevel of Value of Yuan Dynasty Confucians

) ) ) study ingWu Chen s' po in t o f view on genu ine Con fuc ian

WU L i- qun

(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4, China)

Abstrac t:  The ideo log ica l va lue of Yuan Dynasty Confuc ians changed g rea tly. It can be exp la ined by the change o f subject con-

sc iousness and bene fit consc iousness. F acing to the value cr isis of Confuc ians, W u Chen, the fam ous ph ilosopher of Yuan Dynasty,

na iled down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inher iting Confucian tradition, in them ean tim e, o rdained the benefit consc iousness by inner

sagelihood and ou ter k ing liness. Wu Chen s' po int of v iew on genuine Confucian had great sign ificance to enhanc ing the spirit o f Confu-

c ian in Yuan Dynasty.

K ey words:  I;  ForM e;  W u Chen;  po int of v iew on genu ine Confuc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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