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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先生所创唯物主义，比笛
卡尔早了500多年，世界唯物主义
哲学之父，张横渠当之无愧。”1960
年，英国陆军元师蒙哥马利将军访
问西安时，对陪同他的周恩来总理
如是说。

今年4月 26日和 5月 17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
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金
石名言就是出自横渠先生——张载。

在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城
东26公里处的横渠镇，一座以宋式
为主，兼有明清特色的院落，静谧
而厚重地驻居在街巷一隅，这便是
大名鼎鼎的张载祠，也是横渠书院
所在地。

祠中松柏掩映，郁郁葱葱，一
棵高9.3米的张载手植柏穿越古今，
昭示着祠堂的厚重与深沉。柏树枝
干盘若蛟龙，虽历经近千年，至今
仍焕发生机，青枝直指天空。一批
批游人漫步祠中，聆听工作人员讲
解“横渠四句”，品读“东铭西
铭”，若有所思，鲜有喧哗嬉闹者。

一生坎坷志存高远
执著立言创立关学

张载，原籍大梁 （今河南开
封），天禧四年（1020年）生于长安
（今陕西西安），字子厚，世称横渠
先生，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也

是关学宗师。他为后世留下的“尊
礼贵德”的人文价值、“横渠四句”
的太平理念、“天人合一”的精神境
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
作用。

史料记载，张载从小天资聪
明，15岁时，父亲张迪病故，家人
决定将其移棺至原籍大梁安葬。张
载和 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陆氏，
护送父亲灵柩，行至横渠镇时，因
身上盘缠不足，又听前方发生战
乱，于是将父亲安葬于横渠镇南 8
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上。从此，张
载便在眉县安家，入横渠镇崇寿院
读书，后来被邀至开封、长安以及
武功绿野书院、扶风仙山寺等地讲
学，门徒多为关中地区学识之士和
在职官员。

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
扰，庆历四年（1044）十月，朝廷
与西夏议和，并向西夏“赐”绢、
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张载一直有
精武救国思想，他就向时任陕西经
略安抚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
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
欲收复被西夏夺去的洮西之地的设
想。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见
了张载，认为张载作为儒生，日后
定成大器，便劝他弃武从文，勉励
他从《中庸》读起，研习儒家经典。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
家苦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
是，遍读佛、道家之书，后觉这些
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
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历经十余年
攻读，张载终于悟出了儒、佛、道
互补、互通的道理，逐渐形成独特
的关学体系。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
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
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
兄弟同登进士。此后，他先后任祁
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
县令 （今陕西宜川境内） 著作佐
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
判官等职。

在作云岩县令时，他办事认
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
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
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
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
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
疾苦，提出训戒子女的道理和要
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
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
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
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
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
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
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
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
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
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
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
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其
间，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
边事状》 和 《经略司边事划一》
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51岁时，因对王安石新政变法
有看法，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依
靠家中薄田生活，在少时读书的崇
寿院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
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
书……”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

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
了总结，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
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在横渠镇崖
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
保存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
“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被推
荐得以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支
持推行复古婚冠丧祭之礼未果，又
借病辞官回家。当年农历十二月行
至临潼，当晚住馆舍，沐浴就寝，
次日清晨辞世，终年 58 岁。辞世
时，仅有一个外甥在身边，在长安
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安
葬。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
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在张
载祠南 7公里处的大镇谷迷狐岭，

张载墓便坐落于此。这百亩墓园，
是张载及其父张迪、弟张戬的安葬
之地。张载讲学的崇寿院也被改为
横渠书院，后辈尊称张载为“横渠
先生张夫子”。

“横渠四句”关学精髓
治世施政立心立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2007年 4月 13日，前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
学对学生讲“立命”时讲到了
张载的“四为”思想。2005
年，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
问大陆，在北大发表演讲时，
同样提到了“为民族立生命，
为万世开太平”，与年轻学子共
勉。

在张载的精神遗产中，这
四句名言被广为传诵，也是其
思想的精髓所在，冯友兰称其
为“横渠四句”。这22个字所蕴
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用较

通俗的话来解释，即要探究宇
宙的规律，寻求人类健康发展
的真理，继承先贤圣人的进步
思想，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治国
理政，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人类
都过上幸福无忧的美好生活。
这便是张载的治世施政理念。

史料记载，张载为官时勤
政有为，忠于职守，宋英宗时
协助渭州军帅蔡挺筹划边防事
务，军府之事无论大小他都处

理得井井有条。再者，他秉公执
法，曾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南）
审理忠正军节度副使苗振贪污案，
查实并无贪污的事实，苗振因此由
死刑改判为撤职。

张载学术文献集成与理学研究
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林乐
昌认为，“横渠四句”前三句，意在
为社会奠立长久的精神文化根基，
体现了张载的远见卓识。
“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古代知识

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典表述，也
是最具中国风格并影响至今的大国
和平理念。“‘四为’涉及到人类的
价值目标、生命意义、道统传承、
社会理想，展现了张载博爱的情
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意
识。”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
授刘学智说。

张载一生清贫，常年与百姓生
活在社会底层，体味着百姓生活状
态，积极推行自己“民胞物与”的
仁爱精神，“敬德爱民”的道德风
范，“精思力践”的学风，“大心体
物”的气度，“太虚即气”的唯物宇
宙观，“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共
同构建起“关学”思想的学术体系。

