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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尚荣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
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

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

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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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敦颐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是《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①一句道尽了周

敦颐所追求的高尚境界。相传其住所的窗前杂草

丛生，周敦颐却从不锄去，人问之，他答：“与自家

意思一般。”②这体现了他要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

融为一体的人生胸怀。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

坚曾评价周敦颐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

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③其中“光风霁月”一词可

谓形容得恰如其分。周敦颐不仅在文章方面成就

很高，而且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以诗言

理，这常常被学者们所忽视。作者试图分析周敦

颐的诗文观，在此基础之上论述其诗歌中的哲理

意蕴，阐明周敦颐对后世的开创性影响，以期展现

他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之全貌，为学

者们研究北宋文学和哲学提供参考。

一　“诗可以兴”与“文以载道”
周敦颐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

位，但他传世的著作并不甚多。宋中期时就已经

是“所著之书，又多散失”④的情况。在这些有限

的文献中，关于诗文的论述更是凤毛麟角，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今日完全无法探求周敦颐的诗文

观。从其他学者对周敦颐的回忆与记载中，以及

周敦颐本人的哲学理论表达中，依然可以对其诗

文观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在诗歌方面，虽然周敦颐并未有直接的诗论，

但程颢曾言：“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

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⑤度正在《周敦

颐年谱》中也提到周敦颐年轻之时“志趣高远。

里有濂溪，溪有桥，桥有小亭，先生常钓游其上，吟

风弄月，至今父老犹能言之”⑥。从这些侧面描述

中可以看出，周敦颐是喜好并推崇诗歌的，其行为

举止有诗的气度，能感染身边之人。从这一角度

而言，“诗可以兴”是可以反映周敦颐的诗歌观

的。何谓“诗可以兴”？《论语》言：“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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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

子对诗歌作用的论述，将诗歌“兴”———感发志意

之用排在第一位。那么，这种“志意”的取向为

何？大多数儒者的主张是分辨善恶，周敦颐也不

例外，他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

善恶分，万事出矣。”①朱子对这一点的阐发更为

详尽：“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

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

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

而得之。”②

周敦颐所表现出“志意”的另一个维度，是程

颢所体会的“吾与点也”。“吾与点也”即“曾点气

象”，亦出自《论语》。当孔子令学生各言志向之

时，曾点的回答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先进》）孔子赞许道：“吾与点也！”可以

看到，曾点所描绘的，是一种看似普通的日常，但

其中富含吾性自足、完满喜悦的境界，而这正是周

敦颐所极力追求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构

建了“无极而太极”的世界构架，人在其中的标准

定位是“中正仁义”③，故完满无缺。也正因此，周

敦颐对“孔颜乐处”非常推崇，他说：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

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

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

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

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④

颜子之乐，不在于贫贱，而在于境界。故无论

处于富贵贫贱何种环境，皆能专注于道德境界而

自得其乐。周敦颐的“吟风弄月”之潇洒喜悦，归

结点也正在于此。“诗可以兴”是外在的自然之

美引发主体内在的道德之乐，诗歌在这里所起到

的作用，更类似于一种导引。所以，诗也一定要由

心而发，才有意义，否则只是为了作诗而作诗，就

丧失了道德引发的关键功能了。周敦颐在《与傅

秀才书》中言：“每会即作诗，雅则雅矣，形亦劳

瘁。”⑤这就是说如果每次集会都要作诗的话，虽

然看起来很风雅，但是强求为之也会让人感到疲

惫，丧失了“兴”的作用。

周敦颐的诗文观在文章方面可以表达为“文

以载道”。周敦颐在其著作《周子通书·文辞第

二十八》中言：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

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

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

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

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

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

也久矣！⑥

关于文道关系，在周敦颐之前，有许多思想家

都提及过，如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原道第

一》中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⑦，韩

愈在《争臣论》中也说“思修其辞以明其道”⑧。

虽然这些观点都表达了“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

“文以载道”这个概念是周敦颐第一次明确提出

来的。周敦颐继承了韩愈“本志乎古道者也”⑨的

古文运动精神，认为“道”是核心，是实有存在的，

“文”只是一种装饰技巧，是为传“道”而存在的。

如果一篇文章只有华丽的文辞堆砌而没有充实深

刻的内容便是空有其表。周敦颐又说：“圣人之

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

以文辞而已者，陋矣！”瑏瑠他认为“文”是服务于

“道”的，“道”是内容，“文”是形式，二者相辅相成，

０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５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３３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９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５—３６页。
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页。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６页。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０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０页。



