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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經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023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地點：中興大學人文大樓一樓 101 演講廳 
8：30-9：10 報到    黃主任東陽 (中興大學) 

9：10-9：20 開幕式  張院長玉芳 (中興大學) 

時 間 主持人 主講人 演 講 題 目 
9：20-10：20 
主題演講 

黃東陽 
中興大學 

杜明德 
高雄師範大學 「復」禮稱名商榷 

10：20-10：30 休       息 
時 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 

10：30-12：00 
第一場研討會 

黃忠慎 
彰化師範大學 

陳志峰 
屏東大學 

董仲舒《春秋繁露》稱《詩》與西漢《詩》
學風尚 

黃忠慎 
彰化師範大學 

林保全 
清華大學 

「歷史」與「理想」之間的游移：皮錫瑞
《經學歷史》對經學史論述方法上的檢討
與反思 

林葉連 
雲林科技大學 

張盈馨 
中興大學 

論《莊子‧齊物論》之結構及意涵 
陳慶元 
東海大學 

許慧玲 
臺南大學 

《船山經義》〈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不
顯亦臨〉之顯德與非顯德 

康凱淋 
中興大學 

12：00-13：10 午       餐 
時 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 

13：10-14：20 
第二場研討會 

謝瑞隆 
雲林科技大學 

陳峻誌 
亞洲大學 

清代的太歲太陰異同公案 
謝瑞隆 

雲林科技大學 

簡承禾 
彰化師範大學 

胡渭《禹貢錐指》對「三江」的考辨與致
用 

馮曉庭 
嘉義大學 

盧啟聰 
中央研究院 

論焦循《尚書補疏》對《孔傳》經學價值
之發明 

馮曉庭 
嘉義大學 

14：20-14：30 休       息 
時 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 

14：30-15：40 
第三場研討會 

黃繼立 
東海大學 

王世豪 
雲林科技大學 

從「正義」到「要義」——《九經要義》
對《五經正義》中讖緯經說之留存與去化
探析 

張書豪 
中正大學 

林彥廷 
高雄餐旅大學 

「此即弘揚劉門也」──方悟初《廣王陽
明四句教》對劉沅學術之繼承 

王世豪 
雲林科技大學 

徐偉軒 
臺北商業大學 

權德輿與貞元廟議略論 
黃繼立 
東海大學 

15：40-16：00 茶       敘 
時 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 

16：00-17：10 
第四場研討會 

楊  菁 
彰化師範大學 

侯美珍 
成功大學 

明初朱善〈金陵贈別序送彥晦先生南歸〉

考辨 
楊  菁 

彰化師範大學 

鄭栢彰 
臺東專科學校 

詮解孫嘉淦《南華通》以「儒理解莊」所
開顯的當世之用 

蕭振聲 
中興大學 

涂藍云 
中央大學 

論孔穎達《周易正義》中「氣」的特殊性 
李忠達 
東海大學 

17：10-17：20 閉幕式  黃主任東陽 (中興大學) 

註：主持人 5 分鐘，每篇論文宣讀 10 分鐘，講評 8 分鐘，三人綜合討論 11 分鐘，四人綜合討

論 13 分鐘。時間屆止前一分鐘按鈴一短聲，時間屆止時按鈴二長聲。【 線上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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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禮稱名商榷 
 

杜明德
＊
 

摘要 

《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記‧冠義》則言：「已冠

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可知在冠禮時，由主賓「字之」，是古代貴族成年的重

要標誌，也是出於「重名」的考量。《孟子‧盡心下》：「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禮記‧曲禮上》則記：「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亦可見「名」具有其獨特性，故只能用於長輩稱呼晚輩、或晚輩在長

輩之前自稱。然而《儀禮‧士喪禮》言始死之後，「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

衣，左何之，扱領於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

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鄭《注》言：「復

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為之。」「北面招，

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

如若復者為死者之僕隸、小臣，何以行「復」禮時，可以直呼死者之名？本文

擬從先民可能有的原始思維，探求「重名」的真實原因，並試圖解釋何以「復」

禮可以稱死者之名。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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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稱《詩》與西漢《詩》

