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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熊十力“体用不二”的创造观〔∗〕

○ 杨孝青ꎬ 刘仲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部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６)

〔摘　 要〕本体是熊十力建构新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ꎮ 熊先生依据«易经»乾坤之

义ꎬ创立“体用不二”ꎬ论证本体是创造之源ꎮ 他厘清了由“仁———生生———创造”的理

论脉络ꎬ为中国新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ꎮ 此外ꎬ他还论证了儒学不但可以与现代

科学接轨ꎬ而且可以纠正科技的异化发展ꎮ 当今世界ꎬ科技发展日新月异ꎬ一个国家、民
族创造能力强弱直接影响自身的兴衰成败ꎮ 中国哲学界要传承创新前贤的“创造”思想

并将其转化为大众的自觉实践ꎮ
〔关键词〕熊十力ꎻ体用不二ꎻ创造观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ꎬ对中国哲学长期以来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ꎮ 熊十力在举世轻贱中学之际ꎬ力图复活中国文化的血脉ꎮ 熊先生舍佛

入儒、归宗«大易»ꎬ创立“新唯识论”ꎬ以“体用不二”为其哲学根基ꎬ阐发«易经»
“生生”精神ꎬ展现了宇宙生生不息之变动真机ꎮ 熊十力认为ꎬ仁学是敦仁日新

之学ꎬ仁即是“生生”ꎬ“生生”即是创造ꎮ 他赋予儒学以刚健的创造精神ꎬ力图实

现儒学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ꎮ

一、舍佛入儒 归宗大易

熊十力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是“体用不二”ꎬ此思想来源于王阳明的“即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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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用在体ꎻ即用而言ꎬ体在用”之说ꎮ 熊先生发展了该学说的思想内涵并给予

新的界定:“夫用者体之显ꎬ譬如众沤是大海水之显ꎻ体者用之体ꎬ譬如大海水即

是遍与众沤为体ꎬ非超脱众沤而存在ꎮ 无体即无用ꎬ离用元无体ꎬ所以从用上解

析明白ꎬ即可以显示本体此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ꎬ此谓体用不二ꎮ” 〔１〕 熊十

