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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儒学学案

陈荣捷儒学学案

陈荣捷(1901 1994) ，广东开平人 。 现代哲学史家、朱子学专家，

美籍华裔学者 。

陈荣捷幼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 0 1916 年春，考入香港拔萃书

院，同年秋考入广州岭南学堂 。 1917 年，进入岭南中学，五四运动时积

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部长 。 1924 年，于岭南学院

(后改名为岭南大学)毕业，赴美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英语系、哲学系

学习。 1929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30 年，任岭南大学教务长 。

1932-1934 年，兼任中山大学教授。 1935 年秋，赴夏威夷大学任教 。

1939 年，与哲学界知名人士发起创设"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1940 年，

兼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 。 1942 年，任新罕布尔什州达特默尔学院

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 。 1951 年，任达吨默尔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 1978

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 1980 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及比较

哲学学会"会长 。 1986 年，任北美华裔学人协会副会长 。 1994 年 8 月

12 日病逝 。

陈荣捷是 20 世纪后半期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新儒学与朱嘉研究的

权威，在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学研究及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学方面均有

重要贡献 。 40 50 年代，其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哲学等的总体

性论述方面，在此期间有英文著作《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国哲学

历史图表 》、《中国哲学大纲及附注参考书目》等。 60 年代，为《大英百

科全书 》等撰写有关中国哲学包括儒家等思想家的文章和条目，一时被

欧美学术界誉为把中国哲学最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大儒。 60 年代以

1 



20 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下)

后，其学术研究逐渐转向新儒学领域，并越来越专注于朱襄的研究。

1963 年，出版英文译著《王阳明的传习录及其他著述)) 0 1967 年，出版

英译《近思录)) 0 1982 年，出版了两部朱襄研究的中文著作一一《朱子

门人》和《朱学论集)) 0 1988 年，出版《朱子新探索》一书，所论多为学者

历来所不及论者，涉及朱裹生平、思想、事迹及其有关的历史人物，发掘

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大大细化和深化了朱裹研究。 1990

年，出版《朱襄)) 0 1992 年，出版《近思录详注集评》。除此之外，陈荣捷

还有英文朱子学论著<< <近思录〉一一新儒学文选》、《新儒学词释: <北溪

字义> ))、《朱嘉的生活和思想》、《朱子新研究》等。

~ 

(法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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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儒学学案

朱嘉集新儒学之大成①

陈荣捷先生原著 : CHU HSI'S COMPLETION OF 

NEQ-CONFUCIANISM ， 为法国巴黎大学华学大师

E. Balazs~己念论文集而作，载于《宋学 ))(SUNG STUDIES) 

一志中 。 陈先生著作等身。现任美国 Chatham College 退休

荣誉教授。 在美国普林斯顿、哈佛、加州、哥伦比亚等著名大

学宣扬中国思想并翻译儒佛经籍，在当代实无出其右 。《 六祖

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俱有英译本。其论著散见国内外

杂志 。 承陈先生邮赠本译文英文原著，谨译出藉酬奖掖后学

之盛情。道远难以请益，当自负谬误之责。附注中有仅引书

名卷页数而未引出原文者极多，兹特引录房、文原句。此虽使

篇幅增繁，然一以便省读者之翻阅，二以使读者得进窥陈先生

于新儒学寝馈之深与治学方法之密 。 自信费时因多，功不唐

捐 。 又陈先生文中亦有摘译诸儒原文，而未加引号者，译者特

于诸儒文集中察出刀子、文，仍保持原句为译文。此不仅意在存

真，且使读者多能远契先儒论学论道之本来面目与精神耳 。

译者

治中国思想者，咸知朱蕉为将新儒学导致最高发展最伟大之新儒

家，但其贡献之在哲学上重要性，则殊少论及。②《宋史》引述朱嘉高足

黄斡 (1152-1221)语，"道之正统，由孔……孟而后，周、程、张子继其

① 本文由万先法译。

② 钱穆在《思想、与时代))1947 年 9 月 号第 13-17 页，曾略述其贡献。

3 



20 世纪儒学通志·学案卷(下)