學風尚 

（題目暫定） 

陳志峰
＊
 

摘要 

 漢代經學之發展自董仲舒後啟其坦途，董仲舒無《詩》學專著，其《詩》

學材料散見《春秋繁露》與《漢書‧董仲舒傳》所錄〈天人三策〉中。學界論

董氏《詩》學者，多以天人感應、陰陽災異說《詩》稱之，以其為「齊詩」學

者。本文由此而發，將其《詩》學材料錄出，得稱《詩》凡三十四例。依涉天

思想之與否區分為兩類，前者從《春秋繁露》得十七例立為本文第二節「《春秋

繁露》中之《詩》學觀點與稱《詩》內蘊」，略析其《詩》論且逐條檢讀，證知

此類多斷章取義以申說其闡述之理，全不涉及「齊詩」特性。後者並《春秋繁

露》十三例與〈天人三策〉四例為十七例，立為第三節「《春秋繁露》涉『天』

稱《詩》析論─兼說〈天人三策〉之稱《詩》」，推知僅有三例略為涉及「天人

感應」思想，餘皆與周人敬天、法天之天命觀相似。最後，以此為基礎，再議

董仲舒為「齊詩」之說法，無論在實際例證、師說傳承與《詩》學特性上皆有

其疑礙，論者或當閎通視之，而不應以「齊詩」律之。 
 
 
 
 
 
 
 

關鍵詞：董仲舒、《春秋繁露》、《齊詩》、《詩經》 

                                                 
＊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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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理想」之間的游移：皮錫瑞《經

學歷史》對經學史論述方法上的檢討與反思 

（未定稿）∗ 

林保全 ∗∗ 

摘要 

本論文嘗試以皮錫為的《經學歷史》中所建構的經學歷史為核心，嘗試去

分析皮錫瑞建構經學歷史的內在軌跡及其理路，從中探討其其軌跡與理路有何

重要的特質與內涵。首先，本論文將以清末民初新出現「學術史」的體裁，去

重新審視《經學歷史》的特質，提出本書雖然以今文經的立場去建構經學的歷

史，但由於本書具有學術史的特質，也應當受到歷史的檢驗。其次，圍繞《經

學歷史》所建構歷史的內在軌跡及其理路為核心進行分析，分別從「盛衰的經

學史觀」、「經學由盛轉衰的過程與原因」以及「經學復盛的原因」三個解度去

梳理他的軌跡與理路。最後，則是將他的軌跡與理路，以現實的歷史情況加以

對照，檢討其經學盛衰觀點背後所抹除當代史的意義，以及他的反歷史的歷史

建構，可能使得他的經學歷史所呈現的使一種理想的歷史，是一種在歷史與理

想之間游移的學術史著作。 

 

 

 

關鍵詞：皮錫瑞、經學史、今文經、經部總序、學術史 

                                                 
∗ 本論文暫未完成，亦未以嚴謹的學術著作方式著錄，敬請見諒。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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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莊子‧齊物論》之結構及意涵 
 

張盈馨
＊
 

摘要 

本文主要探究《莊子‧齊物論》之結構及其意涵。本文以為《莊子‧逍遙

遊》為《莊子》內七篇之總綱，其說明《莊子》實為討論「聖人」、「神人」及

「至人」三者之「大」。由〈逍遙遊〉文脈可知，大者之能力乃在於其能「知」、

能「辯」。《莊子》內篇之後六篇，實分別闡述「聖人」、「神人」及「至人」。〈齊

物論〉及〈德充符〉乃為闡明「聖人」；〈養生主〉及〈大宗師〉則說明「神人」

之「知」與其「行」而無待；而〈人間世〉及〈應帝王〉乃分別說明「至人」

於世間之「用」及於世間行無所待。就〈齊物論〉在《莊子》內篇一組結構中

而言，〈齊物論〉乃為說明聖人之「知」，可視為《莊子》內篇之形上學。本文

以《莊子》內篇形上學之視角，分析〈齊物論〉作為《莊子》形上之結構及其

意涵。 
 
 
 
 
 
