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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九)：大學--先秦儒家思考結構之完成(二) 

謝鶯興  

〔 ※   ※   ※ 〕
1
 

【《 大 學 》接 著 說「 欲 誠 其 意 者，先 致 其 知 」。誠 意 也 和 正 心 一 樣，應

分 作 兩 階 段 看 ， 始 能 把 誠 意 與 致 知 的 關 係 看 得 清 楚 。 】
2
第 一 【 階 】

3
段 的

誠 意 ， 是 【 意 自 身 】
4
念 念 相 續 的 堅 持 。 第 二 【 階 】

5
段 的 誠 意 ， 是 由 念 念

相 續【 的 堅 持 】
6
以 貫 澈 於 行 為 之 上。《 大 學 》「 所 謂 誠 其 意 者，勿 自 欺 也；

如 惡 惡 臭，如 好 好 色，此 之 謂 自 歉 (慊 )」；勿 自 欺，是 勿 欺 騙 心 之 所 發，而

使 心 之 所 發，如 惡 惡 臭 好 好 色 樣 的【 真 實 而 堅 持 下 來 】
7
，使 其 不 致 於【 若

存 若 亡 ， 一 掠 即 逝 】
8
， 而 必 須 〔 使 其 〕

9
成 為 生 命 中 真 實 的 存 在 。 這 是 第

一【 階 】
10
段 的 誠 意。【 第 一 階 段 的 誠 意，有 如 陸 象 山 所 常 說 的「 正 其 端 緒 」。】

11
心 由 心 之 所 發 而 見，【〔 即 心 由 意 而 見，〕

12
意 由 真 實 化 而 堅 持，即 是 心 的

貫 澈、堅 持，即 是 心 在 生 命 中 為 生 活 作 主，所 以 誠 意 的 第 一 階 段 工 夫，即

是 第 二 階 段 的 正 心 】
13
。朱 元 晦 以「 實 其 心 之 所 發 」釋 誠 意，是 很 恰 當 的。

不 過，以 誠 意 為 正 心 的 工 夫，【 必 須 】
14
以 孟 子 的「 心 善 」為 前 提。心 是 仁

義 禮 知 之 心，所 以 在 心 之 所 發 的 意 上，便 會 善 惡 分 明，並 且 會 好 善 而 惡 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專書此 3 個符號，手稿、論文皆無。 
2  按，論文、專書此 44 字及另起一段，手稿作「不過《大學》之所謂誠意，應分作兩

段來看」等 16 字，但未另起一段。 
3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  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5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  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7  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作「貫澈下來，堅持下來」等 8 字。 
8  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作「似浮雲過眼」等 4 字。 
9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按，論文、專書此 20 字，手稿皆無。 
12按，論文此 6 字，專書皆無。 
13按，論文、專書此 54 字，手稿作「即心貫澈，堅持，即是心的貫澈，堅持在生命中為

生活作主，此即所謂正心」等 29 字。 
1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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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能 誠 其 心 之 所 發，而 不 使 頭 出 頭 沒，【 則 】
15
對 於 善 惡 之 端 的 把 喔，便

可 資 憑 信。若 心 不 是 善 的，則 由 心 所 發 之 意，便 是 不 可 靠 的；而 誠 意 的 結

果，可 能 是 孳 孳 為 義，也 可 能 是 孳 孳 為 利 (註 二 十 )，更 可 能 是 對 於 義 利 之

間，成 為 混 沌 的 狀 態。在 心 善 的 前 提 之 下，人 之 所 以 有 惡，並 非 如 王 陽 明

所 說 的 意 有 善 有 惡。【 意 之 所 以 有 惡，乃 是 如 前 所 說，當 心 與 事 物 相 接 時，

耳 目 等 生 理 的 欲 望，受 外 物 引 誘，乘 時 而 起，把 由 心 所 直 發 之 意，從 中 隔

斷、攘 奪、滲 雜；因 而 令 直 心 而 發 之 意，汩 沒 或 混 亂 了。當 其 初 被 隔 斷、

攘 奪 、 滲 雜 之 際 ， 直 心 而 發 之 意 ， 並 非 即 完 全 失 去 作 用 ， 而 常 〔 會 〕
16
表

現 為 本 心 的 不 安。此 時 生 理 欲 望，便 常 驅 遣 心 的 知 性 的 一 面，編 造 出 一 套

自 己 原 諒 自 己 的 理 由，以 欺 騙 其 本 善 之 心；亦 即 是 欲 望 假 借 心 另 一 面 的 智

能 之 力，以 欺 騙 心 另 一 面 的 道 德 要 求，以 求 能 得 到 良 心 的 寬 假；這 便 是 自

欺，便 是 意 之 不 誠。如 惡 惡 臭，如 好 好 色，使 由 心 所 發 之 意，念 念 相 續，

不 為 乘 時 而 起 的 生 理 欲 望 所 隔 斷、所 攘 奪、所 滲 雜，完 全 保 持 心 之 所 發 的

本 來 面 目，這 即 是 誠 意。意 之 所 在，即 心 之 所 在，此 之 謂 欲 正 其 心 者，先

誠 其 意 。 】
17
 

〔 ※   ※   ※ 〕
18
 

【「 欲 誠 其 意 者 先 致 知 」， 】
19
朱 元 晦 以 「 推 極 吾 之 知 識 」 釋 「 致 知 」

〔 (註 二 十 一 )〕
20
， 我 覺 得 這 與 原 義 相 合 。【 第 一 階 段 的 誠 意 ， 如 前 所 述 ，

只 能 算 是「 正 其 端 緒 」，此 時 與 致 知 並 無 關 係。但 誠 意 的 誠，不 應 僅 停 頓

                                                       
1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對」。 
16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17按，論文、專書此 272 字，手稿作「王陽明所以說意有善惡，因為他『致知』之『知』

是良知，把善惡的保證放在致知的『知』上面。其實，知善知惡的艮知，他即是心之

所發的意。若將《大學》的『致知』解釋為致良知，則致良知與誠意乃是一件事，而

不必分為兩層來談。意之所以有惡乃是由耳目等生理之欲望，受外物引誘，而將由心

所直發之意從中隔斷，攘奪，因而令直心而發之意，汩沒下去了。當其被隔斷，攘奪

之際，此生理欲望驅遣心的知性的一面，會常編造一套自己原諒自己的理由，以便欺

騙其本善之心；亦即是欲望假諸心的另一面智能之力，以欺騙心另一面的道德要求。

以求得到良心的寬假；這便是自欺；便是意之不誠。誠意便是孔子的『主忠信』，『修

己以敬』，便是子思的『慎獨』，便是孟子的『持志』，『存心』，『養心』。誠意觀念之

出現，正是順著此一線索發展下來的。在人格世界的關鍵上發展」等 295 字。 
18按，專書此 3 個符號，手稿、論文皆無。 
19按，手稿此 8 字，論文、專書皆無。 
20按，專書此「註二十一」，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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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端 緒 上 面，勢 須 要 求 在 行 為 上 實 現。】
21
即 是 第 一【 階 】

22
段 的 誠 意，自

然 【 要 】
23
發 展 而 為 第 二 階 段 的 誠 意 。 王 陽 明 在 〈 答 顧 東 橋 書 〉 中 說 「 意

欲 溫 清 【 奉 養 】
24
… … 所 謂 意 也 ， 而 未 可 謂 之 誠 意 ； 必 實 行 其 溫 清 奉 養 之

意 … … 然 後 謂 之 誠 意 」；此 一 解 釋，【 雖 然 忽 視 了 第 一 階 段 的 誠 意 工 夫，但

由 「 意 欲 」 而 到 「 實 行 」， 亦 】
25
誠 意 所 應 有 之 義 。 實 〔 踐 〕

26
的 行 為 ， 必

須 與 客 觀 事 物 相 結 合；這 便【 由 正 其 端 緒，發 展 而 為 】
27
知 識 問 題。《 論 語 》

及 《 中 庸 》，【 都 】
28
非 常 重 視 知 識 。 求 得 知 識 的 【 途 徑 】

29
在 於 「 學 」； 擴

充 〔 (致 )〕
30
知 識 ， 在 《 論 語 》、《 中 庸 • 上 篇 》， 便 稱 為 「 好 學 」〔 (註 二 十

二 )〕
31
；《 中 庸•下 篇 》則 將 好 學【 分 】

32
述 為「 博 學 之，審 問 之，慎 思 之，

明 辦 之，篤 行 之 」。孟 子 在 存 養 方 面 說 得 多，在 知 識 方 面【 似 乎 】
33
說 得 比

較 少。但 他 強 調 政 治 經 濟 的 制 度，則 他 在 事 實 上【 便 不 可 能 】
34
輕 視 知 識，

所 以 他【 很 】
35
重 視 學 校、教 育〔 (註 二 十 三 )〕

36
。荀 子 特 重 知 識，其 書 之

第 一 篇 即 為〈 勸 學 篇 〉；其〈 正 名 〉〈 解 蔽 〉兩 篇，特【〔 提 〕
37
出 了 如 何 求

得 正 確 知 識 的 方 法 】
38
。《 大 學 》 則 稱 為 「 致 知 」。《 論 語 》【 雖 然 未 曾 明 說

欲 誠 其 意 者 先 致 其 知，但 下 面 一 段 話，實 際 是 說 誠 意 與 致 知 的 關 係 的。】
39
〈 陽 貨 〉「 子 曰：由 也，女 聞 六 言 六 蔽 矣 乎 ？ 對 曰：未 也。居，吾 語 女。

                                                       
21按，論文、專書此 53 字，手稿作「誠意的意，若僅就意的本身說，則陸象山的意思，

只是能算是正其端緒」等 28 字。 
22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2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2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5按，論文、專書此 23 字，手稿僅作「乃」。 
26按，專書此字，論文作「行」。 
27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發生」。 
2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方」，玩其文意，應遺漏一字。 
30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31按，專書此「註二十二」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二十一」。 
3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綜」。 
33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34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並未」。 
3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特」。 
36按，專書此「註二十三」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二十二」。 
37按，專書此字，論文作「舉」。 
38按，論文、專書此 14 字，手稿作「舉求知識之實」等 6 字。 
39按，論文、專書此 34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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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仁 不 好 學，其 蔽 也 愚。好 知 不 好 學，其 蔽 也 蕩。好 信 不 好 學，其 蔽 也 賊。

好 直 不 好 學，其 蔽 也 絞。好 勇 不 好 學，其 蔽 也 亂。好 剛 不 好 學，其 蔽 也 狂 」。

好 仁 好 知 好 信 好 直 好 勇 好 剛 的 「 好 」， 這 都 是 第 一 階 段 的 誠 意 ， 即 【 是 】
40
正 其 端 緒 。 但 正 其 端 緒 以 後 ， 必 發 展 而 為 行 為 。 發 展 而 為 行 為 ， 便 有 賴