力反对不辨体用或将体用打成两橛的哲学观点ꎮ 他认为西方哲学割裂宇宙而各

取大用流行之一方面作为本原ꎬ实际上是无体之论ꎮ 他说:“哲学之本务ꎬ要在

穷宇宙基源ꎬ故可谈宇宙论者ꎬ未可茫然不辨体用ꎮ 若体用无分ꎬ则其持论必将

以用为体ꎬ实堕于无体之论而不自觉ꎬ西学正有此患ꎮ 如一元唯心论以精神为宇

宙本体ꎬ一元唯物论以物质为宇宙本体ꎬ殊不知神质以相对立名ꎬ皆现象也ꎮ” 〔２〕

对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ꎬ熊十力指出ꎬ“中国哲学之宇宙论ꎬ自伏羲创说以

来明辨体用ꎮ 道释两大学派都有明确的体用观ꎬ但两家存在诸多缺点:老庄以虚

无为本ꎬ不知体用不二ꎬ以柔弱为用ꎬ不敢为天下先ꎬ不肯革命ꎮ 佛家悍然逆遏宇

宙‘大生’、‘广生’之洪流是欲导万类归于澄然寂灭ꎬ毁宇宙ꎬ反人生ꎮ”
熊十力早年学佛ꎬ后不满佛家耽空ꎬ著«新唯识论»对其进行系统批驳ꎮ 龙

树菩萨是大乘空宗本体论集大成者ꎬ空宗的中枢学说是“破相显性”ꎬ着重点惟

在“证会法性空寂”ꎮ 熊十力认为ꎬ空宗主旨是出世思想ꎬ大空诸师的本旨在破

相以显性ꎬ终归于相空而性与之俱空ꎬ即体用皆空ꎮ 他说:“破相ꎬ所以显性ꎬ法
性本不可空ꎬ群经皆有实相印在ꎬ如何道他一切都空? 此是大空学之本源ꎬ当还

他真相ꎬ毋宁古哲受冤ꎮ 然复须知ꎬ由破相显性之主张ꎬ一直往前推演ꎬ则相空而

性复何存? 此则大空诸师自己返攻自己ꎬ而终不自觉也ꎮ” 〔３〕 因此ꎬ空宗所证会

的本体是无相、无为、无造、无作ꎬ不曾领会宇宙生生化化不息真几ꎬ有废用求体

之失ꎮ
无着、世亲是大乘有宗开山鼻祖ꎬ创立新缘生论ꎬ建立种子ꎬ肯定法相ꎬ对治

空宗破相显性ꎮ 熊十力认为有宗着重点在“解悟法性真实”ꎬ用意虽美ꎬ但也存

在诸多过失:第一ꎬ建立赖耶识ꎬ含藏种子ꎬ为第一缘起ꎮ 此说谬误是“颇近外道

神我论”ꎮ 第二ꎬ本有种为初因ꎬ确由反对外道大自在天变化之论ꎬ但此说法是

“前门谢绝天神(大自在天)ꎬ后门延进神我(赖耶识)ꎮ”第三ꎬ种子分为本有、新
熏ꎬ成大混乱ꎮ 因为“无着已建立本有种ꎬ今复言现行熏生新种ꎬ却是一团混

乱ꎮ”第四ꎬ大有以八识聚ꎬ通名现行ꎮ 此说“直将宇宙划分为潜显两重世界ꎬ不
谓之戏论得乎?” 〔４〕第五ꎬ种子、真如是二重本体ꎬ有无量过ꎮ 空宗和有宗在本体

论上存在诸多缺陷ꎬ使其理论陷入诸多自相矛盾的困境ꎮ 虽然有宗和空宗理论

存在诸多相异乃至对立之处ꎬ但两者都共有一个不可变革之根本信念:“即以万

法实体是无有生生、无有流动、无有变化ꎬ此法性所以有不生不灭之称ꎮ” 〔５〕

与佛家将整个宇宙视为“无有生生、无有流动”的寂灭之乡不同ꎬ熊十力视

宇宙万物都处于“生生不已”的大化流行之中ꎮ 佛家说“刹那灭”ꎬ看到是凡物

“才生即灭”ꎬ而熊先生看到的却是凡物“才灭即生”ꎬ“生生”是万物的本性ꎮ 他

说:“万物本无固定性ꎬ刹那刹那顿起顿灭ꎬ顿灭顿起ꎮ 如是推迁ꎬ生生不已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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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本性也ꎮ” 〔６〕易言之ꎬ宇宙万物始终处于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中ꎬ只有归

宗孔子ꎬ体认体用不二ꎬ才能体会宇宙生生不息之真机ꎮ 故他“近取诸身、远取

诸物”ꎬ由«易经»悟得体用不二ꎮ 他说:“余从宇宙论之观点ꎬ审核大空、大有ꎬ良
久而莫能契ꎮ 终乃近取诸身、远取诸物ꎬ忽尔悟得体用不二ꎮ 回忆«大易»乾坤

之义ꎬ益叹先圣创明在昔ꎬ予初弗省ꎮ 若非殚精空、有ꎬ疑而后通ꎬ困而后获ꎬ何由

达圣意乎?” 〔７〕这段话表明了熊十力舍佛入儒ꎬ归宗«大易»之心路历程ꎬ也表明

了熊先生对其新哲学体系的自信ꎮ

二、仁即生生 生生即创造

中国传统哲学很少关注创造ꎮ 在儒家经典著作中ꎬ“创”和“创造”之词使用

频率极低ꎬ«论语»仅出现一次ꎮ 子曰:“为命ꎬ裨谌草创之ꎬ世叔讨论之ꎬ行人子

羽修饰之ꎬ东里子产润色之”ꎮ («论语宪问»)宋明理学没有发展出“创”的思

想ꎮ 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ꎬ创造思想开始受到学者关注ꎮ 龚自珍是

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创造精神的学者ꎬ他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提出“我光造

日月ꎬ我力造山川ꎬ我变造毛羽肖翘ꎬ我理造文字言语ꎬ我气造天地ꎬ我天地又造

人ꎬ我分别造伦纪”ꎮ 意思是说ꎬ“日月、山川、毛羽、文字、天地、伦理”等都是人

创造活动的结果ꎮ 梁启超主张:“创造中西化合的新文化系统是中国人的应尽

责任ꎮ” 〔８〕“新文化运动”时期ꎬ创造精神受到学术界高度推崇ꎬ以陈独秀、李大钊

为尤ꎮ 陈独秀提出:“盖人类生活之特色ꎬ乃在创造文明耳ꎮ” 〔９〕李大钊提出:“太
上创造ꎬ其次改造ꎬ其次顺应而已矣ꎮ” 〔１０〕 但是ꎬ以上诸学者均只是提出创造观