 
 
 
 
 
 
關鍵詞：莊子、齊物論、聖人、物、形上學 

                                                 
＊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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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經義》〈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不

顯亦臨〉之顯德與非顯德 

許慧玲
＊
 

摘要 

《船山經義》為王船山晚年所作，發明《詩經》經義的部分有〈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及〈不顯亦臨〉兩篇。 
於《詩•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一句，王船山《詩廣傳》提

出科學的、邏輯的見解，認為後世咏者看不見、聽不見往生的文王聖人，然《詩

經》之所以稱文王「於『昭』於天」，尚有一邏輯可說得通：在自然之中有「數」

（法則）與「類」，當人未見某物，藉由同一法則或同一類應之物之推理，仍相

信未見之物之存在。吾人可依此邏輯推理，使「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一句合

理化。 
《船山經義》成書較《詩廣傳》晚，對於「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一句的

引申則以聖言、義理為特色，其認為周文王之所以能讓咏者看得見，乃因其「誠

明」，誠明斯以「神」。「誠明」的意涵包含：文王在世時，以「心」（仁、敬、

孝、慈、信）與天下相見、文王參與「天之理」、「天之化」。文王活著時「無隱」，

往生後「不息」，此乃「昭」的意涵。《船山經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一篇

論周文王的昭顯的德行，〈不顯亦臨〉則重點則在於「顯」與「不顯」的無間與

無待。 
本文採取「文獻研究法」，以《船山經義》、《詩廣傳》為主要材料，另加入

四書學等著作，期能歸納船山於德行的「道無間於顯微」的思想。 
 
 
 
關鍵詞：王船山、不顯亦臨、周文王、船山經義、詩經

                                                 
＊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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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太歲太陰異同公案 
 

陳峻誌
＊
 

摘要 

乾嘉時期是傳統考據學的巔峰時期，大家輩出，許多爭議得到解決。這時期

也開發出了一些至今未能解答的新命題，其中即包括引起錢大昕、孫星衍及王念

孫、引之父子等諸家往來爭論的「太歲太陰異同公案」。此公案乃針對先秦兩漢

的「太歲」與「太陰」究竟是否相同，展開一系列瀰漫於考據、史學、曆算等多

科目整合的議題爭論。 
此案源自於孫星衍著成《問字堂集》向師長錢大昕邀序，錢氏反對書中〈太

陰考〉等文將先秦兩漢的太歲與太陰視為一事等的論點，二人隨即展開論辯；其

後錢氏門生朱駿聲及學友許宗彥等人紛紛撰文支持錢說王氏父子則另有別說，王

念孫的論點較偏向孫氏，但亦有贊成錢氏者；王引之撰《太歲考》二卷進行系統

性考察，其中亦多駁錢之說。 
此後至清末陸續有學者對此發表意見，總結有清一代，此公案產生了錢派、

孫派、高郵王家及調和派，最終並未產生定論。 
此議題在二十一世紀隨著地下出土文獻的補充，以及太歲信仰之勃興下，近

年再次被提出，因此為解決此爭議，實有必要重新對此公案之緣起進行初步考察，

為今日之爭議作出參考。 
 
 
 
 
 
 
關鍵詞：太歲太陰異同、乾嘉經學、錢大昕、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 

                                                 
＊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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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禹貢錐指》對「三江」的考辨 

與致用 ∗ 

(初稿未完，請勿引用) 