於 知 識 。 有 良 好 【 的 】
41
動 機 而 沒 有 正 確 的 知 識 ， 其 結 果 常 順 著 主 觀 一 方

面 去 發 展，其 勢 必 有 所 偏，因 之 必 有 所 蔽。【 孔 子 上 面 的 一 段 話，正 是 把

有 良 好 動 機，而 沒 有 正 確 知 識 所 發 生 的 偏、蔽，說 了 出 來，以 見「 好 學 」

的〔，亦 即 是「 致 知 」的 〕
42
重 要。】

43
知 識 對 於 道 德〔，從 兩 點 發 生 密 切

關 連 ： 〕
44
一 是 為 〔 道 德 〕

45
釐 清 對 象 ， 使 不 致 誤 其 所 發 。 二 是 〔 對 道 德 〕

46
提 供〔 以 〕

47
合 理 的 手 段，使 不 致【 因 壞 的 手 段 而 轉 移 了 本 來 良 好 的 動 機 】

48
。例 如 祭 神 不 是 罪 惡；但【 社 會 上 】

49
有 許 多 淫 祠 這 類 的 祭 祀，這 便 是 祭

祀 的 對 象 未 能 藉 知 識 而 加 以 釐 清。又〔 歷 史 上 〕
50
有 殺 人【 來 】

51
祭 神 的，

這 便 是 未 能 憑 知 識 以 得 到 合 理 的 手 段，致 使 手 段 誤 用。誤 認 對 象，及 誤 用

手 段，以 致 結 果 與 原 來 之 善 意 相 反，這 即 是 心 所 發 之 意，未 能 貫 澈 下 去，

即 是 意 之 未 誠 。 由 此 可 知 道 德 與 知 識 〔 ， 在 實 踐 上 〕
52
之 不 可 分 ； 所 以 孔

子 的 思 想，雖 以 仁 為 出 發 點，為 終 結 點；但 同 時 非 常 重 視 學，重 視 知。【 所

以 】
53
《 大 學 》【 裏 】

54
「 欲 誠 其 意 者 先 致 其 知 」，正 是 直 承 孔 子 之 教。知 識

在 誠 意 的 第 一【 階 】
55
段 中【 可 】

56
不 必 要；但 在 第 二【 階 】

57
段 中，則 成 為

                                                       
4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2按，專書此 6 字，論文皆無。 
43按，論文、專書此 46 字，手稿皆無。 
44按，專書此 9 字，手稿作「之心意而言」，論文作「之意而言，」。 
4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它」。 
46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4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48按，論文、專書此 16 字，手稿作「手段轉移了本身好目的」等 10 字。 
4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古代」。 
50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5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52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53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5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謂」。 
5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5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5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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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當 然，以 上 所 說 的 兩 階 段，只 是 把 工 夫 發 展 的 狀 態，作 易 於 明 瞭

的 ， 方 便 性 的 陳 述 。 但 在 實 際 的 工 夫 上 ， 不 會 有 這 種 明 白 的 劃 分 的 。 】
58
 

〔 ※   ※   ※ 〕
59
 

「 致 知 在 格 物 」的「 物 」字，係 大 共 名；而 在 此 處，乃 指「 事 」而 言，

古 今【 注 釋 家，對 此 】
60
殆 無 異 說。惟「 格 物 」的「 格 」字，則〔 甚 〕

61
多

歧 義，〔 不 遑 枚 舉；此 處 僅 舉 較 有 代 表 性 者 言 之。〕
62
鄭 康 成 釋 為「 來 」(「 其

知 於 著 深，則 來 善 物 」)。朱 元 晦 釋 為「 至 」(「 窮 至 事 物 之 理 」)。王 陽 明

釋 為「 正 」(「 正 其 不 正，以 歸 於 正 」) 《 鄭 注 》過 迂；朱 王 各 有 精 到 之 義，

而 未 必 與 原 義 相 合，後 面 再 加 評 論。《 一 切 經 音 義 》卷 二 十 二 引《 蒼 頡 篇 》

「 格， 度 量 也 」；六 朝 人 多 用 此 義，清 人 頗 從 之；然 對《 大 學 》而 言，實

嫌 寬 泛。按《 說 文 》六 上，「 格，木 長 兒 」，此 本 義 於 先 秦 文 獻 中 殆 無 可 徵

考。《 爾 雅•釋 詁 上 》，「 格，至 也 」。〈 釋 詁 下 〉「 格，陞 也 」。〈 釋 言 三 〉「 格，  

來 也 」。〈 釋 訓 〉，「 格，舉 也 」。此 皆【 係 引 伸 之 義 】
63
。以 之 釋《 大 學 》的

格 物，似 均 不 甚 妥 貼。朱 駿 聲《 說 文 通 訓 定 聲 補 遺 》格 字 下 云，「 感 格 雙

聲 」。又 云，「 又 為 感。《 書•君 奭 》，格 於 皇 天，格 於 上 帝。按，動 也。感

格 雙 聲。古 訓 至，謂 借 為 假，非 」。謹 按，感 者 感 動，由 感 動 而 感 通。《〔 今

文 〕
64
尚 書 》 二 十 八 篇 中 ， 有 十 九 個 格 字 ； 凡 過 去 以 「 至 」 為 訓 的 格 字 ，

若 改 以「 感 通 」為 訓，即 無 不 怡 然 理 順。【《 詩 經 》上 的 兩 個「 格 」字，】
65
《 論 語 》的「 有 耻 且 格 」，《 孟 子 》的「 惟 大 人 能 格 君 心 之 非 」，亦 皆 應 以

感 通 為 訓。因 此，不 妨 這 樣 假 定：格 字 之 第 一 引 伸 義 為「 感 」，再 由 感 而

引 伸 為 「 來 」。 其 他 ， 則 皆 【 為 】
66
後 來 一 再 引 伸 之 義 。《 大 學 》 格 物 的 原

義 ， 似 乎 應 當 作 「 感 通 於 物 」【 來 】
67
解 釋 。 徐 灝 《 說 文 解 字 注 箋 》， 雖 未

指 出 感 為 格 之 第 一 引 伸 義，而 謂「 格 訓 為 至，而 感 格 之 義 生 焉 」，以「 感 」

係 由「 至 」所 引 伸，未 兔 顛 倒；但 彼 已 知《 尚 書 》中，除 訓「 來 」以 外 之

                                                       
58按，論文、專書此 51 字，手稿皆無。 
59按，專書此 3 個符號，手稿、論文皆無。 
60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6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頗」。 
62按，專書此 12 字，手稿、論文皆無。 
63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其引伸義」。 
6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65按，手稿此 8 字，論文、專書皆無。 
6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係」。 
67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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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 」字，應 作「 感 」義，而 難 作「 至 」義 解 釋。並 謂，「 故 凡 審 度 事 理，

以 求 通 乎 萬 物 之 情 者，謂 之 格，而 格 物 之 義 生 焉 」。此 語 雖〔 因 把 物 字 說

得 太 泛 而 有 語 病 〕
68
， 但 在 以 「 通 」 釋 「 格 」 的 這 一 點 上 是 對 的 。 物 雖 為

大 共 名，但 就《 大 學 》「 物 有 本 末，事 有 終 始 」，及「 自 天 子 以 至 於 庶 人，

一 是 皆 以 修 身 為 本 」等 語 觀 之，【 則《 大 學 》之 所 謂 】
69
物，是 指 天 下、國、

家、身 而 言。格 物，即 是 感 通 於 天 下、國、家、身；即 是 對 於 天 下、國、

家、身，發 生 效 用；亦 即 是 發 生 平、治、齊、修〔 之「 事 」〕
70
的 效 果。【 前

面 所 引 荀 子 的「 贊 稽 物 」，贊 是 贊 助，稽 是 稽 考，物 也 是 指 倫 理 政 治 的 對

象 而 言 ； 與 此 處 格 物 之 義 相 通 。  

然 則《 大 學 》為 什 麼 要 說 致 知 在 格 物 呢 ？ 因 為 】
71
在【 戰 國 】

72
時 代，

已 經 出 現 有 玩 弄 語 言 的 詭 辯 派 ； 即 所 謂 堅 白 異 同 之 【 辯 】
73
。 而 詭 辯 派 中

的 惠 施，更「 徧 為 萬 物 說，說 而 不 休，多 而 無 已 」(〔 註 二 十 四 〕
74
)，【 並

形 成 一 時 的 風 氣 。 】
75
他 們 這 種 持 之 有 故 ， 言 之 成 理 的 辯 說 ， 亦 可 稱 之 為

致 知。但 他 們 的 致 知，並 不 一 定 歸 結 在 天 下、國、家、身 上 面；這 在 儒 家

看 來 ， 可 以 說 是 無 用 之 【 知 】
76
； 因 此 ，《 大 學 》 便 說 「 致 如 在 格 物 」， 以

端 正 致 知 的 方 向 、 目 標 ； 並 要 求 致 知 能 得 到 這 種 實 〔 踐 〕
77
上 的 效 果 。 這

是 儒 家 言 學 的 傳 統 態 度。荀 子 是 非 常 重 視 學，重 視 求 知 的。但 他 在〈 修 身

篇 〉說「 … … 不 識 步 道 者，將 以 窮 無 窮，逐 無 極 與 ？ 意 亦 有 所 止 之 與 ？ 夫

堅 白 同 異，有 厚 無 厚 之 察，非 不 察 也，然 而 君 子 不 辯，止 之 也 」。〈 解 蔽 篇 〉

【 又 】
78
說，「 凡 以 知，人 之 性 也。可 以 知，物 之 理 也。以 可 以 知 人 之 性，

求 可 以 知 物 之 理，而 無 所 疑 (楊 倞：疑 或 作 凝 )止 之，則 沒 世 窮 年，不 能 徧

也 … … 故 學 也 者，固 學 止 之 也。惡 乎 止 之，曰 止 諸 至 足。曷 謂 至 足，曰 聖

也 。聖 也 者， 盡 倫 者 也。 王 也 者 ，盡 制 者 也 」。 按「 以 可 以 知 人 之 性， 求

                                                       
68按，專書此 12 字，手稿、論文作「有病」等 2 字。 
69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7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71按，論文、專書此 57 字，手稿皆無。 
7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僅作「戰」，顯然遺漏一字。 
7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論」。 
74按，專書此「註二十四」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二十三」。 
75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皆無。 
7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學」。 
7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際」。 
78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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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知 物 之 理 」，即 是 致 知。「 無 所 疑 (凝 )止 之 」，乃 指 當 時 一 般 辯 者 致 知 的