点ꎬ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构建ꎮ
熊十力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ꎬ归宗孔子ꎬ阐发“体用不二”之缊ꎬ肯定实体是

创造之源ꎮ 熊十力说:“若从实体处着眼ꎬ则万物与吾人ꎬ一切创造ꎬ一切变动ꎬ
一切富有日新的盛德大业ꎬ都应归本于实体是无尽藏ꎮ” 〔１１〕实体变化要通过功用

起作用ꎮ 功用有翕辟两方面ꎬ翕为物质ꎬ犹«易经»之坤ꎬ翕化成物ꎻ辟为生命、为
心灵ꎬ犹«易经»之乾ꎬ辟主动开物ꎬ具有“生生、刚健、亨畅、升进、炤明等德用”ꎮ
由于翕是物化ꎬ故只能于辟上识得大用流行ꎮ 本体流行ꎬ唯是健以开发之辟ꎬ其
翕成物者ꎬ所以为辟作工具ꎬ辟待翕成化ꎮ 熊十力认为ꎬ辟即是«易经»之乾ꎬ乾
德生生ꎬ乾德就是仁德ꎮ 他说:“学者知乾为仁ꎬ则知仁德即为乾德ꎬ实统万德万

善ꎬ而生生、刚健、炤明、通畅诸德尤为仁德之主干ꎮ” 〔１２〕

将仁与生联系起来并非熊十力的创建ꎮ 纵观先圣孔子虽未直接将“仁”与
“生”联系起来ꎬ但从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ꎬ百物生焉ꎮ 天何言哉?”从«论
语阳货»的言论可以看出孔子的天道观是“行”和“生”ꎮ 宋明诸儒ꎬ最先将

“仁”与“生”联系起来的是周敦颐ꎬ他将宇宙生成论与儒家仁学结合了起来ꎬ从
而体现天的仁德ꎮ 他说:“天以阳生万物ꎬ以阴成万物ꎮ 生仁也ꎬ成ꎬ义也ꎮ 故圣

人在上ꎬ以仁育万物ꎬ以义正万民”ꎮ (通书顺化第十一)清儒戴震也注重“仁”
与“生”的联系ꎮ 他说:“«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ꎬ继之者善也ꎬ成之者性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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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一阳ꎬ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ꎬ道也ꎮ 一阴一阳ꎬ其生生乎ꎬ其生生而条理乎!
生生ꎬ仁也ꎬ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ꎮ («原善卷上»)

由上可知ꎬ熊先生真正的贡献是将生生与创造联系起来ꎬ明确提出了“生生

即是创造”的观点ꎮ 熊十力认为宇宙万物处于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中ꎬ无始无

终、无穷无尽ꎬ故创新是没有止境的ꎮ 他说:“生生ꎬ言其大生、广生ꎬ常舍故创

新、无穷无尽”ꎮ〔１３〕熊十力认为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要归仁ꎮ 他说:“人类发育日

盛ꎬ亦足证明人生本有仁心ꎬ为其相互结合之根ꎬ故能创造一切ꎬ蕃殖其类

也ꎮ” 〔１４〕仁是用ꎬ不是本体ꎬ通过功用“仁”而识体ꎮ 熊十力说:“吾人于一方面当

然承认人类之自由创进ꎬ创进者ꎬ言人类的进步是由其自力创造得来ꎮ 另一方面

当知吾人的生命元是禀受于天ꎬ天者ꎬ宇宙实体之名ꎮ 未可曰人力无来源也ꎮ 天

工人事两相融合ꎬ乃著此奇迹ꎮ” 〔１５〕 至此ꎬ熊十力厘清了从“仁———生生———创

造”的理论脉络ꎬ为中国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ꎮ 笔者认为ꎬ这是熊十力本

体哲学最重要的创见ꎮ

三、爱智在于归仁 归仁才能格物

儒学在现代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能开出科学ꎮ 熊十力认

为ꎬ中国科学之论首倡者为孔子ꎮ 他说:“«论语雍也篇»曰:‘君子博学于文’
故古时言学ꎬ皆博文之谓ꎬ即科学的起源也ꎮ” 〔１６〕熊十力指出ꎬ墨子、惠子、黄
缭都注重科学ꎬ由于晚周道家影响超过儒家ꎬ加上秦朝专政ꎬ使科学萌芽断绝ꎮ
自秦汉以来的小康之儒不是孔子嫡传ꎮ 宋、明儒偏重心性修养而不重视对科学