簡承禾 ∗∗ 

摘要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的說法甚多，歷來約有二

十種說法。胡渭《禹貢錐指》雖然表明其治〈禹貢〉依循《漢書．地理志》古

說，但是討論「三江」時，棄《漢書．地理志》而取蘇軾之說。 
《漢書．地理志》主張的「三江」分別是：會稽毗陵縣的北江，東入海；

丹陽蕪湖縣的中江，由吳松江入海；會稽吳縣的南江，與浙江匯流後入海。蘇

軾主張的「三江」分別是：漢水匯入長江，是為北江；岷江為長江源頭，是為

中江；豫彰江入彭蠡，是為南江。兩者差別在於：《漢書．地理志》視揚州東南

隅的江水為「三江」所在地，東流入海；蘇軾則據彭蠡以西為「三江」之所，

皆匯入彭蠡。面對上述差別，胡渭對「三江」的說法，有兩種面向。一，胡渭

批評歷來「三江」說皆不合於〈禹貢〉經旨，更指《漢書．地理志》是混淆「三

江」的始作俑者。以為蘇軾「三江」說以岷江為主，契合〈禹貢〉。二，胡渭固

然不取《漢書．地理志》「三江」說，卻藉此討論吳松江淤塞、震澤圍田等施政

上的弊端，進而提出浙西應該減稅的諫言。 
胡渭《禹貢錐指》「三江」說，一方面注經，表達以岷江為正源的想法；一

方面又針對現實狀況而提出時政見解。可知《禹貢錐指》非一部單純的地理學

著作，而是寓有胡渭的經世精神。 
 
 
關鍵詞：〈禹貢〉、《禹貢錐指》、胡渭、三江、經世 

                                                 
∗  本文撰寫期間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費補助」。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黃昱銘同學協助掃描。特誌於此，謹表謝忱。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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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焦循《尚書補疏》對《孔傳》經學價值之

發明 
 

盧啟聰
＊
 

摘要 

焦循是清代《尚書》學史上為數不多能以較為持平的態度，正面看待《尚

書孔傳》訓詁和經學價值的清代學者。但焦氏認為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對

《孔傳》的疏釋有所不足，於是撰寫《尚書補疏》，發明《孔傳》經訓，以補《正

義》之失。本文認為，焦氏此舉，自有其獨到之學術眼光，應予以正視。惟仍

有需要就其所補之內容，加以檢討，以彰顯其學術貢獻。因之，本文聚焦在《尚

書補疏》六十三條疏釋的分析，探討焦氏對《孔傳》解經之善的論說，指出其

論說對《孔傳》經學價值的發明，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研究方法的層面，即

他以字詞訓釋為起點，而以揭示《孔傳》義理思想為指歸，既擴充了乾嘉考證

學的適用範圍，也凸顯出《孔傳》解經所具有的潛在價值。二在經學史的層面，

從焦氏的論說裡，可以發現《孔傳》解經的系統性，當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發

展出的結果，並與兩漢時代今文經學的解經方向產生顯著之別。 
 
 
 
 
 
 
 
 

關鍵詞：焦循、尚書補疏、尚書孔傳、古文經學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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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義」到「要義」──《九經要義》對

《五經正義》中讖緯經說之留存與去化探析 
 

王世豪
＊
 

摘要 

本研究透過自《五經正義》至《九經要義》中讖緯被用於經典註解的留存

與去化的情形，試圖探究中古時期經學詮釋的觀念演變，以了解此變革時期的

觀念樣貌。 

四庫提要中援引王禕《雜記》之語，提到唐代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往往

引錄緯書之語，到了北宋歐陽脩作〈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倡論應將九

經中的注疏重新整理，刪去讖緯之文，俾使學者不為怪異經說所惑亂，使經義

純一。王禕認為宋人對經疏中讖緯的去化，直到南宋魏了翁的《九經要義》才

做到「其言絕焉」。歷來諸家皆據此說認為緯說附經與配經之情況，自此斷絕。 

本文從魏氏《九經要義》留存下來的《尚書》、《春秋》、《禮記》、《儀禮》、

《毛詩》等「要義」材料與《五經正義》中以緯配經的注疏條目進行比較分析，

發現王禕之說並不盡然。箇中原因，一者乃魏了翁對於宋代注重空疏義理之弊

提出重新以漢學式考據的方式進行解經；再者則經中之讖緯論說，在制度、自

然、生活中的語境，已成文化之脈流，有劉師培提到的補史、考文之善，魏氏

《要義》對經典的詮釋語境，有其排斥讖緯的態度，卻也存在留存其說以釋經

的事實，應有重新探索與考察必要，以釐清唐宋經說引用讖緯解經之觀念與態

度。 

 

 

關鍵詞：讖緯、五經正義、九經要義、唐宋變革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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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弘揚劉門也」──方悟初《廣王陽明