绝，至先生而始著"①。但《宋史》于朱子之如何有功于儒学亦未予阐

述 。 黄斡于其《朱子行状 》中谓其师于周、程、张、邵四先生之书，为之衷

集发明，但勉斋亦未有所阐发。② 自来学者固多觉察朱子之重要贡献，

但若非概括之论述，徒谓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即仅简述朱子学术之一

二点，几无一能外乎此者。吾人应特别认识朱子于儒学之基本改变以

及其改变之哲学上的重要性 。

"集大成"一词乃孟子用以赞述孔子，犹之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

一大成。推孟子之意，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③柳下惠圣之

和者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 依朱子之释，三子为一小成，而孔子则合

众小成而为一大成。⑤ 当其训释孔子之际，朱子或未逞以大成自居，但若

就新儒学而论，朱子之所成就者，亦正如孔子集前圣之成就。

朱子之集大成，约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传

受道统之建立，以及《论》 、 《孟 》 、 《学 》 、 《庸 》之集合为四子书 。 凡此俱关

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 。 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

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⑤ 朱子固未运

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

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 。 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

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 。

新儒家哲学之完成

朱子于新儒家哲学之完成，诚有多端。兹从四方面论述之:

① 《宋史》卷四二九， ((朱蕉传 )) ， 第 1 9-20 页 。

② 《勉斋集》卷三十六，第 43 页 。

③ 据传统所述，伯夷忠于商 。 商为周灭，耻食周粟以至饿死 。 伊尹事汤建国 。 柳下惠在孔子

以前，曾为鲁吏，以诚实与清廉著称 。 见《论语 · 卫灵公第十五)) ，第十三章 。

④ 《孟子 · 万章第五下 )) ，第一章。

⑤ 《孟子集注·万章下)) ，见"孔子之谓集大成"句下朱注 。

⑥ 如周予同《朱裹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 935 年版 )第 21 页有云 :"朱裹之本体论，实混合周程

之说而又与周程各异，朱慕之所以集宋学大成者在此，而朱蕉之所以无创见者亦在此 。"以及常盘

大定 :((支那亿于付毛佛 k 教儒教道教)) ，东京东洋文库 1 930 年版，第 336 页 。 两人俱不以朱嘉为

开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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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儒学学案