的研究ꎬ王阳明反对格物ꎬ失去儒家«大学»的本意ꎮ 释道两家皆为“日损之学”ꎬ
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学ꎮ 他说:“佛家有大定之功ꎬ明睿照物ꎬ往往洞达理要ꎬ但
不曾留意于即物穷理之术ꎮ 因明学仅为辩论斗争之工具ꎬ亦不向格物处发展

也ꎮ” 〔１７〕又说:“道家的世界观只任自然的运化推迁ꎬ无有自我作主ꎬ更无圣人裁

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大道ꎮ” 〔１８〕熊十力认为ꎬ只有孔子“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ꎬ曲
成万物而不遗”的观点与近代科学发展相符ꎮ 他说:“近代科学发展之伟绩ꎬ颇
与先圣孔子之远见相符者ꎬ岂不奇哉?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ꎬ曲成万物而不

遗’ꎬ今后科学之任务正向范围天地ꎬ曲成万物而努力ꎬ圣人之理想终必完全实

现ꎬ无疑也ꎮ” 〔１９〕

熊十力认为ꎬ孔子的仁学以敦仁立其大本ꎬ爱智、格物以行其达道ꎮ 敦仁是

日新之学ꎬ爱智和格物是通向仁的两条路径ꎮ 爱智在于归仁ꎬ归仁才能格物ꎬ格
物学就是今天的科学ꎮ 爱智在于归仁ꎬ归仁才能格物ꎮ 所谓“智”是指人性灵的

发用ꎬ与王阳明的“良知”本意相近ꎮ 格物学即是科学ꎮ 因为人有“智”ꎬ才能努

力创造ꎬ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ꎮ 智主导人ꎬ则性海流通ꎬ人的创造性就会得以发

展ꎻ如果人被恶习种子所蒙蔽ꎬ则智不出ꎮ 圣人能够由本性之仁ꎬ造起一切善习ꎬ
生长无数善的种子而能够日新不息ꎮ 凡夫被恶习所蔽ꎬ丧失性海ꎬ也就缺乏创造

性ꎮ 推扩智的主要方法就是损除其害智的因素ꎮ 强力斩除内心中恶习的种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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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大明之智才会出现ꎮ 熊十力说:“扩大之道无他ꎬ实以发之而已ꎮ 发之于日

常起居动静、发之于格物穷理ꎬ发之于开物成务、富有大业ꎮ 一切皆是智之流行ꎬ
一切皆是智之开拓ꎮ” 〔２０〕

推扩“智”的目的在于除人自私自利之恶习种子ꎬ发挥人的创造性ꎬ创成经

天纬地的一切新事物ꎮ 简言之ꎬ推扩“智”在于格物ꎬ即“致知在格物”ꎮ “格”即
是“至”ꎬ“物”表示物质世界ꎬ格物就是要将人的良知推致一切事物上来ꎮ 熊十

力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ꎮ 此知字即«易»和«论语»之所谓‘智’ꎬ孟子、
王阳明亦谓之‘良知’ꎬ是乃吾人本心天然明几ꎬ不由外烁得来ꎬ不因学习始有

推动、扩大吾本心之明ꎬ用于外在的一切物ꎬ穷究事物之规律与其本质ꎬ而变

化裁成之ꎬ以尽物性而利于用ꎮ 于是吾人始有经验事物、钻入事物、制驭事物、创
造事物、利用事物的知识ꎬ故曰:‘致知在格物也’ꎮ” 〔２１〕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ꎬ研究方法要靠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ꎮ 熊十力

认为科学的真正创建来自人的“天机乍动”ꎬ即重视灵感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

用ꎮ 他说:“余固知凡为格物之学者不得不用纯客观的方法”ꎬ然当其解决重大

问题时必先之以假设ꎮ 作假设时ꎬ却只靠内心天然明几ꎮ” 〔２２〕 所谓“天机”、“明
几”是指人的想象、直觉、灵感ꎬ它来自于人的“智”ꎬ即良知ꎮ 很显然ꎬ科学研究