第２６卷 尚荣：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离开内容而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和发达是不可取

的，这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文道合一”的思想。周

敦颐“将儒家的‘道’极大地突出出来，强烈地表现

出了新儒家（道学）的基本立场和要求，他的‘文以

载道’说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文道论”①。

综上所述，周敦颐的诗文观与孔子、孟子以及

韩愈等人是一脉相承的，是儒家非常正统的诗文

观。这与《宋史》中《道学传》对周敦颐的评价是

一致的：“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

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

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

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

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若指掌。”②

这虽然主要是对周敦颐哲学思想的评价，但周敦

颐的诗文观，也正是在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下文将以周敦颐的诗文创作为例，进一

步探讨其诗文观的主体实践。

二　“孔颜乐处”与“主静无欲”
周敦颐所创作的诗文传世很少，就文章而言，

《周敦颐集》中仅收录五篇，其中文学色彩较强的

只有《养心亭说》与《爱莲说》两篇。周敦颐的诗

歌也同样散佚严重，因此自南宋以降，历代学者都

对此进行过辑佚。《周濂溪集》繁多且复杂的版

本，导致了周敦颐诗歌辑佚工作困难重重。《全

宋诗》“以清康熙张伯行刊《正谊堂集·周濂溪

集》为底本，校以清乾隆董榕辑《周濂溪集》、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周元公集》等。辑录之集外

诗附于卷末”③，一共收录周敦颐诗三十三首。虽

然当代学界对《全宋诗》中所收录的三十三首周

敦颐诗歌也提出过疑问，但由于他们的辑佚也是

疑点重重，难经仔细推敲，所以文章认为还是应以

《全宋诗》为标准。从周敦颐的这些诗文创作中，

可以看出其中含有丰富的哲理意蕴，这是其诗文

观的实践反映。

周敦颐在诗歌创作中发挥了“诗可以兴”的

作用，重视抒发主体情感。在他的送别诗、咏物诗

中，无不有“我”在，并且往往归结于“我”主体的

内在道德之上。周敦颐之文章，也同样紧扣其

“文以载道”的诗文观。其传世的五篇文章中，皆

基于儒者本位，以阐释儒家思想为核心。周敦颐

在诗文中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意蕴，是儒者所追求

的精神境界，即“孔颜乐处”与“主静无欲”。

如上文所言，“孔颜乐处”出自《论语》，它指

的是孔子和颜回已经达到了一种超乎富贵的人生

境界，他们完全不在乎外在环境的恶劣而能自得

其乐。“这种乐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带给他们的，

不是由于某种感性对象引起的感性愉悦，而是一

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

内在幸福和愉快。”④周敦颐在诗作之中，屡屡展

现这种精神境界之乐，他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一

诗中写道：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⑤

此诗中的周敦颐，虽然物质上贫寒，但是精神

上却十分富有，这正是其道德境界的表现。其

《牧童》一诗，更是直接地表现了这种快乐：“东风

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

笛声吹老太平歌。”⑥牧童是否真的“乐”我们并不

知晓，但周敦颐毫无疑问是从这样的闲适观照中

得到了心灵之乐。除自然景色之外，周敦颐也会

从儒家经典中得到很多乐趣。其《暮春即事》云：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

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⑦《读易象》云：“书房

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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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只在眼前头。”①诗中虽然没有明写“乐”，但

这种温润平和的安乐意味，已经被描写得十分明

显了。周敦颐所要追求的“道”并不是“乐”的对

象，而是人们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所自然而然

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乐”来自“见其大”即“见

道”或者“体道”。周敦颐提出的寻“孔颜乐处”问

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寻“孔颜乐处”