情 形 而 言。「 盡 倫 」實 同 於 修 身 齊 家；「 盡 制 」實 同 於 治 國 平 天 下。致 知 在

止 於 盡 倫 盡 制 ，即 是 致 知 在 感 通 於 天 下、國 、家 、身 之「 物 」，而 使 其 能

盡 平、〔 能 〕
79
治、〔 能 〕

80
齊，〔 能 〕

81
修〔 之「 事 」〕

82
。致 知 以 此 為 鵲 的，

而 不 泛 濫 於 辯 士 之 途 ， 此 之 謂 致 知 在 格 物 。  

朱 元 晦 以「 窮 至 事 物 之 理 」釋 格 物；【 殊 不 知 】
83
窮【 至 】

84
事 物 之 理，

即 是 窮 理 ； 窮 理 與 致 知 ， 只 是 同 一 事 物 的 主 客 兩 面 的 〔 說 法 〕
85
， 從 主 觀

說，是 致 知；從 客 觀 說，是 窮 理；致 知 必 然 涵 有 窮 理 的 一 面；【 同 時 必〔 也 〕
86
以 外 物 為 對 象 ； 因 為 知 必 有 所 對 。 】

87
所 以 致 知 即 等 於 【 即 物 窮 理 。〔 若

作 這 樣 的 了 解，即《 大 學 》既 說 了 致 知，又 加 上 像 朱 元 晦 所 釋 的「 在 格 物 」，〕
88
乃 成 為 無 意 】

89
義 的 重 複 語。且 本 段 自「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 先 治 其 國 」

起，直 至「 欲 誠 其 意 者 先 致 其 知 」止，皆 以「 先 」字 表 示 後 者 乃 前【 者 】
90
的 前 提 條 件 。 若 如 朱 元 晦 的 解 釋 ， 則 格 物 仍 為 致 知 的 前 提 條 件 ，【 便 】

91

不 應 突 然 改 變 語 法 的 構 造，【 不 用「 先 」字 】
92
而 用 一「 在 」字，【 以 】

93
表

示 兩 者 的 關 係。由「 在 」字 所 表 示 之 主 賓 詞 關 係，賓 詞 可 以 為 主 詞 之 前 提

條 件，亦 可 以 為 主 詞 所 欲 達 到 之 目 的。若 屬 於 前 者，則《 大 學 》此 處 仍 應

順 上 面 的 語 句 構 造 而 用「 先 」字；此 一 語 句 構 造 之 改 變，則 必 為 採 取 後 者

的 意 義。再 證 以 下 段 不 言「 物 格 而 後 知 致 」， 而 言「 知 至 」，與 以 下 各 句

之 不 改 字 者 絕 不 相 同 ； 蓋 「 致 」 乃 【 表 示 】
94
工 夫 ， 而 「 至 」 則 表 示 達 到

                                                       
79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80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81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82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83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8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致」。 
8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表現」。 
86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87按，論文、專書此 17 字，手稿皆無。 
88按，專書此 28 字，論文作「而致知在格物」等 6 字。 
89按，論文、專書此 37 字，手稿僅作「而致知」等 3 字。 
9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僅作「件」。 
9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僅作「而」。 
92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9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9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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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互 相 印 證，則 以 格 物 為 感 通 於 天 下 國 家 身 之 物，殆 無 可 疑。而 舊 日

之 所 謂 八 條 目 ， 應 為 七 條 目 。  

在「 致 知 在 格 物 」的 一 句 下 面，是「 物 格 而 後 知 至 」。「 致 知 」的「 致 」，

和「 知 至 」的「 至 」，分 別 得 清 清 楚 楚 。若 格 物 的 格 字 作「 至 」 字 解， 則

【 所 謂 「 物 格 而 後 知 至 」， 便 成 為 「 物 至 而 後 知 至 」， 將 不 成 義 】
95
。 若 按

我 上 面 來 解 釋 格 物 ，則「 物 格 而 後 知 至 」， 應 解 釋 為 天 下、 國、 家、身 之

物，能 收 到 感 通 的 效 果，即 是 能 得 到 平、治、齊、修 的 效 果，然 後 為 知 之

至 。知 至 之「 至 」，即「 止 於 至 善 」之 至 。 由 正 心 → 誠 意 → 致 知 ，是 由 內

在 的 道 德 主 體 的 建 立，以 通 向 客 觀 知 識 的 追 求。由 格 物 對 致 知 的 要 求，同

時 亦 係 一 種 限 定，是 使 知 識 的 追 求，回 向 人 自 身 問 題 --天 下、國、家、身

--的 解 決 。 這 樣 ， 便 將 內 聖 與 外 王 ， 道 德 與 知 識 ， 融 成 為 一 片 了 。  

五 ，  朱 元 晦 的 《 大 學 新 本 》 問 題  

程 伊 川 教 人，從《 大 學 》入 手。朱 元 晦 的 學 問 及 其 立 教，更 是 以《 大

學 》為 中 心 而 展 開 的；所 以 他 說，「 某 要 人 先 讀《 大 學 》，以 定 其 規 模 」(《 語

類 》卷 十 四 )。又 說，「 先 讀《 大 學 》，可 見 古 人 為 學 首 末 次 第 」(同 上 )。他

大 約 在 四 十 歲 前 後，著 手 注 解《 大 學 》；到 六 十 歲 才 有 了 自 信 而 為 自 己【 所

作 】
96
的《 章 句 》作 序。他 自 己 對 於《 大 學 》所 下 的 工 夫，正 如 趙 順 孫《 大

學 纂 疏 》 所 引 陳 氏 曰 ，「 朱 子 一 生 【 學 】
97
力 在 是 ， 至 屬 纊 而 後 絕 筆 」。 他

死 於 宋 寧 宗 慶 元 五 年 (【 西 一 一 九 九 】
98
)，年 譜 載 是 年「 三 月 辛 酉，改《 大

學 》誠 意 章。甲 子，先 生 卒 」；即 在 死 的 前 三 天 還 在 改。〔 劉 宗 周 謂「 朱 子

著《 大 學 》， 于〈 誠 意 章 〉反 草 草， 平 日 不 知 作 何 解 ？ 至 易 簀，乃 定 為 今

《 章 句 》 曰 ，『 實 其 心 之 所 發 』， 不 過 是 就 事 盟 心 技 倆 ， 于 法 已 疎 矣 」 (註

二 十 五 )。宗 周 為 明 代 最 後 理 學 大 師；但 他 這 種 看 法，是 不 合 事 實 的。「 實

其 心 之 所 發 」， 言 簡 義 該 ， 正 見 朱 元 晦 心 力 所 在 。 〕
99
 

王 陽 明 的 學 問 及 其 立 教，也 是 以《 大 學 》為 中 心 而 展 開 的。所 以 錢 德

洪 說 「《 大 學 問 》 者 ， 師 門 之 教 典 也 。 學 者 初 及 門 ， 必 先 以 此 意 授 … … 」

                                                       
95按，論文、專書此 21 字，手稿僅作「『格物』與『知至』又為無意義的重複謌」等 14

字。 
9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9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精」。 
98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留空白。 
99按，專書此 99 字，手稿、論文僅作「由此不難想見他一生的學術思想，與《大學》關

連的密切」等 2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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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二 十 六 〕
100

)。【 而 《 大 學 問 》 一 篇 ， 是 嘉 靖 丁 亥 (西 一 五 二 七 )八 月 ，

王 氏 起 征 思 田，應 門 人 之 請，所 寫 成 的；此 時 他 五 十 六 歲。次 年 十 一 月，

他 便 卒 於 返 旆 的 南 安 途 中；所 以 這 也 應 算 是 他 的 最 後 之 教。】
101

凡 陽 明 知

行 合 一 及 致 良 知 之【 說 】
102

，皆 係 順 著《 大 學 》一 篇 的 思 想【 結 構 】
103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陽 明 稱 朱 元 晦 所 訂 定 的《 大 學 》為「 新 本 」，而 將《 禮 記 》中

未 經 朱 子 訂 定 者 稱 為 「 古 本 」 (〔 註 二 十 七 〕
104

)。 他 對 朱 元 晦 的 論 難 ， 也

是 以《 大 學 》的 新 本 古 本 為 論 題 而 展 開 的。朱 元 晦 非 常 重 視 文 獻 的 校 勘 訓

詁，王 陽 明 則 並 非 如 此。所 以 由 王 陽 明 所 提 出 的《 大 學 》新 本 古 本 的 爭 論，

完 全 是 思 想 上 的 爭 論，而 非 文 獻 學 上 的 爭 論。要 把 此 一 爭 論 加 以 澈 底 的 檢

討 ， 等 於 是 把 【 朱 王 】
105

兩 大 派 的 思 想 作 一 澈 底 的 檢 討 ， 這 要 留 待 將 來 ；

此 處 僅 提 出 若 干 要 點，互 相 對 勘，藉 以 了 解 在 這 兩 大 思 想 系 統 中【《 大 學 》】
106

所 發 生 的 影 響 。  

王 陽 明 在〈 大 學 古 本 序 〉中 說，「 舊 (古 )本 析 (離 析 )而 聖 人 之 意 亡 矣 」。

朱 元 晦 離 析 舊 本， 有 兩 個 地 方， 一 是 將「 親 民 」改 為「 新 民 」；二 是 重 定

了 一 都 份 章 節 的 次 序 ， 而 將 其 分 為 經 傳 。 茲 略 加 考 查 如 下 ：  

《 大 學 》「 在 親 民 」，《 朱 注 》，「 親 當 作 新 」。他 在《 或 問 》中 又 說「 今

親 民 云 者，以 文 義 推 之 則 無 理；新 民 云 者，以 傳 文 考 之 則 有 據 … … 矧 未 嘗

去 其 本 文，而 但 曰，某 當 作 某，是 乃 漢 儒 釋 經 不 得 已 之 變 例，而 亦 何 害 於

傳 疑 耶 」？ 他 說「 親 民 云 者，以 文 義 推 之 則 無 理 」，這 說 得 太 過。但 說「 新

民 云 者，以 傳 文 考 之 則 有 據 」，倒 是 可 信 的。《 大 學 》既 引〈 康 誥 〉、〈 大 甲 〉、

〈 帝 典 〉的「 明 」字 以 釋 明 明 德；三 引「《 詩 》云 」(〔註 二 十 八 〕
107

)，及

一 「 子 曰 」 的 「 止 」 字 以 釋 「 止 於 至 善 」； 則 引 〈 湯 之 盤 銘 〉 及 〈 康 誥 〉

與「《 詩 》曰 」的「 新 」字，以 釋「 在 新 民 」，這 當 然 要 算 是 有 據。王 陽 明

引《 大 學 》中「 君 子 賢 其 賢 而 親 其 親 」，及「 此 之 謂 民 之 父 母 」這 類 的 話

來 反 駁 朱 元 晦，(《 傳 習 錄 上•愛 問 》在 親 民 條 )，殊 不 知：第 一，【 陽 明 上

                                                       
100按，專書此「註二十六」的序號，手稿、論文作「注二四」。 
101按，論文、專書此 69 字，手稿皆無。 
10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教」。 
103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架子」。 
104按，專書此「註二十七」的序號，手稿、論文作「注二五」。 
10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7按，專書此註的序號，手稿、論文作「注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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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引 的 】
108

