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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以毛奇齡《四書改錯》為對象，研究毛奇齡之《四書》學。文中透過與朱熹的對比，釐清兩人在義理系統上的差異。前兩章較全面的探討了毛奇齡的《大學》學及《中庸》學；後兩章則選擇重要經文加以分析，突顯兩人在解經上的特色；並透過毛奇齡對核心觀念的詮釋，掌握其《孟子》學與《論語》學。


第一章，以《大學證文》為研究毛奇齡之起點。毛奇齡重視考據訓詁，對朱熹改動《大學》表示不滿，並從「解經方法」的角度提出批評。毛奇齡另一部《大學》著作乃《大學知本圖說》，此書宗尚古本《大學》，以「大學有本」、「格物知本」、「格物以修身為本」、「修身以誠意為本」的綱領，重新疏通《大學》原文。這些解釋兼採各家之說，成為完整的體系。在這些基礎上，《四書改錯》對朱熹解「格物致知」提出「知與行斷港決流」的批評，並指出工夫只在「誠意」。


第二章，借助「之謂」句的句法分析，釐清朱熹和毛奇齡兩人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的歧義。毛奇齡以「生之為性」解「天命之謂性」，其實是「以氣論性」。毛奇齡以氣論性，認為氣是化生萬物最基本的質具，氣凝聚所生之人，天生就有仁義禮智、血氣心知、口目之欲的特性。正因為是「氣」，所以可化，「修道」或「教化」的意義正在於讓這些複雜的氣質往善的方向發展。《中庸》下半部以「誠」為核心，毛奇齡以「誠者」和「誠之者」為脈絡加以開展，反對朱熹以「天道」、「人道」的詮釋角度解「位天地、育萬物」。他認為《中庸》言「誠之者」正是要勸學者要「誠之」，而關鍵就在於「慎獨」，即在意念已發，喜怒哀樂未發時，作「誠意」工夫。


第三章，主要討論《孟子》中的「心」以及「不動心」的工夫。毛奇齡解「仁義禮智根於心」，從「以氣論性」的角度來說，他認為「心為性之根」；但性即心，心即性，兩者其實是一體的。心有「操則存，捨則亡」的特質，心不能不動，所以要有「不動心」的工夫加以把持。朱熹解此章時說主要工夫「持志」、次要工夫「養氣」，而最重要的工夫又在於「知言集義」。毛奇齡認為不動心的工夫，不像朱熹所說支離繁瑣，他透過訓詁的方式說明「志至焉，氣次焉」的主從關係，並以此強調工夫只在「持志」一端。


第四章，朱熹和毛奇齡兩人解「克己復禮」，足以代表宋儒與清儒的普遍差異。朱熹解「克己」為「戰勝私欲」，毛奇齡解「克己」為「約身」。清儒摒棄了天理人欲對立的詮釋角度，回復古註，要求「克己」與「為仁由己」之「己」字的一致性。一方面展現出清儒善用解經方法對宋儒提出批評的特色，一方面也顯現清儒將「己」從「天理人欲」的對立關係中解放，而強調道德主體的重要性。本章另一重心是朱熹與毛奇齡兩人詮釋「忠恕」的差異，毛奇齡對朱熹以「天道」、「人道」言忠恕並不以為然，他以平實的角度解忠恕，即推己及人而已；然而忠恕二字只要單提恕字即可，因為聖學必須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落實；推己才算是盡己的完成。這可從兩人對「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的詮釋中說明，毛奇齡認為孝弟就是仁行，朱熹認為孝弟只是行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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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中國哲學論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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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四月第一版


吳雁南：《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二○○一年九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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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八（民七七）二月初版


姜廣輝：《經學今詮初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年六月初版


姜廣輝：《經學今詮續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一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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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鹿：〈朱熹之《四書》學及其道統論的關係〉，《經學研究論叢》第四輯，桃園：聖環圖書，一九九七年（民八六）


朱嵐：〈論孝為仁之本〉，中國哲學史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鄭吉雄：〈論錢穆先生治學方法的三種特性〉，山東：《文史哲學報》第二期，山東：山東大學，二○○○年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六期，臺北：東吳大學，二○○○年（民八九）五月，頁一○五～一三○


陳居淵：〈毛奇齡與乾嘉經學典範的重塑〉，浙江學刊二○○二年第三期
	指導教授	
      	  岑溢成(Yat-Shing Sham)
      	 	審核日期	2005-7-24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