为古代儒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因

此它成为了古代儒家与宋明新儒家的重要区分标

志之一。

周敦颐诗歌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另一方面体现

在他“主静无欲”的哲学修养论中。在《爱莲说》

中，周敦颐推崇“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②的莲花，体

现的正是君子之乐静。周敦颐的诗歌也很好地体

现了其“主静”思想，如《静思篇》：

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

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

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

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③

周敦颐在该诗中描绘了自己归隐山林之后的

生活，通过“日”“山”“榻”“云”“窗”“瀑”等意象

以及与朝堂之上做官的忙碌作比较，表达了其对

清闲宁静的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同时蕴含了其

“主静”思想。

那怎样做到“静”呢？周敦颐认为“无欲故

静”，“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

则公，公则溥”④。“无欲”并不是说要禁止人的一

切感性欲望，而是指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杂欲，它

是人们在特定修养过程中达到意识静虚状态的必

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所

以周敦颐提出要“养心”，人们可以通过去除“名

利心”来上达“天心”，正如其诗歌《同友人游罗

岩》中云：

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

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⑤

此外，还有《题门扉》一诗：

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

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⑥

该诗前两句以“门扉”写“心扉”，告诫人们在

任何时候都要学会沉静自守，后两句指出“道”就

存在于心门的一开一合之中，别有一番佛教禅意

诗韵味，整首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周敦颐“主静

无欲”的哲学思想以及在恬静自然中与乾坤合二

为一的崇高境界。

“主静无欲”与“孔颜乐处”并非截然二分，因

为周敦颐提倡“主静无欲”就是为了寻“孔颜乐

处”。《四库全书总目》说：“周子之学，以主静为

宗。”⑦这有一定的道理，周敦颐的“主静”说来源

于道家哲学中的“主静”，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

有本质区别。周敦颐的“主静”说与道家哲学中

的“主静”都要求静心沉思，排除杂念，但周敦颐

的“主静”说作为人们修身之法，它的目的是“求

道”，进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入世境界，从而实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标，而道家哲学

中的“主静”则是主张绝对的“静”，它追求的是与

宇宙本原一致的主体之精神自由，即人们常说的

“逍遥游”，其目的在于出世，所以归根结底，二者

还是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区别。

三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
程颢与程颐在青年时期就学于周敦颐，因此，

周敦颐的诗文观对“二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

影响各不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二者的性情不

同，亦或是遗传基因的差异。程颢认同周敦颐的

诗文观，因此他的诗中多言“性”与“理”等哲学理

念，此外，程颢与周敦颐的诗作在题材、主题与写

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程颐却比较

排斥周敦颐的诗文观，他主张“道为文心”，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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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５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３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４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８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１页。
永誽：《四库全书总目周元公集》，载《周敦颐集·附录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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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的一面，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潜心于

写作是“玩物丧志”，文辞优美的作品如同俳优，

但是程颐并不是全面反对诗歌，他只是反对不含

理趣的诗歌，反对不追寻“理”而追寻文辞的行

为。《二程集》中收录程颢诗作六十七首，其中不

乏《春日偶成》这样的佳作，程颢的诗作从宋代至

今都广受好评，而程颐存世诗歌较少，《二程集》

中仅录有三首。“二程”的弟子不少，其中杨时、

游酢、尹蔰等人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诗文观，

他们对天理性命进行宏大叙述，留下了许多脍炙

人口的诗作。

由于周敦颐、“二程”及其门人的诗歌影响较

大，所以王利民“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这

一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定义为‘濂洛

风雅’”①，因为周敦颐开创的学派被后人称为“濂

学”，“二程”开创的学派称为“洛学”。具体来说，

王利民认为周敦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

“二程”及其门人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

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

波，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王利民觉得周

敦颐开创的濂学有学派之名，而无学派之实，“二

程”才算是真正的开宗立派。从以上可以看出，

王利民将“濂洛风雅”一词的范围限定在濂洛一

脉，文章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二程”及

其门人之后，随着时局、地域、士风和学风的变化，

社会上延伸出了关学、闽学、湖湘学、浙学等新诗

风，如张载、邵雍、朱熹、王阳明等人，“濂洛风雅”