話，不 能 認 為 是 緊 承「 在 親 民 」來 說 的。第 二，「 賢 其 賢 而 親 其

親 」 的「 親 其 親 」，指 的 是「 老 吾 老 」，「 幼 吾 幼 」 的 意 思， 即 《 中 庸 》 之

所 謂「 尊 賢 」與「 親 親 」，【 所 親 的 是 自 己 的 家 族，】
109

並 非 親 民 之 意。第

三，如 作 新 民 解 釋，【 就《 大 學 》來 說，】
110

並 不 排 斥【 親 】
111

民 的 觀 念。

所 以 陽 明 從 文 獻 上 去 反 駁 朱 元 晦 ， 是 沒 有 力 量 的 。  

但 陽 明 真 正 的 意 思，並 非 文 獻 上 的 一 字 之 爭，乃 在「 說 親 民，便 是 兼

教 養 意 ； 說 新 民 ， 便 偏 了 」 (同 上 )。 所 謂 偏 ， 是 指 偏 於 「 教 」 這 一 方 面 。

王 陽 明 這 兩 句 話，一 方 面 是 真 正 繼 承 了 儒 家 的 政 治 思 想；因 為 孔、孟、荀，

都 是 主 張 養 先 於 教 的。同 時，也 是 他 對 當 時 專 制 政 治 的 一 種 抗 議。【 陽 明

〔 一 生 〕
112

為 其 勳 業 所 累，經 常 處 於 生 死 的 邊 緣，所 以 一 生 很 少 直 接 談 到

政 治。他 之 所 以 再 三 反 復 於《 大 學 》上 的「 親 」字 與「 新 」字 的 一 字 之 爭，

這 是 他 隱 而 不 敢 發 的 政 治 思 想 之 所 寄。他 看 到 】
113

越 是 壞 的 專 制 政 治，【 越 】
114

常 以 與 自 己 行 為 相 反 的 道 德 濫 調〔 (新 民 )〕
115
，作 為 榨 壓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

116
的 盾 牌；【 所 以 他 藉 此 加 以 喝 破。他 的 話，】

117
尤 其 對 現 代 富 有 偉 大 地 啟

示 性；因 為 現 代 的 極 權 政 治，一 定 打 著「 新 民 」〔 這 類 〕
118

的 招 牌，作 自 己

殘 暴 統 治 的 工 具〔；連【 抗 戰 期 間，】
119

日 本 軍 閥 想 征 服 中 國【 時 】
120

，也

組 織 新 民 會 〕
121

。只 有 以 養 民 為 內 容 的 親 民，才 是 統 治 者 對 人 民 的 真 正 試

金 石，而 無 法 行 其 偽。且 陽 明 認「 親 民 兼 教 養 二 者 而 言 」，不 錯，以 親 民

【 為 出 發 點 去 教 民，】
122

和 以 仇 民 為 出 發 點 去 教 民，有 本 質 上 的 不 同，在

內 容 與 結 果 上，會 完 全 兩 樣。所 以 王 陽 明 的 反 對 改 親 民 為 新 民，乃 有 其 偉

                                                       
108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作「這些」。 
109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皆無。 
110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11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愛」。 
112按，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 
113按，論文、專書此 73 字，手稿僅作「因為」2 字。 
11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1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17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皆無。 
118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19按，論文此 4 字，手稿皆無。 
120按，手稿此字，論文皆無。 
121按，論文此 20 字，專書皆無。 
122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僅作「教民」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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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政 治 意 義。【 不 過 】
123

雖 是 如 此，教 民 在 儒 家 政 治 思 想 中，仍 佔 有 重 要

【 地 】
124

地 位；而「 大 學 」乃 教 育 之 地；大 學 之 道，又 是 以 教 為 內 容；則

〔《 大 學 》 之 〕
125

偏 重 於 言 教 ， 乃 【 當 】
126

然 之 事 。 何 況 ， 就 【《 大 學 》】
127

思 想 之 全 般 結 構 而 言，正 如 陽 明 所 說，親 民 養 民 之 意，特 被 重 視；所 以 事

實 上，《 大 學 》所 主 張 的 新 民，依 然 是 以 養 民 為 基 礎，是 在 親 民 的 精 神 下，

作 新 民〔 (教 )〕
128

的 努 力；既 無 陽 明 所【 顧 慮 】
129

的 在 專 制 下 的 流 弊，自 不

足 以 此 難 程 朱。〔 並 且 〕
130

朱 元 晦 自 己 也 說 這 種 改 字 是「 變 例 」，是「 傳 疑 」

〔 呢 〕
131

。〔 這 要 算 是 相 當 謹 慎 的 態 度；〕
132

這 和 後 人，尤 其 是 明 人，輕 改

古 書 字 句，完 全 是 不 同 的。至 於 朱 元 晦 依 程 子 將「 身 有 所 忿 懥 」，改 為「 心

有 所 忿 懥 」，此 亦 無 可 疑。心 有 所 忿 懥 數 語，是 說 明 心 由 生 理 的 激 動 而 受

其 影 響 ， 則 心 失 其 主 宰 的 地 位 ， 即 是 「 心 不 在 焉 」 的 。  

〔 ※   ※   ※ 〕
133

 

【 這 裡 應 順 便 一 提 的，朱 元 晦 對 於『 大 學 』是 套 在 學 校 制 度 中 講。而

王 陽 明 則 以 大 學 為『 大 人 之 學 』，即 聖 人 之 學，完 全 擺 脫 了 制 度 上 的 意 味；

這 是 說 明 朱 子 認 為 古 代 有 這 種 制 度；而 陽 明 則 係 以 他 自 己 講 學 為 背 景，當

下 表 明 他 講 學 的 宗 旨。這 種 地 方 的 不 同，也 可 以 說 明 他 們 對 文 獻 上 的 態 度

的 出 入 。 】
134

 

其 次，是 朱 元 晦 對 章 句【 前 後 】
135

次 序 變 動 的 問 題。按 朱 元 晦 將 章 句

【 前 後 】
136

次 序 加 以 變 動 的 原 因 有 二：一 為 出 於 經 傳 之 分；一 為 在 補 致 知

格 物 的 意 義。關 於 經 傳 之 分，康 有 為 認 為 朱 子「 誤 分 經 傳。夫《 詩 》《 書 》

《 禮 》《 樂 》《 易 》《 春 秋 》，孔 子 聖 作，乃 名 為 經。餘 雖《 論 語 》只 為 傳，

                                                       
123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2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25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12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自」。 
12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此篇」。 
12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2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無法辨識)。 
13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何況」。 
131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132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皆無。 
133按，專書此 3 個符號，手稿、論文皆無。 
134按，手稿此 116 字，論文、專書皆無。 
13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3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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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 記 》則 為 記 為 義。況 一 篇 中，豈 能 自 為 經 傳 乎 ？ 」(〔 註 二 十 九 〕
137

)。

按 朱 子 將《 大 學 》分 為 經 傅，其 用 意 蓋 在 標 明 自「 大 學 之 道 」以 至「 而 其

所 薄 者 厚 ，未 之 有 也 」的 二 〇 五 字， 為「 孔 子 之 言，而 曾 子 述 之 」；以 與

自 此 以 下 之 文 相 區 別。他 把 以 下 之 文 認 為 是「 曾 子 之 意，而 門 人 述 之 」的。

〔 此 種 區 分，未 免 近 於 武 斷。但 〕
138

他 之 所 以 如 此，則 因 在 前 的 二 百 零 五

字，乃 是 一 篇 的 總 綱；其 後，則 係 對 總 綱 的 疏 釋。經 與 傳 的 關 係，可 以 說，

在 戰 國 中 期 以 後，凡 被 疏 釋 的 文 字，即 能 稱 之 為 經；疏 釋 的 文 字，即 可 稱

之 為「 傳 」或「 說 」。因 此， 一 篇 之 中， 其 總 論 性 的 部 分 可 稱 為 經 ；其 分

疏 的 部 分 可 稱 為 傳 或 說。《 韓 非 子 》中 的〈 內 外 儲 〉諸 篇 之 自 分「 經 」「 說 」，

即 其 顯 證。【《 管 子 》《 呂 氏 春 秋 》兩 書 中，也 有 這 種 情 形。】
139

此 外 之 所 謂

「 道 經 」、「 墨 經 」，殆 亦 皆 指 被 解 釋 的 總 論 性 文 字 而 言。【 這 幾 乎 是 戰 國 末

期 著 書 的 通 例，】
140

安 有 如 康 有 為 氏 固 陋 之 說。〔《 大 學 》一 篇，雖 原 未 標

經、傳 (說 )之 名；但 其 結 構，正 與 當 時 之 自 為 經 傳 (說 )者 相 合。除 〕
141

朱 元

晦 按 照《 大 學 》前 段 總 論 性 之 二 百 零 五 字 的 內 容 與 次 第，而 將 以【 後 】
142

疏 釋 性 的 文 字，加 以 條 理，使 其 能 互 相 對 應；〔 雖 古 人 之 文 字 在 組 織 上 未

必 能 如 他【 分 】
143

的 這 樣 分 明，但【 究 】
144

〕
145

亦 為 義 所 應 爾。他 的 這 一 條

理 ， 仍 為 有 功 於 後 之 讀 者 。 惟 其 中 有 下 述 之 一 段 ：  

「《詩》云，瞻彼淇澳，綠竹猗猗。有斐君子，如切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不可諠兮。如切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斐］
146
兮者，恂［憟］

147
也。赫兮喧兮

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不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不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不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樂其樂而利

其利，此以沒世不忘也。」 

                                                       
137按，專書此註的序號，手稿、論文作「注二七」。 
138按，手稿、論文此 11 字，專書皆無。 
139按，專書、論文此 15 字，手稿皆無。 
140按，專書、論文此 13 字，手稿皆無。 
141按，論文此 31 字，手稿、專書皆無。 
142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43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4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45按，論文此 23 字，專書皆無。 
146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僴」。 
14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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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段 共 一 百 三 十 五 字 ，朱 元 晦 移 於「《 詩 》云， 邦 畿 千 里， 惟 民 所 止； 為

人 君，止 於 仁，為 人 臣，止 於 敬，為 人 子，止 於 孝；為 人 父，止 於 慈，與

國 人 交，止 於 信 」的 共 七 十 八 字 一 段 之 下，以 為 皆 係「 釋 止 於 至 善 」， 恐

有 問 題。此 七 十 八 字 之 釋 止 於 至 善，義 無 可 疑。惟 前 引 之 一 百 三 十 五 字 的

一 段 ， 恐 係 釋 「 一 是 皆 以 修 身 為 本 」 的 。  

〔 ※   ※   ※ 〕
148

 