(一)确定新儒家之方向

新儒家在第 11 世纪之兴起，固由于儒学攻击汉代经典版本注疏之

学以及唐代文学之研求。而佛学发展之挑战与夫宋代建国以来，社会

与政治改革之迫切，其势俱需要在观念研讨上，有所转移。因之，经籍

中之《春秋》与《易经》在当时蔚为钻研兴趣之热潮。所谓宋学三先生胡

玻(993 1059) 、孙复 (992 1027) 与石介 (1005-1045) ，均孜孜于《春

秋》。胡暖、司马光(1014 1085) 、王安石 (1021 1086) 辈则致力于《易

经》讲授与撰注 。 前者探讨政府治平之原理，后者示人以待人接物之方

与实务。就儒学历史言，此一运动之创新，实由于在各方面均已远离汉

唐儒家之学风 。 因而成为新儒学。但其学术兴趣，基本上仍是传统，亦

即仍在个人修养、社会秩序与世界和平。如实言之，学者如司马光、王

安石终乃经世之士。但至 11 世纪末，新儒学有较高之发展，使儒学进

入一新境域 。 所谓北宋五先生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与邵雍，固不仅

有志于经世之务，抑且更进而寻求了解事物之理与性。整个运动由此

而推动而发展，名之为性理之学。

但若以五先生所趋之方向全同，或共同凑集于理之观念，是亦不

然。周敦颐以所著《通书》及《太极图说》见称。前者之基本观念为诚，

后者所强调者为静， ①《 图说》简言之谓"元极而太极"。又谓"太极动而

生阳……阴，两气交感，而化生万物，惟人得其秀而最灵"。又谓圣人

"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而主静为本"。周子得太极图于道家穆伯长，伯

长传自陈传( 9.06 989) 0 <<太极图说》忌在探讨上是唯理，而其含有道

家气味则显而易见。理字固见于《通书户，但在书中并非重要 。

理字常见于张载与邵雍著述之中。但此亦不过《易经》之"穷理尽

性以至于命"③学说之重述，尚非一种哲学系统之主旨 。

在张载，存在之基本要素为气。张子认气与太极为一，阴阳为其两

面。就体言，当其发散而未凝聚，气为太虚。就用言，当其动静，其聚散，

气为太和。在其持久凝聚与发散之过程中，有若干基本法则之运行。如

① 参见陈译: << 中国哲学资料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 196 3 年版，第 463-465 页 。〈 以后所

引，简称陈译《中哲资料)) 0 ) 

②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第 474 页 。

③ 《易经·说卦)) ;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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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物必有对，无物可以孤立 。 抑且，依理言，物有始终，有聚散 。 因之，理

自有其重要之地位，但根本要素仍为气。① 在邵雍，存在之基本要素为

数 。 良以宇宙之运行或变动由于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而数生于

理。② 理虽重要，但仍属背境。能使理之观念为其哲学体系之基石者，唯

两程子为然。事实上，使理之观念居于中国哲学史最关键之地位，以两

程子为先河。 理之观念初不为早期儒家所重，亦每为汉唐时代所忽视。

但在佛教之冲击下，尤在华严宗事理圆融观之哲学，发展至顶峰情况之

下，早期新儒家亦唯有亦步亦趋，寻摘上述《易经》语，以为支援。二程兄

弟不仅有如其他新儒学所为，只仅发挥上述《易经 》语之观念，而继而使

此理之观念，为其整个哲学之中心 。专 依二程言，理同于人之性，物之性 。

程颐云，"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④ ，一物须有一理"。程颗亦云，

"有物有则，万物皆有理 。 }I顶之则易，逆之则难"③。

吾人可知 11 世纪末，新儒学中，约言之，有四种趋势，一为虽唯理

而带有道家气息，一为集中于气，一为数，一为理。苟朱子所偏好于张

邵之哲学，或周敦颐道家之倾向，则新儒学在近七百五十年来之往程，

必将全异其涂辙 。 但朱子采择二程兄弟唯理哲学，尤以程颐思想为甚。

驯致其结果，整个新儒学运攻，至今称之为理学或程朱学派 。

在朱子抉择中，使新儒学免沦为道家之厄 。 吾人前已指陈周敦颐

思想、著述中之道家成分，当时对于《易经》之广泛兴趣，诚易使新儒家为

道家哲学所吸引 。《易经》一书在前数世纪，固大半用为道家之占卡也 。

新儒家一(理或气〉生二(阴阳) ，与二生万物之基本宇宙论，有如《太极

图说》所显示，亦可于老子书中寻其端绪 。@ 佛学元论在理之观念上与

心性之学上，俱有莫大之影响 。 新儒家固极反佛与反道⑦，但佛道两家

① 《正蒙·太和篇第一》。 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第 500-507 页。

② 《皇极经世书》卷七下 ，第 ] 9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第 490 页。

③ 参见英文陈著《新儒学理之思想演进》一文，载《清华学报 》新 4 卷第 2 期 (1964 年) ，第

1 23-149 页。并见万先法译文，(<人生 》第 31 卷第 6 期 (1966 年 10 月) ，第 18-25 页 ;第 7 期 (1966

年 11 月) ，第 12-20 页。

④ 《诗经》第 260 篇 ， <( 杰民)) , "天生茶民，有物有则" 。

⑤ 《遗书 》卷十八，第 9 页，及卷十一，第 5 页。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第 62 节，第 540 页，及第

