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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藉由外緣、內因的探討，使我們得以瞭解晚明思想的活潑性與豐富性，並進一步說明進溪學之所以成於此時而不成於彼時，及其發明與可貴之處，此種種立言可以為當今社會人倫的關係，有一警策與喚醒的作用。蓋人們往往忽略「最容易的事也是最困難的事」，所謂「百姓日用是道」其道理再平常不過了，但真正有所體會而瞭解落實者，也沒有幾人；故此雖最為老生常談之語，但若忽略不再重視，則中國哲學之精髓必隨之蕩然無存矣！是故本文的目的在於重申近溪學之特色，並欲從「人倫日用」（孝、悌、慈）這個看似簡易平常，其實亦為吾人最易忽視或不易為之的地方來說明儒學的特性。然而，這個特色與傳統，在泰州學派中隨處可見，而近溪之學更是此一特性（極高明而道中庸）之代表。


其次，說明近溪學之所以被後人視為「情識而肆」之蔽（如劉宗周），乃因「人病」而非「法病」，是人在使用此「法」之過程中，因個人之疏而產生不正之病，故若就理論而言，泰州學派之產生乃時勢之所趨，因其順從陽明之理路調適而上遂，屬於自然之化境，故「捧茶童子是道」、「喝茶是道」，這種著重自然、肯認當下的化境，乃內聖學之最高理境。


儘管近溪、龍溪之說皆承繼陽明學，但二者各自發展的型態與面貌（即其所側重面不一）卻與陽明學有所不同，導致後人以「情識而肆、虛玄而蕩」來批評之。殊不知此二型態，乃陽明學發展之極至之化境；其中近溪之學更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化境且落實功夫之意義。但事實上，我們也不可否認，陽明學的提出是為這些新趨勢，揭開序幕的人。然在眾多的「新趨勢」之中，泰州學派更能推陳出新，敢於突破傳統，又能將思想見於力行之中，走向社會與民眾，形成一股「平民哲學」或「平民文化」。在這樣的「時勢潮流」之必然的趨勢下，泰州學派依從陽明學的原初精神---人人皆可為堯舜，從陽明學致良知之教，重「知」轉而為重「仁」之說。認為唯有「仁」處，才是成聖功夫之最親近處，反對將「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所以主張「破光景」一說。


文中會介紹泰州學派的淵源﹐和泰州學派的特色﹐以及如何發展至近溪而成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化境和功夫的實際落實處。此為第二章﹔由於近溪的思想即本體即功夫，所以本章為羅近溪之本體與功夫（一）；然而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說法，認為吾人可以分析地說，所以第三章主要為討論近溪本體論之思想﹐但其本體又不離功夫而言本體，因其說之特色乃即用見體﹐認為「百姓日用是道」﹐使得儒學於日用常行之間﹐因而主張「破光景」之說﹔第四章為羅近溪之本體與功夫（二），本章主要探討近溪的功夫論﹐因其從《大學》而展開其功夫系統﹐並申明「從孝、悌、慈以入聖」、「赤子之心：聖凡同具」等義理﹐並且在倫理實踐中﹐佔有重要之意義。又其為了說明當時社會風氣盛行「孝悌慈」之觀念﹐乃引用明太祖「聖諭六言」而有《太祖聖諭演訓》。是故﹐形成當時社會上行下效之風﹐因此﹐本文會簡述之。最後一章是結論﹐總結近溪學之特色-----極高明而道中庸﹐平易、親切﹐以及自然之風。並檢討此學說就其內在義理架構可能產生之不足處，以及筆者於此篇論文中因學力之限制，而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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