實 際，王 陽 明 向 朱 元 晦 所 發 出 的 抗 辯，與 上 面 文 字 的 離 析 無 關。問 題

是 出 在 朱 元 晦 認 為 是 經 的 二 百 零 五 字 之 下，緊 接【 著 】
149

「 此 謂 知 本，此

謂 知 之 至 也 」二 句，移 於「 子 曰，聽 訟 吾 猶 人 也，必 也 使 無 訟 乎，無 情 者

不 得 盡 其 辭，大 畏 民 志，此 謂 知 本 」的「 右 傳 之 四 章，釋 本 末 」之 下，而

以 這 為「 右 傳 之 五 章，蓋 釋 格 物 致 知 之 義，而 今 亡 矣 」。朱 元 晦 以 為 亡 了

的，王 陽 明〔 均 〕
150

以 為 未 亡。這 便 不 是 文 獻 之 爭，而 實 出 自 思 想 不 同 之

爭 。 以 下 試 對 此 略 加 分 疏 。  

已 經 說 過，孔 子 思 想 的 系 統，是 非 常 重 視 學，非 常 重 視 求 知 的。此 種

意 義 ， 在 孟 子 【 的 語 言 中 ， 】
151

表 現 得 稍 嫌 不 夠 ； 而 荀 子 的 特 別 重 視 學 ，

重 視 知，從 某 一 方 面 說，也 可 以 看 作 是 對 孟 子 的 一 種 矯 正；姑 不 論 其 矯 正

得 得 當 與 否。如 前 所 述，《 大 學 》是 先 秦 儒 家 的 綜 合，所 以 一 方 面 繼 承 了

孟 子 由 心 善 的 擴 充 以 通 向 天 下 國 家 的 思 想；一 方 面〔 強 調 知 識 在 人 生 中 所

應 佔 〕
152

有 的 地 位，而 重 視 致 知。但 儒 家 所 重 的 知 識，本 以 倫 理 政 治 方 面

者 為 主。其 間 經 過「 辯 者 」的 詭 辯，儒 家 的 此 一 傾 向 更 為 加 強。因 此，《 大

學 》的 格 物，依 我 在 前 面 的 解 釋，可 能 是 對 致 知 的 一 種 要 求，同 時 也 是 一

種 限 制。若 果 然 如 此，則 所 謂 致 知 在 格 物 的 格 物，即 不 外 於 以 修 身 為 本，

推 而 至 於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身 家 國 天 下 即 是 物；修 齊 治 平 之 效 即 是 格 物；

修 齊 治 平 之 道 即 是 致 知；在 修 齊 治 平 之 道 以 外 無 所 謂 致 知；在 修 齊 治 平 之

效 以 外 無 所 謂 格 物。所 以《 大 學 》對 於 誠 意 以 上，皆 有 分 別 之 說 明；獨 對

於 致 知 格 物，無 所 說 明；因 為 修 身 以 上 的 說 明，即 是 致 知 格 物 的 說 明，而

                                                       
148按，專書此 3 個符號，手稿、論文皆無。 
14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有」。 
150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却」。 
15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52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作「恢復了知識所應」等 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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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須 另 有 所 說 明。然 則 】
153

在 前 段 總 論 性 的 二 百 〇 五 字 之 後，收 束 之 以「 此

謂 知 本 ， 此 謂 知 之 至 也 」，【 於 】
154

意 義 上 雖 不 十 分 明 暢 ， 但 亦 無 所 欠 缺 ，

而 不 須 耍 朱 元 晦 的 補 義。【 過 去 也 有 不 少 人 說 到 這 一 點；但 對 於 格 物 的 原

義 沒 有 弄 清 楚 ， 則 對 朱 元 晦 的 爭 論 ， 終 是 近 於 無 據 的 意 氣 之 爭 】
155

。  

不 過，朱 元 晦 對 致 知 格 物 的 補 義，【 如 後 所 述，】
156

實 含 有 兩 大 意 義；

儘 管 未 必 為《 大 學 》原 義【 之 】
157

所 有，但 亦 可 謂 為《 大 學 》原 義 的 引 伸

推 拓；最 低 限 度，這 是 儒 家 重 知 識 一 面 的 重 大 發 展，所 以 並 不 必 為《 大 學 》

原 義 所 拒 絕 。 茲 先 將 其 補 義 引 述 於 下 ：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理也。蓋人心之靈，莫不有知；而天下之物，莫不有理。

惟於理有未窮，故於知有不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

下之物，莫不因其已知之理，而益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力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精粗無不到，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不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上 述 一 段 話 中，第 一，他 把 求 知 識 的 知 性，及 求 知 識 的 對 象，很 清 楚

的 表 達 出 來。並 且 在「 即 物 而 窮 理 」的 這 句 話 裏，把 道 德 的 主 觀 性 所 加 於

求 知 的 制 約 ，【 與 以 】
158

取 消 或 壓 小 ；【 因 之 ， 】
159

使 知 性 從 道 德 主 體 的 主

觀 性 中 完 全 解 放 出 來，直 接 面 對 客 觀 之 物 而 活 動，【 很 清 楚 的 表 達 出 來，】
160

這 便 為 求 知 識 開 出 一 條 大 路。第 二，因 為 上 述 知 性 的 解 放，於 是 把 求 知

的 對 象，從【「 倫 理 」、】
161

「 事 理 」，擴 充 到「 物 理 」；【 倫 理 不 待 說，即 是

事 理 的 】
162

「 事 」，是 由 人 的 主 觀 意 志 向 客 觀 對 象 的 活 動 而 成 立；若 此 種 客

觀 對 象，只 限 於 身、家、國、天 下，則 此 時 的「 事 理 」，【 所 以 】
163

是 在 倫

理 與 物 理 之 間 所 成 立 的 理。這 若 完 全 站 在 知 識 的 立 場 說，此 時 的 事 理，便

                                                       
153按，論文、專書此 116 字，手稿僅作「平天下」等 3 字。 
15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在」。 
155按，論文、專書此 44 字，手稿皆無。 
15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57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5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因之」。 
15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60按，手稿此 8 字，論文、專書皆無。 
16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62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皆無。 
163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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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是 不 純 不 淨，對 於 知 識 自 身 的 發 展，即 形 成 一 限 制。中 國 傳 統 所 說 的 理，

多 半 是 屬 於 此 種 性 格。程 朱 說「 天 下 之 物，莫 不 有 理 」，說「 即 物 而 窮 其

理 」；這 裏 所 說 的 物 ，已 突 破 了《 大 學 》原 有 的 範 圍， 而 伸 向【〔「 凡 天 下

之 物 」，連 〕
164

一 草 一 木，都 包 括 在 內 的 自 然 方 面；理 之 客 觀 性，始 徹 底 明

瞭；】
165

求 知 的 限 制 亦 隨 之 打 破；這 是 中 國 文 化，由 道 德 通 向 科 學 的 大 關

鍵。必 如 此，而 學 問 的 性 格 乃 全；且 亦 為 孔 子 思 想 所 蘊 蓄 而 未 能 完 全 展 出

的。程 朱 由《 大 學 》格 物 之 啟 示，而 將 文 化 精 神 中 所 蘊【 蓄 】
166

而 未 發 的

展 示 出 來，這 縱 然 不【 盡 】
167

合 於《 大 學 》原 義，但 實 表 示 了 學 術 上 的 一

大 發 展，其 功 為 不 可 沒。可 惜，在 由 道 德 轉 向 知 識 之 間，應 有 精 神 的 轉 換；

程 朱 仍 為 傳 統 所 束 縛，對 這 一 轉 換 尚 未 能 徹 底。〔 同 時，他 在《 大 學 》的

解 釋 上，忽 略 了 如 前 面 所 說 過 的 正 心 及 誠 意 的 第 一 階 段 的 工 夫；把 道 德 主

體 的 顯 露、建 立，也 一 起 寄 托 於 格 物 致 知 之 上，無 形 中，以 為 解 決 了 知 識

問 題，同 時 即 解 決 了 道 德 問 題；所 以 他 便 說「 則 眾 物 之 表 裡 精 粗 無 不 到，

而 吾 心 之 全 體 大 用 無 不 明 矣 」的 話；上 一 句，是 可 以 說 的；下 一 句，是 不

能 說 的。由 向 外 致 知 格 物，而 可 使 吾 心 之 全 體 大 用 無 不 明，是 心 之 自 身，

除「 莫 不 有 知 」的「 知 」以 外 更 無 他 物；這 不 僅 不 合 於 孔 子 孟 子 及《 大 學 》，

且 亦 不 合 於 程 子。因 程 子 分 明 說「 德 行 之 知，不 關 聞 見 」；僅 由 向 外 窮 理，

如 何 能 使 吾 心 之 「 全 體 大 用 無 不 明 」 呢 ？ 〕
168

 

【 六 】
169

、 王 陽 明 對 朱 元 晦 的 〔 爭 論 〕
170

 

【 現 在 】
171

為 了 瞭 解 王 陽 明 對 朱 元 晦 的 〔 爭 論 〕
172

， 先 把 他 論 難 的 要

點 摘 錄 如 下 。 他 在 文 字 中 所 稱 的 「 先 儒 」 或 「 後 儒 」， 皆 指 朱 元 晦 而 言 。 

「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均是義外也。」--《傳習錄上》 

「……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理，即茫茫蕩蕩，都無著落處；須

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來；然終是沒根基。」--同上 

                                                       
164按，專書此 6 字，論文僅作「把」。 
165按，論文、專書此 30 字，手稿「背面」。 
16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67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68按，專書此 216 字，手稿、論文皆無。 
169按，論文、專書此序號，手稿作「五」。 
17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論難」。 
171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172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作「論難抗辨」，論文作「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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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理也。即物窮理，是就事事物物

