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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有二：一是梨洲義理的釐定，二是梨洲與明清之際儒學焦點轉移的關係，故全文主要順著這兩大主軸進行。首先，筆者嘗試從梨洲的文字當中，為梨洲建構出一套義理模型，並從中歸納出「一本萬殊」的精神，以貫串整個梨洲思想。然後再把梨洲義理架構重新放回到思想史的線索，選取了蕺山、陽明、朱子三人，從梨洲對這三人思想的理解出發，從中看出梨洲對於前代思想的發展關係。最後再統合分析前面的成果，歸納出從梨洲思想看明清之際儒學轉型的關鍵。而經由這樣的論述過程，發現梨洲義理的形成和明清之際儒學焦點的轉移這兩個問題不約而同都扣緊了同一個樞紐─「氣」。從梨洲文字中不難看出其兼具「重氣」、「重心」兩種意思，但若加入思想史脈絡的考量的話，雖然梨洲是繼承心學的傳統而來，但可清楚發現其義理中強烈的重氣思想卻非傳統心學所能涵括的領域，其有關「氣」的主張乃是承襲蕺山而來，進一步成為其「致用」的理論根據。而循著前面的討論來看明清之際儒學焦點的轉移時，大致可從本體論、工夫論的轉向中，歸結出一個問題意識的移轉，也就是從「明體」到「致用」。換句話說，此時所關切的已不再是道德實踐如何可能的問題，而是如何在現實中具體實踐，以維持這世界原本應有的合理狀態。因此，透過梨洲思想來看明清之際儒學焦點轉移的最大意義，便在於提出一個「氣即理」的理論根據，藉此把成德、讀書、致用都統攝入一心的活動中。是故，在同樣尋求「經世致用」的風氣下，梨洲乃是順著心學進路而往外開拓，這中間正可以給予我們從內聖通外王的一些啟示。
	關鍵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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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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