48 节 ，第 5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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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老子 》第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 "

⑦ 见陈译《 中哲资料 )) ，第 543-546 、 695 、 7 00 、 714-715 页。



陈荣捷儒学学案

学说凌驾儒学之危机曾如是之大而真实。

如何扬抑于佛老之学，朱子之地位实居关键，而朱子抑之 。 其于周

敦颐，吾人可知朱子费尽心力，在其注周子《太极图说》中，以儒家思想

解释道家极显明之无极观念。因而将周敦颐道家思想洗涤荡尽。其于

邵子则简直弃之而不顾 。 其最佳例证莫于其摒弃邵雍于其所辑《近思

录》之外。在淳熙二年(1175) ，朱子与吕祖谦两人，于周敦颐、二程兄弟

与张载四儒著述之中，选辑六百二十二条，以代表新儒家之全部教义。

此一部《近思录>>，实是第一部新儒学之专集，并作为以后《性理大全》一

书之范本 。 此部《性理大全>)，自永乐十三年 (1415) 以至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以来用作国家考试取士之资。其影响并笼络中国思想者达五百

年之久 。 此辑录并为自朱子以至 19 世纪以来，儒家之无数辑录之鼓舞

与垂范。①

邵雍完全槟弃于《近思录》之外 σ 并未自其集中直接征引一节，仅

程颜引述其语一次而已。② 邵雍之所以全然根弃，乃由于邵子于孔门

谈论仁义之基本教义，几至未予论述。但尤为重要者为邵子哲学在本

质上道家气味过重。邵雍象数之学得自于道家李之才，③而李则由陈

持所传授。@ 朱子避而不录邵子者，乃使新儒学远离于道家之轨道。

朱子之远离道家之嫌，即在细节上亦然。此于《近思录》中朱子曾

更改一段，可作明证。在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原作中，原句有谓"故

曰性其情"，又谓"故曰情其性"。朱子将此两句俱予删除。良以前一句

来自王粥 (226 249)之注《易 户，在其《易》注中正反映汉儒性善而情

① 此类《近思录》后继解题 ，详见陈译《近思录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序言 ，

第 35 页，附注 113 0

② 《近思录》卷五 ，第十五条 ，有"尧夫解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一段。并见陈译《近思录 )) ，第

16 2 页，附注 34 0

③ 《宋史》卷四二七 ， <<邵雍传)) 0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

闯物理性命之学乎 ?9雍对曰 : ‘ 幸受教。 F 乃事之 。 才受河图洛书葱葱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

传，远有端绪……"

④ 《宋史》卷囚三一，<<李之才传 )) 0 " 时苏舜钦辈亦从(穆)修学易，其未接受者惟之才乎。修

之易，受之秋放，放受之陈持。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⑤ 《乾卦)) ， 王粥注 。 "利贞者性情也 。"又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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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共同信念，而此一信念最受道家之影响。①

至若张载，朱子虽予盛赞，但其以气为终极实体之基本哲学，殊不

为朱子所愿接受。依朱子意，气一于性，但必须依附于理。朱子谓横渠

之于二程，犹伊尹伯夷之于孔子，②伊尹事太甲，伯夷宁饥死而不事武

王。孟子虽谓伯夷伊尹之于孔子，其圣一也，但伯夷之成德，为"非其君

不事"，伊尹之成德，为"何事非君"。惟吾孔子，"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

仕"③。易言之，张子气之哲学，得其一偏，而二程理之哲学，则圆融焉。

朱子之宗二程，其为一哲学性选择之结果，至为显然 。 姑不论自觉

或非自觉，朱子乃引导新儒学，出于唯物论(如张载)或道家之自然主义

(如周敦颐与邵雍)之樊笼，而环绕泞理之路线迈进。

(二)理与气关系之厘清

吾人经已说明二程兄弟以理作为其哲学之骨干。朱蕉以前，二程

已将理之观念发展至最高峰。依二程意，理为自明，为自足，为无所不

在，并且主宰万物。理不增不损 。 万理归于一理，盖定理亦理而已。理

即心、真实、宇宙秩序、自然法则与宇宙创造之理。理与人物之性为一。

同时又是善之长。④但二程兄弟于理气关系并无清晰之阐述。于此方

向，其名句为"论性不论气未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⑤。程

① 《近思录》卷二，第三条 。 载《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 。 此文亦见《伊) 11 文集 》卷囚，第