上求其所謂定理也；是以吾心而求理於其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理而

為二［矣］
173
。夫求理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於其親之謂也……」--

《傳習錄下，〈答顧東橋書〉》 

「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

有理，今如何去格？【縱】
174
格得草木來，如何反來誠得自家意？」

--《傳習錄下》 

「是故不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不事於格物，而徒以誠

意者，謂之虛。不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謂之妄。合之以敬而

益綴，補之以傳而益離。」--《王文成公全集》卷七，〈大學古本序〉 

王 陽 明 之 所 以 那 樣 【 的 】
175

批 評 朱 元 晦 ， 因 為 他 認 為 ：  

「心即理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理乎？」--《傳習錄上》 

「夫萬事萬物之理，不外於吾心。」--《傳習錄下》，〈答顧東橋書〉 

「夫良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度之於方圓長短也……故規短誠立，

則不可欺以方圓……良知誠致，則不可欺以節目時變……毫釐千里

之謬，不於吾心一念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同上 

「夫理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傳習錄下》，〈答羅整

庵少宰書〉 

他 根 據 上 面 的 基 本 觀 點，而 認 為 朱 元 晦 整 個 的 學 問 都 是「 義 外 」，「 支 離 」；

對《 大 學 》的 解 釋， 也 是「 義 外 」，「 支 離 」。他 自 己 所 作 與 朱 元 晦 不 同 的

解 釋 【 ， 略 述 如 下 】
176

：  

【 對 《 大 學 》「 在 明 明 德 」 的 解 釋 】
177

， 朱 、 王 相 同 。【 對 「 在 親 民 」

的 解 釋 】
178

，朱 作 新，王 作 親；已【 如 前 述 】
179

。【 對「 在 止 於 至 善 」的 解

                                                       
173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點」。 
17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75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7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僅作「是」。 
177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大學『在明德』」。 
178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作「『在親民』」。 
17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見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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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180

，朱以「事理當然之極」釋至善。王【的解釋】
181

則以「至善是心之

本體」(《傳習錄上》)。「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

是復其本然而已」(同上)。這是兩人思想的大分水嶺【，在後面再分疏】
182

。 

【 其 次，對 正 心、誠 意 的 解 釋 】
183

，朱 王 無 根 本 異 同。而 王 將 意 直 接

與 物 相 連 結，並 以 能 見 之 於【 實 】
184

行，始 為 誠 意；則 似 較 朱 對 誠 意 的 了

解 更 為 切 至 ， 但 並 不 與 朱 【 相 】
185

扞 格 。 他 說 ：  

「意之所在便是物。」--《傳習錄上》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

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讀書，即讀書為一物……凡意之

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答

顧東橋書〉 

「蓋鄙人之見，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

意。必實行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

--同上 

「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傳習錄下》 

「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六，〈答大學問〉】
186
 

【 又 其 次，對 致 知、格 物 的 解 釋，這 與 對「 至 善 」的 解 釋 一 樣，是 朱 王 的 】
187

大 分 歧 點。朱 對 此 的 解 釋：「 知 猶 識 也。推 極 吾 之 知 識，欲 其 所 知 無 不 盡

也。物 猶 事 也。窮 至 事 物 之 理，欲 其 極 處 無 不 到 也 」(《 大 學 章 句 》)。【 所

以 朱 元 晦 所 說 的 致 知 的「 知 」，是 認 識 的 能 力，及 由 認 識 能 力 所 得 的 知 識 】
188

。 王 陽 明 的 解 釋 則 是 ：   

「意之本體便是知」。「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見父自然知孝……」

--《傳習錄上》 

                                                       
180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在至於至善』」。 
181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82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183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正心、誠意」。 
18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85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86按，論文、專書此章節序號及名稱，手稿皆無。 
187按，論文、專書此 25 字，手稿僅作「致知格物這是朱王」。 
188按，論文、專書此 29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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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鄙人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良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良

知，即所謂天理也。致吾心良知之天理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

其理矣。致吾心之良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理者，格物也。

是合心與理而為一者也。」--〈答顧東橋書〉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靈明覺，即所謂本然之良知也。其虛靈明

覺之良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

非意之體乎？」--同上 

「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靈明處謂之知。指知之涉著處謂之物。

只是一件。」--《傳習錄下》 

「故至善也者，心之體也。動而後有不善，而本體之知，未嘗不知也。

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不善。」--同書卷

七，〈大學古本序〉 

「心之本體本無不正。自其意念發動，而後有不正。故欲正其心者，

必就其意念之所發而正之」。「致者至也……致知云者，非若後儒所謂

充廣其知識之謂也。致吾心之良知焉耳。……凡意念之發，吾心之良

知，無有不自知者……今於良知所知之善惡者，無不誠好而誠惡之，

則不自欺其良知，而且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良知，亦豈影響恍惚而

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

也……格者正也。正其不正，以歸於正之謂也。」--同書卷二六，〈答

大學問〉 

【 綜 上 所 述，陽 明 以 知 是 良 知，即 道 德 的 主 體。】
189

陽 明 在 學 術 上 最 大【 的 】
190

貢 獻，為 直 承 孔 孟 之 傅，將 道 德 主 體，顯 現 得 特 別 澈 底。因 為 是 道 德 的，

所 以 自 然 貫 徹 於 行 為 之 上，以 與 客 觀 事 物 相 連 結。他 的 講 知 行 合 一，講 致

良 知， 講 理 無 內 外， 皆 由 此 而 來 。〔 在 他 強 調「 有 是 意 ，即 有 是 物 」的 這

一 點 上，是 他 與 禪 宗 分 家 的 地 方。〕
191

同 時，以 他 的 天 資 之 高，及 體 會 之

真 切，他 把 握 到 性 理 --即 他 之 所 謂 良 知 --〔 之 發 〕
192

，固 必 然 落 於 事 物 之 上；

                                                       
189按，論文、專書此 17 字，手稿皆無。 
19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之」。 
191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論文作「這是他的思想，絕對不能與佛老相渾的地方」等

18 字。 
192按，專書此 2 字，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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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性 理，與 一 般【 所 追 求 的 】
193

事 理、物 理 之 所 謂 知 識，實 有 不 同 的 性 質。

在 順 性 理 之 發 時，不 易 加 入 純 知 識 的 活 動；而 純 知 識 的 活 動，也 可 以 與 性

理 無 關。因 之，不 僅 物 理 固 然 直 接 接 不 上 人 的 性 理；即 事 理【 之 】
194

與 性

理 的 活 動，【 其 間 】
195

亦 須 作 一 精 神 的 轉 換。他 說「 羲 和 曆 數 之 學，皋 契 未

必 能 之 也 。 … … 雖 堯 舜 亦 未 必 能 之 也 。 謂 聖 人 為 生 知 者 ， 專 指 義 理 (按 即

我 此 處 所 說 的 性 理 )而 言 ， 而 不 以 禮 樂 名 物 之 類 ； 則 是 禮 樂 名 物 之 類 ， 無

關 於 作 聖 之 功 矣 」 (〈 答 顧 東 橋 書 〉 )。 這 是 他 對 性 理 之 知 ， 與 事 理 之 知 ，

檢 別 得 非 常 清 楚 的 地 方。他 說「 縱 格 得 草 木 來，如 何 反 來 誠 得 自 家 意 ？ 」

這 是 他 對 性 理 之 知 與 物 理 之 知，檢 別 得 非 常 清 楚 的 地 方。這 種 檢 別，在 今

日 特 別 【 有 其 】
196

重 要 性 ，【 此 處 】
197

不 能 詳 說 ，【 他 站 在 純 性 理 的 立 場 而

說 心 即 理，這 是 不 錯 的 】
198

。但 他 由 此 而 拒 絕 對 物 理 的 追 求，輕 視 事 理 在

實 現 性 理 時 的 重 大 意 義，及〔 輕 視 人 在 事 理 上 所 應 加 的 一 番 研 求 的 〕
199

工

夫，則 畢 竟 是 他 的 整 個 思 想 中 的 缺 點。他 由 此 而 解 釋《 大 學 》，並 批 評 朱

元 晦 ， 當 然 是 不 適 當 的 。  

他 之 所 以 忽 視 事 理，認 為 良 知 之 所 至，事 理 自 隨 之 解 決，而 不 須 要 有

一 番 研 求 的 工 夫【 的 原 因，】
200

第 一，【 因 為 】
201

當 時 知 識 分 子 的 墮 落，很

少 是 來 自 事 理 之 不 明，而 為 主 係 來 自 良 知 的 泯 沒。第 二，因 為 他 實 際 是 一

個 天 才 型 的 人 物，他 一 生 治 事 用 兵，好 像 都 是 稱 心 而 發，行 所 無 事；以 己

為 推，覺 得 只 要 解 決 了 行 為 根 源 上 的 良 知 問 題，便解決了整個行為的問題。

第 三，由 朱 元 晦 所 倡 導 的 格 物 致 知 之 學，末 流 完 全 落 在 書 本 子【 的 文 章 訓

詁 之 上；這 種 】
202

知 識，對 現 實 而 言，多 是 無 用 的 長 物。第 四，【 陽 明 的 議

論，】
203

總 是 以 家 庭 中 的 溫 清 奉 養 舉 例，這 都 是 非 常 單 純 而 有 格 套【 可 循 】

                                                       
193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追求」。 
19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9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9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顯得」。 
19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這裡」。 
198按，論文、專書此 19 字，手稿作「由此可了解他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 
199按，專書此 16 字，手稿作「其所應加上的一番」，論文作「人所應加上的一番」等 8

字。 
200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我想」。 
201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202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上，書本上的」。 
203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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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的 事 物，亦 使 其 不 以 向 外 窮 理 為 必 要。不 過，《 大 學 》思 想 的 結 構，〔 是

由 心、意 以 通 於 身、家、國、天 下，這 可 以 說 是 由 主 觀 向 客 觀 的 展 開。〕

205
陽 明 說 心 即 是 理，說 理 無 內 外，這 就 性 理 而 言，本 是 如 此；但 在 表 詮 的

次 序 上，及 實 踐 的 程 序、結 果 上，不 能 不 承 認 這 種 由 主 觀 向 客 觀 展 開 的 意

義。〔 由 明 明 德 向 親 民，依 然 是 一 種 推 擴，是 一 種 展 開。既 是 向 客 觀 展 開，

則 至 善 之 心，必 見 之 於 至 善 之 事，而 不 能 僅 停 頓 在 心 的 原 有 位 置。因 之，

繼「 在 明 明 德，在 親 民 」下 來 的「 在 止 於 至 善 」的 〕
206

「 至 善 」，只 能 是 朱

元 晦 所 說 的「 事 理 當 然 之 極 」；而 不 能 說 成 王 陽 明 的「 心 之 本 體 」。事 物 當

然 之 極 的 後 面，有 心 的 本 體；所 以 朱 元 晦 又 接 著 說「 蓋 必 有 以 盡 夫 天 理 之

極，而 無 一 毫 人 欲 之 私 」；但 止 於 至 善，究 係 心 之 本 體 的 客 觀 化。〔 且 陽 明

既 以「 明 德 」為 心 之 本 體，由 推 擴 心 之 本 體 (明 明 德 )而 親 民；却 又 把 承 親

民 之 後 的「 止 於 至 善 」，釋 為「 止 於 心 之 本 體 」；是 三 句 話 中，中 間 一 句 是

說 親 民，首 尾 則 皆 說 本 體；不 論 在 文 字 結 構 上，在 義 理 上，都 是 說 不 通 的。

陽 明 之 所 以 如 此 解 釋，是 因 為「 懼 人 之 求 於 外 」(註 三 十 )；但 陽 明 既 已 主

張 理 無 內 外，則 一 念 提 厮，即 可 攝 外 歸 內；又 何 必 以 求 之 於 外 為 懼。這 到

真 有 點 像 「 若 負 建 鼓 而 求 亡 子 」 了 (註 三 十 一 )〕
207

。  

《 大 學 》從 平 天 下 以 至 正 心 誠 意，這 是 由 外 向 內 的 展 開。由 正 心 誠 意

以 至 致 知 格 物，這 又 是 由 內 向 外 的 展 開。由 外 向 內 的 展 開，是 由 客 觀 世 界

〔 要 請 〕
208

道 德 主 體 的 建 立 。 由 內 向 外 的 展 開 ， 是 由 道 德 主 體 〔 要 請 〕
209

知 識 的 轉 換。陽 明 因 輕 視 事 物 之 理，以 為 求 事 物 之 理 即 是 義 外，故 以 致 知

                                                       
20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05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論文作「可以說是由內向外的展開，同時也是由外向內的