只靠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ꎬ或者说只靠概念、判断、推理是不够的ꎮ 无数事实证

明ꎬ人的想象、直觉、灵感经常在科学发现中发挥重大作用ꎮ
熊十力指出ꎬ近代西方科学存在“弱于德ꎬ强于物”、“逐万物而不反”的流

弊ꎮ 原因在于人类只有知没有智ꎬ不能体认人与万物本来一体ꎬ导致科学的异

化ꎮ 让科学成为强者征伐、掠夺弱者的工具和帮凶ꎬ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ꎮ 当

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ꎮ 科技的发展既造福了人类ꎬ也导致了严重的科技异

化ꎬ例如:全球冲突不断ꎬ自然灾害频发ꎬ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ꎮ 人

类必须认识到:人与万物本为一体ꎬ人与人之间应该互助互爱ꎬ人与自然应该和

谐相处ꎬ科技的发展应该造福全人类ꎬ合理开发自然资源ꎬ注重保护环境ꎬ人类才

有光明的未来ꎮ 否则ꎬ“强于物、弱于德”的科技发展最终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

的灭亡ꎮ 因此ꎬ体悟孔子敦仁日新之道ꎬ视天地万物为一体ꎬ才能让科技的发展

造福全人类ꎮ

四、评价与反思

自 １９３２ 年熊十力«新唯识论»问世以来ꎬ海内外学者对熊氏哲学研究如缕

不绝ꎮ 至二十世纪末ꎬ在众多研究熊学的文献中ꎬ大多都没有将研究视角触及熊

十力的创造思想ꎬ而主要关注熊氏的学术渊源与思想背景ꎬ本体宇宙论与体用关

系ꎬ“境论”与“量论”的关系以及建国后熊氏思想的演变等方面ꎬ都可以从郭齐

勇和秦平的熊学研究综述中窥见端倪ꎮ〔２３〕

新世纪以来ꎬ社会发展对创新的呼唤日益强烈ꎬ创造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

要话题ꎬ熊氏的创造思想开始受到关注ꎮ 例如:郭清香从熊氏本体的角度论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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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想ꎬ指出创新是人的本性ꎮ 她说:“由本体恒变ꎬ推出创新是道德主体必

然具备的特性ꎬ由此彰显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ꎬ塑造出活泼向上、
自强不息、创新不已的‘人’ꎬ这就是熊十力的目的所在ꎬ也是其思想理路之所

在ꎮ” 〔２４〕曾海龙从熊氏的本体论导出其“生命即创造”的观点ꎬ肯定儒家精进向

上的人生观ꎮ 他说:“精进即是创生生命ꎬ宏大生命ꎮ 生命即是创造ꎬ此是熊十

力所要弘扬的一个重要主题ꎮ” 〔２５〕陈改桃等研究了熊十力创造思想的形上根据ꎮ
她说:“在熊十力的理论中ꎬ创造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本质ꎬ成为宇宙进化、人与社

会完善、进步的动力ꎬ因为创造之源在本体ꎮ” 〔２６〕总体上看来ꎬ几位学者都论证了

熊十力本体是创造之源ꎬ肯定了熊氏凸显儒家精进向上的人生观重要意义ꎮ 但

对熊氏创造思想系统梳理和论证不够完善ꎬ特别是没有关注到熊氏厘清从

“仁———生生———创造”的理论脉络对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ꎮ
除熊十力以外ꎬ张岱年、方东美、罗光等当代著名哲学家均非常关注创造思

想并有自己的理论建构ꎮ 当然ꎬ几位大师的哲学建构都存在着不尽完美之处ꎬ我
们不必为此苛责前贤ꎮ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对前贤创造思想的传承创新ꎬ并转化

为大众的实践ꎮ 反思中国新哲学建设现状ꎬ大多限于经院式研究ꎬ徘徊于“我注

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ꎮ 哲学不能走出书斋服务大众ꎬ没有转化为大众的智

慧ꎬ大众的创造潜能未得到普遍的开发ꎬ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目共睹ꎬ但是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然差距较大ꎬ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任重而道远ꎮ
总之ꎬ时代发展需要哲学创新ꎬ而哲学创新则要服务大众ꎬ唤醒大众创造觉

醒ꎮ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造的重要价值ꎬ因为“创造强则国强、创造进步则国进

步ꎬ创造胜于欧美则国胜于欧美ꎬ创造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ꎮ 这也是研究熊

十力创造思想的意义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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