1-2 页 。 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 ，第 546-551 页，全译文。

② 《语类 》卷九十三 ，第八十七"横渠"条，第 37 5 1 页(第 13 页) 。 译者按:朱子此意，不仅《语

类 》上有是说，在"语孟集义序"中亦谓"若张公之于先生，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

子" 0 ((朱子文集 》卷七十五，第 20 贞 。

③ 《孟子 ·万章第五下)) ，第一章 。

③ 《遗书 )ì , "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卷一 ，第 2 页) 0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 (卷二上，第

19 页 ) 0 u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卷十一 ，第 5 页 ) 0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卷十一 ，第 11 页) 0 t'物则事也，凡事上穷极其理，则无不通"(卷十五，第 l Jil ) o "物我一理 ，才

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草一木皆是理"(卷十八，第 8-9 页 ) 0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

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 。 其实一也"(卷

十八，第 17 页 )0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 ( 卷十九 ，第 1 页 ) 0 "性即理也"(卷二十二上，第

11 页) (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ì) ， 第三十一章，第 3 、 23 、 62 、 70 各节 。 第三十二章，第 17 、 47-48 、 58 、

62 、 66 各节) ，以及《伊川易传 )) , "天下之理一也……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 ，则无能违

也" (卷三 ，第 3 页 ) 0 "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

孰能识之气卷三 ，第 6 页 ) 0 "在物为理"(卷囚，第 20 页) (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 ，第三 十二章，第

7 5-77 节〉 。

③ 《遗书》卷六，第 2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 ，第 536 页，第 36 节，及第 55 2 页，第 12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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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谓"气外元神，神外元气" 。 程颐亦谓"离了阴阳更无道"①。 程颐并

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予以细分。② 吾人似可说程颠重在理气之

合，而程颐则重在理气之殊。但为此区分二程，则未免过于简单。盖适

所引程子之名句，乃兄弟两人之语也 。 其主要关键，则在二程兄弟于理

气关系之阐述，终嫌笼统。理与气两者间究相同乎?抑相异乎?孰为

主从?孰为先后?朱子及其门人于此问题则反复辩难，讨论极多。③

亦如二程兄弟，朱子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

但又谓"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 。 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

开，各在一处 。 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⑤。朱子将理与气予以坚强

之判分。在朱子，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

为一 ，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为创造之因

以及常为至善。在另一方面，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

事物之变化 。 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为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

成，为可灭，为创造之具与资料以及具有善与恶 。 朱子谓"理也者，形而

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 吾人

或可说，在此理气之判分下，朱子在基本上宗程颐 。 但理气之景象，至

朱子则益显明确。

二程子并不关心理气如何依存与孰为先后诸问题。关于前者，朱

子之答复，为理气未尝相离 。 气未尝离乎理而独立，甚为显然，良以气

依傍理而行 。 但理可否离乎气而独立?朱子之答复亦为否定 。 依朱子

意，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 。 理非仅为意度或抽象 。 有存在之理，因

而理必存在，而存在则需气 。 朱子谓元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 亦惟

有是气，则理方有安顿处 。 理与气固相离，但因互相依存，故亦相即 。

① 《遗书 》卷十一 ，第 4 页 。 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 ，第 5 4 0 页，第 58 节 。 又卷十五 ，第 14-15