展開。前者是由體見用，後者是由用顯體。這即所謂『合內外之道』」等 45 字。 
206按，專書此 71 字，手稿作「且既無內外，則只要人是用心於求理，則似亦不必『懼

人之求於外』(註二八)。《大學》由明德而親(新)民，是由內向外的展開；朱元晦因之

所謂」等 49 字。論文作「且既無內外，則只要人是用心於求理，似亦不必『懼人之

求於外』(註二八)。《大學》由明德而親(新)民，是由內向外的展開；因之所謂」等 49

字。 
207按，專書此 156 字，手稿作「以心之本體釋之，即嫌有內而無外，在語意上也多一層

周折」等 24 字。論文作「陽明以心之本體釋之，即嫌有內而無外，在語意上也多一

層周折」等 26 字。 
208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向」。 
209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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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致 良 知；【 以 格 物 為 推 致 良 知 於 事 物 之 上，格 其 不 正 以 歸 於 正；於 是〔 誠 〕

210
誠 意、致 知、格 物，皆 是 一 個 層 次 上 的 工 夫；這 種 解 釋，】

211
不 僅 不 合 於

大 學 思 想 的 結 構 ， 不 合 於 孔 門 重 學 重 知 之 旨 ； 且 其 自 身 亦 〔 有 問 題 〕
212

。

他 說「 知 是 心 之 本 體 」(《 傳 習 錄 上 》)。【 又 】
213

說，「 有 知 而 後 有 意，無 知

即 無 意，知 非 意 之 體 乎 」(〈 答 顧 東 橋 書 〉)，這 是 說 良 知 是 意 的 本 體。【 良

知 既 是 心 的 本 體，又 是 意 的 本 體，是 心 與 意 本 為 一 物。】
214

他 又 說，「 指 其

充 塞 處 言 之 謂 之 身；指 其 主 宰 處 言 之 謂 之 心；指 心 之 發 動 處 言 之 謂 之 意；

指 意 之 靈 明 處 言 之 謂 之 知 ； 指 知 之 關 涉 處 言 之 謂 之 物 」 (《 傳 習 錄 下 》 )。

按，意 之 靈 明，當 即 心 之 靈 明，【 即 所 謂 良 知 之 知。〔 由 此 更 可 知 陽 明 以 心

意 為 一 物。但 陽 明 却 又 〕
215

】
216

謂「 心 之 本 體 本 無 不 正。自 其 意 念 發 動，而

後 有 不 正 」。【〔 若 〕
217

如 前 之 說，心 意 本 是 一 物，心 正，則 自 心 所 發 之 意，

不 應 有 不 正。〔 這 是 一 個 問 題。〕
218

心 發 而 為 意，心 之 靈 明，即 成 為 意 之 靈

明，以 為 意 之 體；此 時 之 意，即 應 會 知 善 知 惡，好 善 惡 惡。】
219

將 此 知 善

知 惡，好 善 惡 惡 之 意，貫 徹 下 去，貫 徹 得 好 像 好 好 色、惡 惡 臭，這 即 是 誠

意。【 並 且 陽 明 說 意 必 有 其 事，誠 意 必 落 實 在 事 上。意 與 良 知，是 一 而 非

二；意 落 實 於 事 上，即 是 意 的 靈 明 落 實 於 事 上，使 事 順 隨 意 之 靈 明 而 加 以

處 理，這 才 能 謂 之 誠 意。】
220

若 依 照 此 一 理 路 說，則 陽 明 所 說 的 致 良 知 與

                                                       
210按，論文此字，專書則無。 
211按，論文、專書此 44 字，手稿作「陽明以『知』(良知)是心之本體(《傳習錄》)是『致

知』即是正心，這」。 
212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亦有矛盾」。論文作「含有矛盾」。 
213按，論文、專書字，手稿作「他」。 
214按，論文、專書 22 字，手稿皆無。 
215按，專書此 18 字，論文作「陽明所」等 3 字。 
216按，專書此 18 字，手稿作「陽明」。 
217按，專書此字，論文作「但」。 
218按，專書此 6 字，論文皆無。 
219按，論文、專書此 67 字，手稿作「意自心而發，心正則自心所發之意，實即心之靈

明向外的活動，此時之意，即知善知惡而無不正，所明之意，即知善知惡而無不正。

他說「有知即有意，無知即無意」，而以「知為意之體」，可見意之自身即知善知惡，

好善惡惡，好善惡惡，」等 89 字。 
220按，論文、專書此 64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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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物 的 工 夫，實〔 皆 包 含 〕
221

在 誠 意 之 中，而 不 應 分 作【 三 】
222

層 說。否 則

〔「 誠 意 」的 〕
223

「 誠 」字 便 完 全 落 了 空。〔 這 又 是 一 個 問 題。〕
224

陽 明 所 以

以 致 知 為 誠 意 的 工 夫，是 認 為 意 有 不 正，須 待 致 良 知 以 正 之；則 此 良 知 應

在 意【 之 外，而 不 應 說 知 是 意 的 本 體 】
225

，不 應【 說 】
226

「 意 之 靈 明 處 謂 之

知 」。【 既 以 】
227

意 之 靈 明 處 謂 之 知 ， 是 以 良 知 乃 在 「 不 正 」 之 意 的 裏 面 ；

此 亦 於 理 論 上 不 能 無 所 扞 格。陽 明 信 得 及 心，而不能信得及由心所發之意；

既 不 能 信 得 及 意，而 又 信 良 知 即 在 意 之 中；既 言 意 必 著 事 物，理 無 內 外，

却 又 不 承 認 事 物 之 客 觀 性，將 內 外 分 得 特 別 嚴；這 些 屈 折，【 甚 至 是 矛 盾，】

228
是 因 為 他 把 自 己 的 思 想，安 放 於《 大 學 》思 想 結 構 之 中，【 以 致 】

229
兩 相

搭 掛 而 來 的。我 覺 得 要【 真 正 】
230

了 解 陽 明 思 想 的 本 來 面 目，應 當 擺 脫 這

種 搭 掛 。〔 下 面 劉 宗 周 的 幾 段 話 ， 可 以 互 相 參 證 。  

一 、 駁 〈 天 泉 證 道 記 〉  

「新建(陽明)言『無善無惡者心之體，有善有惡者意之動。知善知惡

是良知，為善去惡是格物』。如心體果是無善無惡，則有善有惡之意，

又從何處來？知善知惡之知，又從何處起？為善去惡之功，又從何處

用？無乃語語絕流斷港乎。」--《南雷集‧子劉子行狀下》，《四部叢

刊》本第六冊十三頁 

按 陽 明 有 時 以 心 為 至 善，而 此 處 又 以 心 為 無 善 無 惡，主 要 由 良 知 之「 知 」

而 來 ， 其 中 曲 折 ， 此 處 不 深 入 研 究 。  

二 、 駁 良 知 說 ：  

「知善知惡，從有善有惡而言者也。因意有善有惡，而後知善知惡，

是知為意奴也。……非《大學》之本旨明矣。」--同上 

                                                       
221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作「即」。 
22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兩」。 
223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224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225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作「根深處」。 
22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謂」。 
22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28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22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3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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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黃 棃 洲 述 劉 宗 周 作 《 陽 明 傳 信 錄 》 之 旨 謂 ：  

「陽明之良知，本以救末學之支離，姑借《大學》以明之，未盡《大

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而《大學》之旨晦……」--同

上，十五頁］
231
 

朱 元 晦 本 注 重 向 外 格 物，即 物 窮 理，自 然 偏 向 於 事 理、物 理 方 面；而

對 於 性 理 本 具 於 人 之 一 心，自 內 流 出，【 未 免 】
232

體 認 得 有 所 不 足。所 以 他

雖 批 評 藍 田 呂 氏「 欲 必 窮 萬 物 之 理，而 專 指 外 物，則 理 之 在 己 者 有 不 明 矣

(《 大 學 章 句 或 問 》)；但 他 畢 竟 以 為 理 乃「 散 在 萬 物 」，而 心 僅 係「 管 乎 天

下 之 理 」，並 作 微 妙 之 運 用 (同 上 )；而 心 的 本 身，畢 竟 不 是 理。因 此，【 他

對 】
233

謝 上 蔡 氏 的「 先 其 大 者 」，即先 立 性 德 以 為 根 本，也 不 能 得 到 他 的 印

可，而 以 為「 不 若 先 其 近 者 之 切 也 」(同 上 )。孟 子 之 所 謂「 反 身 而 誠 」乃

從 性 理 上 說，主 要 係 由 心 之 存 養 而 來；但 他 以 為「 反 身 而 誠，乃 為 格 物 知

至 以 後 之 事 」(同 上 )。【 在 他 的 心 目 中，正 心、誠 意 的 自 身，皆 無 工 夫，須

賴 致 知 格 物 以 為 工 夫；於 是 正 心 誠 意 是 虛 的，致 知 格 物 才 是 實 的。他 】
234

本 是 偏 重 求 之 於 外，對 性 理 --道 德 的 主 體，體 認 不 夠 真 切。【 但 他 治 學 的 本

意，本 是 要 內 外 兼 管 的；於 是 由 外 收 攝 】
235

向 內 的 關 鏈，不 是 出 自 性 理 的

【 主 宰 性 】
236

，而 只 賴 敬 的 工 夫 的 收 斂；於 是 在《 大 學 或 問 》的 開 始，特

強 調 「 敬 之 一 字 ， 豈 非 聖 學 始 終 之 要 也 哉 」 (同 上 )； 這 話 固 然 說 得 不 錯 。

但【《 大 學 》之 所 以 不 曾 言「 敬 」，乃 在 於 誠 意 之「 誠 」，較「 敬 」的 工 夫，

更 是 由 內 貫 通 於 外 的 全 般 提 起，全 般 用 力。今 朱 元 晦 在 】
237

正 心 誠 意【 處 】

238
， 既 已 落 空 ， 敬 字 【 便 】

239
也 不 會 有 力 。 由 此 ， 可 以 了 解 王 陽 明 批 評 他

「 合 之 以 敬 而 益 綴 ； 補 之 以 傳 (按 指 朱 元 晦 所 補 格 物 致 知 之 義 )而 益 離 」，

大 體 上 是 恰 當 的 。  

                                                       
231按，專書此 279 字，手稿、論文皆無。 
23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33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234按，論文、專書此 45 字，手稿僅作「朱元晦」。 
235按，論文、專書此 21 字，手稿僅作「由外」。 
236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僅作「全盤提廝」。 
237按，論文、專書此 43 字，手稿皆無。 
23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3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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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元 晦 因 未 能 把 握 性 理 而 偏 重 事 理、物 理，故 其【 釋 】
240