四句教》對劉沅學術之繼承 ＊ 
 

林彥廷 ∗∗ 

摘要 

劉沅（1864-1940），字止唐，四川雙流人，清中、末葉蜀地學者。由於一

生課徒鄉里，弟子甚眾，且其學會通三教之性質，故門下漸轉變為一宗教教門，

號曰劉門、劉門教，或曰槐軒道。近年，劉沅及劉門之研究雖已頗受海內外學

者關注，然或許受到鍾肇鵬「新中國成立後，劉門也就終結」之說的影響，學

界對於劉沅、劉門之學之傳播，並未有太多著墨。然而，劉門不僅未曾終結，

甚至在臺灣亦有其傳播之痕跡，本文所欲討論之方悟初，便是一例。 

方悟初 （1893-1976），本名方毅，悟初其字，道號大心，南懷瑾（1918-2012）
之師。蕭天石（1909-1986）在《道海玄微》中，曾謂方悟初「獨得劉門之大」，

而若實際檢視方悟初著作──《廣王陽明四句教》，亦可發現書中所收論學函劄

中，涉及該書是否宏揚劉門之討論，足證方悟初確有受劉門影響之可能。然而，

目前研究劉沅、劉門者，卻罕有提及，專文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乃

以方悟初及其《廣王陽明四句教》為研究對象，藉討論該書之內容，探明方悟

初如何理解並弘揚劉沅、劉門之學術，冀能對於劉門傳播之議題，有進一步之

成果。 
 
 
 

關鍵詞：方悟初、《廣王陽明四句教》、劉沅、劉門、臺灣 

                                                 
＊ 本文之撰成，有賴於中華佛學研究所榮譽所長李志夫教授。李教授作為方悟初弟子，提供其

生平資訊甚多，於本文甚有助益，於此特致謝忱。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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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德輿與貞元廟議略論 

徐偉軒
＊
 

摘要 

唐德宗貞元年間皇室宗廟祭祀改革爭議，是安史亂後尊太祖意識的產物，

反映了以尊君為核心，輔以禮儀制度，以重建帝國秩序的思潮。歷時二十年，

最後以祧遷獻、懿二祖祔於德明興聖廟，時享殷祭皆不再與太祖之廟關涉作結。 
作為一代文宗名臣的權德輿也與於此議。結合貞元廟議與權德輿考察，本

文認為：一、中唐時期面對秩序危機，士人乃深刻自省，強調經世致用，同時，

具備相當禮學素養的文儒逐漸成為學術政治中心，權德輿即當中顯例，並發揮

重要影響。他不只重視儒學，為文儒典型，影響古文運動外，也為科舉改革做

出貢獻。二、貞元廟議反映當時學術思潮的整合，即獨孤及、陸淳與杜佑等，

權德輿同受三者薰陶。就此而言，貞元廟議固為中唐學術思想變遷之標誌性事

件，而權德輿承其緒業，基於政治、學術界的廣泛人脈與影響力，加上文宗地

位的崇隆聲望與知貢舉經歷，為元和之世啟運，在學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關鍵角

色。 
總的來說，在「禮」這個極具應用性質的經學領域中，貞元廟議是一個標

誌性的事件，可供吾人深化對中唐經學學術的認識。然而，除了趙匡的〈辨禘

議〉與韓愈的〈禘祫議〉之外，仍應關注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以及士人領袖

的參與與影響。本文的考察，或可對權德輿的經學思想與中唐學術史研究有所

補益。 
 
 
 
 
 
關鍵詞：權德輿、貞元廟議、禘祫、禮學、中唐 

                                                 
＊ 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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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善〈金陵贈別序送彥晦先生南歸〉 

考辨 
 

侯美珍
＊
 

摘要 

元末明初朱善，洪武初年召赴京師，廷對第一，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所

作〈金陵贈別序送彥晦先生南歸〉，由篇名可見乃黎貞從金陵南歸時，朱善所作

贈序。此文僅見收在黎貞文集附錄中，其流傳、內容、文末之署名，不無可疑

處。本論文以此文為軸心，梳理兩人生平、交遊，加以考辨、商榷。 

 