页 。 "离了 阴阳更无道 。 所以阴阳者道也 。 阴阳，气也 。 气是形而下者 。 道是形而上者 。 形而上

者则是密也 。 "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 ， 第 558 页，第 36 节 。

② 《遗书 》卷十五，第 14- 1 5 页 。 "离 了阴阳更无道 。 所以阴阳者道也 。 阴阳 ，气也 。 气是

形而下者 。 道是形而上者 。 形而上者则是密也 。"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 ，第 558 页 ，第 36 节 。

③ 《语类 》卷九十四，第 37 55-3794 页，专论周子之《太极图说》。 可见篇幅之多 。

③ 《语类》卷一 ，第六 "天下"条，第 2 页。并见陈译《 中哲资料 )) ，第 634 页 ，第 1 00 节 。

⑤ 《朱子文集》卷四十六 ， ((答刘叔书文书))，第 24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第 637 页，第 110 节 。

@ <<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第 4 页 。 并见陈译《中哲资料)) ，第 636 页，第 109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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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理于气之关系言，理不能仅谓为内在或超越，理实两者俱有 。①

至若理气孰先之问题，朱裹一再谓未有此事，先有此理。由于理为

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气自较理为后。甚至在天地禾判时，却有此理。

但朱子又谓此理是超时间性。朱子谓吾人不能说今日有是理，明日有

是气。朱子似力辩，依逻辑言，气须依理运行，故必先有此理，但实际上

两者不能孰为先后 。 此或即朱子所谓此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所

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但朱子自认此皆不可得而推究 。②

(三)太极观念之发展

理气之另一关系则涉及太极观念。于朱子以前，太极观念并不重

要。二程兄弟从不提及太极。③ ?在载、邵雍亦少论及，有之亦偶然。吾

人已知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但周子初本以《通书》见称 。《太极图

说》远与《通书》不类，因之有人怀疑周子未有《图说》之作 。④ 朱蕉于周

子著作中特表扬《图说))，并予重要地位，使之成为新儒学哲学之基石。

自朱子以来，<(太极图说》已为新儒家形而上学讨论之起点。《图说》已

成新儒学之辑录如《近思录》、《性理大全》诸书之首章。《 图说》由之亦

引起论辩达数百年之久。诚然，<(宋元学案》为减少争论，特将《通书》置

于《太极图说》之前。⑤ 但其争论在哲学性本身，并不比在太极图真伪

及其解说之多。在争论期中，((太极图说》仍为新儒家哲学之基石。朱

子之塑造新儒家哲学，仍以此《图说》为主要基础。朱子之所为，非仅只

综合诸儒之不同概念 。 此非仅为一结构上之重组或综合，有如吾人所

① 《语类》卷一，第十五"徐问"条十四"问有"条，第 2-5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634-638 页，第 110-113 节。译者按:卷一 ，论理气，朱子有谓"理未尝离乎气"。又谓"但有此

气，则理便在其中"。又谓"气依傍这理行"。"此本元先后之可言。"故理亦内在，亦超越 ，皆蕴

此义 。

② 《语类》卷一，第十五"徐间"条十四"问 有"条，第 2-5 页。并见陈译《中哲资料>)，第

634-638 页，第 110-113 节。译者按:卷一，论理气，朱子有谓"理未尝离乎气"。又谓"但有此

气，则理便在其中"。又谓"气依傍这理行"。"此本无先后之可言。"故理亦内在，亦超越，皆蕴

此义 。

③ 《伊川易传 · 易序》中，因提及太极，如谓"易有太极……太极者道也"。但此序系伪作 。

④ 陆象山:((象 山全集》卷二，<<与朱元晦第一书))，第 5 页。

⑤ 《宋元学案》卷十一《潦溪学案》有云 : "百家谨案:((通书》传道之书也，朱子释之详矣…

《性理》首《太极图说 )) ，兹首《通书》者，以《太极图说)>，后儒有尊之者、亦有议之者，不若《通书》之

纯粹元疵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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