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李翱《復性書》探討儒家思想的轉化(三) 

★ 張懿鳳 理事長 

第三節   轉化的線索 

一、推崇《中庸》 

從李翱撰寫《復性書》的目的可知，《中庸》自秦漢以來，乏人問津，不為

儒者所重視，1可能原因除了秦焚書後僅存殘篇外，也與兩漢專攻訓詁、傳經等

學術風氣有關，以致未能深入了解孔孟立教的真精神，直到中唐時李翱在《復性

書》中特別以《中庸》為思想主軸，輔以《孟子》、《易傳》、《大學》、《樂記》等

作為立論依據，大談心性理論，始把儒家原有的真精神弘揚提煉出來，2此真精

神即是內聖修養與天道相應的世界觀，將人放到宇宙的中心裏來，擴大到宇宙作

為倫理秩序之本體，人心應合天道，而聖人就是天道的實踐者。3李翱提出後引

發後學高度關注，遂成為宋儒時常援引的思想基礎。 

二、天命之「性」與率性之「道」合一 

李翱引用觀點穿梭在《中庸》、《易傳》、《大學》、《樂記》之間，把天命之性

收縮到內心，更強調以誠為性4： 

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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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易傳》裡的「寂然不動」拉進來，與《樂記》中的「靜」6相呼應，試圖

表示為誠達到「至」，性達到「盡」的關鍵途徑，而此「靜極」的想法又與「虛」

結合在一起：「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7李翱將「虛」

再和《易傳》的「弗慮弗思」狀態相應，最後達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的境界：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8此境界可與《中庸》裡的

博厚、高明相比擬：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

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

成。9 

如此，《中庸》裡的「至誠」、「盡性」與《易傳》裡的「寂然不動」結合，充分

發揮天道和心性「靜」、「虛」，能容且廣的內涵，同時也是率性之道的終極境界。 

儒家思想終究要回到道德實踐層面，以性「至誠」為前提，李翱在《復性書》

中亦強調人的本體自「覺」，10並以《大學》「格物致知」的「知」來實踐，物至

之時心昭明辨不應於物，11猶《中庸》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12正是前述「寂然不動」與「覺」後循禮而動的具體要義。 

綜上所述，筆者試將其天命之「性」與率性之「道」合一的思想進路粗略整

理如後：以天命之性→誠→寂然不動→靜→至誠、盡性→虛→弗慮弗思、無→博

厚、高明→覺、知、明→循禮而動，其實率性之「道」包括了天命下貫(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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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循其源而反其性13(人→天)等過程。 

中晚唐時期同《復性書》相類的著作如：歐陽詹的《自明誠論》、韓愈的《原

性》、皇甫湜的《孟子荀子言性論》、杜牧的《三子言性辯》，皆僅就先秦漢儒人

性思想稍作發揮，14沒有像李翱首次以《中庸》、《易傳》、《大學》、《樂記》闡述

孔孟之學，將形而上思想重整建構的論辯取徑，15所以李翱的《復性書》可謂出

類拔萃之作。 

第四節   結論 

李翱撰寫《復性書》實有兩種涵義：一是唐末世道衰落，道德淪喪，以此書

勸勉世人回復善良之性，二是振興儒家心性思想恢復主流地位。李翱為了對抗道

佛二教，竭盡心力鑽研《中庸》、《易傳》、《大學》、《樂記》裡有關心性探討的部

份，試圖重整建構出一套以實踐道德倫理為主體的心性理論，這理念與手法在當

時是極為創新的，不單只是從被冷落已久的經典裡重新挖掘、詮釋性命之源，同

時亦顛覆了自先秦漢儒以來只重章句訓詁的治學方式，這使得儒家心性論有了耳

目一新的面貌，確立了人在天地間的存在價值，也為其實踐意義找到了形而上的

理論基礎，無疑是給當時的儒者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正面臨思想瓶頸的儒家有了

絕處逢生的契機，後學紛紛起而仿效，在汲取《中庸》、《易傳》心性精華上下足

了功夫，遂成就宋明儒學的誕生。在中晚唐至宋初間，李翱《復性書》的提出對

儒家思想的轉化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與貢獻。 

附帶一提，某些學者認為《復性書》夾雜著道佛二教思想，而以陽儒陰釋、

援佛入儒、融攝道家復性無為等思想下斷語，筆者認為未免過於主觀，李翱走上

這條形而上的探尋之路是大環境使然，受道佛影響無可厚非，但不可斷然認定李

                                                      
13

《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復性書中，頁 109。  
14

 陳弱水，〈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ㄧ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三分，1998 年 9 月，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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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襲取二者思想，因為真理人人皆可藉由不同途徑來體驗和詮釋，生活在同一時

代環境裡，彼此朝向一終極目標，見解難免會有相似之處，交互觀摩、截長補短

都是很自然的事，無需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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