已不足以概括当时百家争鸣般的精彩局面。

“‘濂洛风雅’发源自理学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映衬了古典诗歌情境化审美向近世诗歌义理化审

美的转型，它展示了理学家的诗意生存状态，并以

审美的方式参与了新儒学的重铸。”②

南宋理学家金履祥曾编撰理学家诗总集，命

名为《濂洛风雅》，该总集共六卷，自周敦颐起，终

于王侣，一共有四十八人，该书最前页仿照吕本中

《江西诗派图》作了“濂洛诗派图”，以师友渊源为

谱系，并附有濂洛诗人简单的生平仕历。清代张

伯行选取周敦颐至罗洪先等十七人之诗凡九卷，

亦命名为《濂洛风雅》，该书从选目到编排都与金

履祥所编书不同。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从金履祥

与张伯行所选人物来看，他们认为的“濂洛风雅”

之范围就宽泛很多，濂洛关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基

本都包含在内，周敦颐还是初澜，主潮则变成了朱

熹等人。

由于金履祥编撰的《濂洛风雅》是古代第一

本理学家诗总集，所以一般认为“理学诗”诞生于

此。所谓“理学诗”，从广义上来说，就是指以理

论入诗，如魏晋玄学诗、两宋理学诗和佛教禅意诗

等，但是并不是所有蕴含理论的诗歌都可称为

“理学诗”，“理学诗”中所阐发的理论是形而上

的，它与主流诗歌存在一定的隔阂，其哲学性胜于

文学性。从狭义上来说，“理学诗”就是指两宋理

学诗，它是与“理学”（新儒学）诸学派同时出现的

一种诗体，理学家在运用诗歌来纪事、咏史、记游、

酬唱的同时抒写理学境界，表达理学感悟，阐述理

学思想③。王传林认为，“‘理学诗’的生发是在汉

唐‘抒情’与‘言志’诗风上的一种诗歌创作范式

的创新，它是因循先秦儒学在唐宋之际的新变之

路向与北宋时代精神之向度而产生的”④。文章

十分认可这种观点。由于宋明理学也被人们称为

宋明道学，所以清儒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

《濂洛风雅》提要中也称两宋理学家所作诗歌为

“道学之诗”。

周敦颐作为“濂洛风雅”之初澜，无论在以理

入诗的诗歌内容还是在古朴坦易的诗作风格上，

都是宋代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后世理学家作诗

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影响。从周敦颐起，“理学诗”

逐渐在宋代诗坛中崭露头角，为宋代诗坛带来了

一缕别样的新风。

结语

吟诗作赋是古代文人交际的重要形式，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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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民：《濂洛风雅论》，《文学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王利民：《濂洛风雅论》，《文学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张海沙，曹阳：《论诗学审美范畴“机趣”———兼论机趣与理趣之区别》，《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王传林：《北宋“道学之诗”中的“趣”与“理”》，《中国诗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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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也不能免俗，作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

颐就是其中一位，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诗可以

兴”与“文以载道”的诗文观，并将此观点运用到

诗歌写作中，形成了世人熟知的濂溪范式。自宋

至清，世人围绕周敦颐写作了不少的诗歌，如缅怀

周敦颐的祭祀诗、对周敦颐的忆念诗、在相关地方

的交游诗以及阐发周敦颐思想的哲理诗等等，这

些诗歌被统称为“濂溪诗”。苏轼也曾作过“濂溪

诗”，他对周敦颐非常推崇，只因他的精神追求和

理想品格与周敦颐十分契合，苏轼曾说“先生岂

我辈，造物乃其徒”①，并赞之以“全德”。周敦颐

的诗歌中蕴含着深刻哲理，这开启了宋代诗歌与

哲学发展的先河，他创作的诗歌写作范式和哲学

论纲式的表达为后人利用或引申留下了十分广阔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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