《 大 學 》，使

正 心、誠 意 二 辭 落 空。王 陽 明 則 因 輕 視 事 理 與 物 理 在 實 現 性 理 時 之 重 大 意

義，故 其【 釋 】
241
《 大 學 》，把 致 知 一 辭 的 意 義，完 全 作 不 正 當 的 語 意 移 轉，

以 致 使《 大 學 》重 知 識 的 本 意 落 空。這 都 是 在 道 德 活 動 與 知 識 活 動 的 精 神

轉 換 處，缺 乏 一 念 之 自 覺，所 以 只 能 發 展《 大 學 》原 有 思 想 之 一 面，而 不

能 得【 到 】
242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之 全 體 大 用。這 大 概 是 受 了 個 人 氣 質 和 時 代 的

限 制 。  

附   註  

註 一 ： 以 上 所 引 ， 皆 見 〈 大 學 章 句 序 〉。  

註 二：《 詩•大 雅•靈 臺 》「 於 論 鼓 鐘，於 樂 辟 廱 」；《 周 禮•春 官 》大 司 樂

「 掌 成 均 之 法 ， 凡 有 道 有 德 者 使 教 焉 。 死 則 以 為 樂 祖 ， 祭 於 瞽 宗 」；

由 此 可 知 ， 教 之 內 容 ， 皆 以 音 樂 為 主 。 此 與 古 代 情 況 相 合 。  

註 三：《 周 禮•地 官 》大 司 徒〔「 因 此 五 物 者 民 之 常，而 施 十 有 二 教 焉；一

曰 以 祀 禮 教 敬 ， 則 民 不 苟 … … 」。 〕
243

「 以 鄉 三 物 教 萬 民 而 賓 興 之 」；

按 三 物 指 六 德、 六 行、六 藝 而 言。〔 又 保 氏「 養 國 子 以 道，乃 教 之 以

六 藝 」。〕
244

凡 此，即 一 般 之 所 謂 教 育、教 化。〔 亦 即 孟 子 之 所 謂「 明

人 倫 」。 〕
245

 

註 四：《 孟 子•滕 文 公 上 》「 設 為 庠 序 學 校 以 教 之。庠 者 養 也，校 者 教 也，

序 者 射 也；夏 曰 校，殷 曰 序，周 曰 庠。學 則 三 代 共 之，皆 所 以 明 人 倫

也 。 」  

註 五： 上 引《 孟 子 》之 所 謂「 皆 所 以 明 人 倫 也 」，係 將 養 老 、習 射 ，加 以

新 的 解 釋；並 將《 周 禮 》司 徒 職 掌 的 內 容，轉 移 於 庠 序 之 下，無 形 中，

使 教 育 在 政 治 中 另 成 一 系 統 。  

註 六：按 此 處 之「 舍 采 」，與《 周 禮 》大 胥 之「 舍 采 合 舞 」相 合。《 禮 記•

月 令 》則 作「 釋 菜 」，說 者 多 謂【 舍 】
246

采 與 釋 菜〔 之 菜 〕
247

，實 同 詞

                                                       
24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解」。 
24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解」。 
24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解」。 
243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論文皆無。 
244按，論文此 14 字，手稿、專書皆無。 
245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論文皆無。 
246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247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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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義。鄭 康 成 以 為 係 祭 先 師。然 鄭 司 農 引「 或 曰，學 者 皆 人 君 卿 大 夫

之 子，衣 服 采 飾。舍 采 者，減【 消 】
248

解 釋 盛 服，以 下 其 師 」；〔 按 由

「 舍 采 合 舞 」之 語 推 之，則 舍 采 所 以 便 於 舞，而 非 以 下 其 師。按 鄭 司

農 所 引 或 義，〕
249

則 舍 采 之 與 釋 菜，可 能【 為 】
250

各 成 一 義；由 舍 采 而

釋 菜 ， 乃 由 「 學 」 之 內 容 之 發 展 ， 因 而 成 為 名 詞 之 演 變 。  

註 七：見 張 心 澂 著《 偽 書 通 考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頁 所 引 武 內 義 雄 氏 所 著《 先

秦 經 籍 考 》。  

註 八 ： 同 上 。  

註 九：陳 澧《 東 塾 讀 書 記 》因《 大 學 》有「 大 學 之 道 」，〈 學 記 〉亦 有「 大

學 之 道 」， 因 謂 二 者 互 相 發 明。廣 義 地 互 相 發 明，則 與《 大 學 》【 互 】
251

相 發 明 者 非 僅〈 學 記 〉。若 嚴 格 言 之，則〈 學 記 〉實 乃 反 映 西 漢 時 代

的 情 形 ， 其 內 容 、 規 模 、 氣 象 ， 與 《 大 學 》 固 迥 乎 不 同 也 。  

【 註 十 ： 原 書 佚 ， 有 王 謨 及 馬 國 翰 輯 本 。  

註 十 一 ： 此 處 在 各 種 說 法 中 ， 暫 以 《 周 禮 》 為 代 表 。 】
252

 

註 十 二： 馮 著《 中 國 哲 學 史 》對《 大 學 》之 敘 述 ，見 原 著 四 三 七 ~四 四 六

頁 。 此 處 所 引 用 之 語 ， 見 四 三 九 頁 。  

註 十 三 ：《 荀 子• 解 蔽 篇 》，「 學 也 者 ，固 學 止 之 也。 惡 乎 止 之， 曰 ，止 諸

至 足 。 曷 謂 至 足 ， 曰 聖 人 也 。 」 卷 十 五 ， 頁 十 五 。  

註 十 四：《 荀 子【•非 十 二 子 篇 》「 古 之 所 謂 處 士 者，德 盛 者 也，能 靜 者 也 」。

卷 三，頁 二 十。】
253
〈 解 蔽 篇 〉「 心 何 以 知，曰 虛 一 而 靜 」。【 卷 十 五，】

254
頁 十 五 。  

註 十 五：《 荀 子•解 蔽 篇 》「 故 心 不 可 以 不 知 道。心 不 知 道，則 不 可 道，而

可 非 道 。 」 同 上 頁 六 。  

註 十 六 ：〔《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 卷 二 六 〈 答 大 學 問 語 〉〕
255

。  

                                                       
24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省」。 
249按，專書此 32 字，手稿僅作「按此」，論文則無。 
250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25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52按，手稿此「註十」，論文、專書分為「註十」及「註十一」兩條，故手稿缺「註十

一」。 
253按，論文、專書此 25 字，手稿皆無。 
254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同上」。 
255按，專書「註十六」的內容，論文置於「註十七」，手稿、論文此作「參閱本人所譯

中村元《中國人之思惟方法》五一~五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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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十 七：〔 如 果 也 要 解 釋 成 為 條 件 關 係，則 治 國 充 其 量 只 是 平 天 下 的 必 要

條 件 ， 而 不 是 它 的 充 足 條 件 。 〕
256

 

註 十 八 ：《 孟 子 • 告 子 上 》「 告 子 曰 ， 生 之 謂 性 」，「 告 子 曰 ， 食 色 性 也 」。 

註 十 九 ： 朱 元 晦 《 大 學 章 句 》。  

註 二 十：《 孟 子•盡 心 上 》「 鷄 鳴 而 起，孳 孳 為 善 者 舜 之 徒 也。鷄 鳴 而 起，

孳 孳 為 利 者 ， 跖 之 徒 也 … … 」。  

註 二 一：〔 本 文 凡 引 用 朱 元 晦 語 而 未 特 注 明 出 處 者，皆 係 引 自 朱 的《 大 學

章 句 》。 〕
257

 

註 二 二：《 論 語•公 冶 長 》「 十 室 之 邑，必 有 忠 信 如 丘 者 焉，不 如 丘 之 好 學

也 」。《 中 庸 上 篇 》「 好 學 近 乎 知 」。  

註 二 三 ：〔《 孟 子 • 盡 心 上 》「 得 天 下 英 才 而 教 育 之 」〕
258

。  

註 二 四 ：〔 見 《 莊 子 • 天 下 篇 》〕
259

。  

註 二 五：〔 黃 棃 洲《 南 雷 集•子 劉 子 行 狀 下 》，《 四 部 叢 刊 》本 十 四 頁 〕
260

。  

詮 二 六 ：〔《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 卷 二 十 六 〈 錢 德 洪 跋 大 學 問 〉〕
261

。  

註 二 七 ：〔 同 上 卷 七 〈 大 學 古 本 序 〉〕
262

。  

註 二 八：〔《 大 學 》此 段 實 五 引「 詩 云 」，朱 元 晦 皆 以 為 係「 釋 止 於 至 善 」；

但 我 以 為 第 四 、 第 五 之 《 詩 》 云 ， 乃 另 釋 修 身 的 〕
263

。  

註 二 九 ：〔 見 《 康 南 海 文 集 》，〈 大 學 句 序 〉〕
264

。  

註 三 十：〔《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卷 七，〈 大 學 古 本 序 〉，「 聖 人 懼 人 之 求 之 於 外

也 … … 」〕
265

 

〔 註 三 一：《 莊 子•外 篇 天 運 》「 又 奚 傑 然 若 負 建 鼓 而 求 亡 子 者 邪 」。但 此

處 借 用 ， 不 必 與 原 義 相 合 。 〕
266
 

                                                       
256按，專書「註十七」的內容，手稿、論文作「《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六〈答大學問語〉」。 
257按，專書「註二一」的內容，手稿、論文皆無，手稿、論文此註作「《論語•公冶長》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中庸上篇》『好學近乎知』」。 
258按，專書「註二三」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二」。 
259按，專書「註二四」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三」。 
260按，專書「註二五」的內容，手稿、論文皆無。 
261按，專書「註二六」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四」。 
262按，專書「註二七」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五」。 
263按，專書「註二八」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六」。 
264按，專書「註二九」的內容，手稿、論文置於「註二七」。 
265按，專書「註三十」的內容，手稿重複題為「註二七」、論文置於「註二八」。 
266按，專書此「註三十一」，手稿、論文皆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