据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
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介绍，“关
学”是张载始创，后由他的弟子及
南宋、元、明、清的后继者一脉相

承，在关中地区流行的一个理学学
派，和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
“洛学”、朱熹的“闽学”，共同形成
了宋朝理学的四大学派，人们称为
“濂、洛、关、闽”。

熙宁九年（1076年）秋，57岁
的张载终于完成了体现他哲学思想
精华和体系的重要著作——《正
蒙》。“横渠四句”即是他哲学主旨
的集中体现。宋仁宗皇祐五年
（1053年），岐州（岐山县）大旱致
灾，导致庄稼严重歉收。张载听说
后，每次吃饭时，对着饭菜都无法
下咽，同情饥饿百姓。希望官员应
像爱护自己和对待朋友一样，关心

百姓和世间生灵万物。
在张载祠内，矗立着两块分别

刻着《东铭》和《西铭》（又名《订
顽》）的石碑，《西铭》取自《正
蒙?乾称篇》，著名的“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思想就出自这篇短文：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
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
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眉县张载祠文物管理所所长何
宏恩说，张载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同
胞、万物视为自己的朋友，蕴含着
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和
精神追求。张载的一生，就是“民
胞物与”的真实写照。

刘学智称，“民胞物与”的伦理
情怀最能体现张载仁孝的思想精神。

在社会伦理层面，每个人都应
该尊老慈幼，履行自己的道德义
务，都要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将那
些“疲癃、残疾、惸独、鳏寡”者
视为自己的兄弟给予同情和爱护。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蕴含着建
立在天人一体、万物同根基础上的
博爱精神，倡导了仁爱忠孝的伦理
情怀，这也是《西铭》的核心精
神。历史上，“民胞物与”激励着仁
人志士救国家于危难、拯生民于涂
炭。在今天，它仍旧启示我们以天
下为己任、关怀社会、关注民生，
自觉肩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另据何宏恩介绍，张载及其思
想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同样影
响深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海内
外专家学者，张载后学后裔，不远
万里前来张载祠拜谒求学，开展学
术交流活动。此外，一些有关张载
尤其是“四为”思想的著作在海外
出版发行，且《西铭》也已入选日
本及韩国教材。

“六有”“十戒”规范伦理
教子育孙礼德兼修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
一生大部分的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
教书育人。《宋史》张载本传以
“尊礼贵德”评价张载之学。张载
伦理学由礼论和德论构成。礼论，
属于张载伦理学的“规范伦理”。
对于个体修养，他主张“知礼成
性”“以礼成德”；对于教育内容，
他主张“以礼为教”；对于社会风
气，他主张“用礼成俗”。

张载极其重视对家族子弟及学
生的道德礼仪教育。眉县政协原主
席、地方文化研究者卢文远称，针
对家族人员，张载制定了基础的家
规家训，即“六有”“十戒”，规范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
“六有”是张载15岁时护柩回

籍途中，在勉县拜谒武侯祠后题
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
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
是：说话应有教养，行动应有规
矩。白天要有所作为，晚上应当静
思自己的心得。休息时必须保养身
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
外驰，而要有收获存养。

后来，张载又提出了“十戒”：戒
逐淫朋队伍；戒好鲜衣美食；戒驰马
试剑斗鸡走狗；戒滥饮狂歌；戒早眠
晏起；戒依父兄势轻动打骂；戒喜行
尖戳事；戒近暱婢子；戒气质高傲不
循足让；戒多谗言习市语。

这十条戒规也反映了张载及家
族的一种文化信念，为张氏后裔子
孙为人处世立下了规矩。在“六
有”“十戒”的基础上，张载还提出
了更高的道德规范要求，特别是撰
写了《东铭》《西铭》训辞，书于书

院大门两侧，是家族弟子与学生必
须烂熟于心的座右铭。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

弱，所以幼其幼。”

“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

匪懈。”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

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东铭》强调做人要诚实，既不
要欺骗别人，也不要自欺欺人；《西
铭》强调要有博大的胸怀，孝顺长
辈，慈爱孤弱，救济天下困苦百姓。

张世敏，是张载的第28代嫡孙，
住在眉县槐芽镇西柿林村。据他介
绍，目前全国有80余万张载的后裔，
他们都能不卑不亢，诚实做人，世代
耕读传家，时刻不忘先祖教诲，始终
恪守先祖遗训，家族内互敬互助，孝
老爱亲，遵纪守法，安贫乐道。

张载的哲学思想和家规家训泽
被后世。熙宁九年（1076年），号称
“蓝田四吕”的吕大防和张载的学生
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制订和实
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村规
民约”——《吕氏乡约》：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
恤。《吕氏乡约》充分体现了完善自
我、服务社会、促进文明的精神，
这是对张载的告慰，也是实践关学
“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
作。

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
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
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张载的家规家训，体现了张载
的思想精华，既有思想境界极高的
“四为”“六有”，也有规范具体言行
的“十戒”，为张载后裔子孙确立了
精神思想的追求方向和立身处世的
行为准则，至今仍被张氏子孙铭记
于心，世代传承，并且传遍关中平
原、三秦大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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