 

 

 

 

 

 

關鍵詞：朱善、黎貞、孫蕡、薦辟、《重刻秫坡先生文集》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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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解孫嘉淦《南華通》以「儒理解莊」所開

顯的當世之用 ∗ 
 

鄭栢彰 ∗∗ 

摘要 

本文在釐清《南華通》的作者，非道光十五年屈復所著《南華通》七卷，

而是乾隆間所刊之《南華通》七卷，書前有孫嘉淦所撰自序後，於作者為孫嘉

淦的脈絡下，筆者將作者時空與文本內容作結合，並透過「莊儒傳釋」概念的

詮解，探討孫嘉淦《南華通》在清人「以儒解莊」的學術潮流下，其以「〈內七

篇〉為莊子手訂」（僅解《內篇》）、「外雜篇皆後人之贗作」（莊無毀孔）、「莊子

為子夏之徒」（莊源於儒）……等的前理解下，透過「孔孟程朱」之儒理，開展

出通莊儒形上形下之視域。值得注意的是，孫嘉淦《南華通》的「以儒解莊」

之作，實透過「援莊入儒」的模式，以莊書〈逍遙遊〉「無己」為性理形上要旨

而後能「心大、自得」，再綰合儒理之中庸「誠道」及「誠意心正」，作為達於

「無己」的形上實體；藉〈齊物論〉「喪我物化」，會通儒理同然之矩的仁恕修

身之道，作為形下之「通於大同而不耦」的體現；且因人係屬萬物的一氣之化，

故理解〈德充符〉之聖德乃「動容周旋中禮」而視「禮本吾性」，境遇之窮達可

緣督為經、隨遇恬安而不起妄念偏執，只要致虛而誠便可下學上達而通性命天

道，在儒莊融攝中開顯出安處自身境況的當世之用，此用則可置於縱橫的莊學

史座標以彰顯其學術定位。 

 

關鍵詞：莊子、屈復、孫嘉淦、《南華通》、莊儒傳釋 

                                                 
∗ 本論文為 112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詮解孫嘉淦《南華通》儒理解莊所開顯『當世之用』

研究」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602-001 -。 
∗∗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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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孔穎達《周易正義》中「氣」的特殊性 

（會議初稿，請勿徵引） 

涂藍云
＊
 

摘要 

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認為「易」的內涵即是「變化」，在此變化中，

「易」與「萬物」間產生了一種彼此影響及烘托的雙向連結。對此連結，孔穎

達以「易之三名」─「易簡」、「變易」 、「不易」—出發，繼而推展出「易之

三義」，將「易」的本質做出更細緻的分殊。當中，「變易」特別以變化之效落

實於萬物的角度，談氣化陰陽對萬物所產生的變易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孔穎達所持的「易」觀，表面上深受魏晉玄風下的道家思

想影響，但就其內容，則又揉合了漢代的氣化宇宙論思想。筆者以為，此實為

孔穎達詮釋《易經》時有意識的新解，此新解中，孔穎達對「氣」的定義值得

我們關注。一般而言，陰陽二氣屬於形而下的範疇，但孔穎達對〈繫辭〉「一陰

一陽之謂道」的解釋則耐人尋味。對〈繫辭〉此言，韓康伯本王弼義，謂「道」

為「無」，並將「道」視為陰陽二氣之所以能夠生發的根本，在韓注中，「道」

為形而上，而且是形而下之陰陽二氣的本源，具有關鍵地位。然孔疏對〈繫辭〉

此言則有新解，除了由魏晉玄風而來的道之無之闡述外，孔疏巧妙地加重了陰

陽二氣的重要性，朱伯崑更直接指出孔疏認為陰陽二氣屬於形而上領域。若此，

《周易正義》中「道」與「陰陽」的關係、各自的定義便值得我們深究。故本

文擬就孔疏相關文句做進一步的討論，以對此問題有更細緻的瞭解。 

 

 

關鍵詞：孔穎達、《周易正義》、陰陽、氣、道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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