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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论语集注》研究》

内容概要

《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是南宋朱熹运用当时的语言，集合前人和时人的《论语》注，对
《论语》所做的时代性解释。“集注”的传统形式加上宋代的理学视域，使得《论语集注》较之传统
义疏体形式简明，却意味深长，发人深思。《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对《论语集注》这种
经学传承和理学创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针对《论语集注》由“注”转为“经”的超越时代的现象给
予解释学分析。《朱熹的 研究:兼论 的解释学意义》对当下热衷于解读古代经典并致力于发展成为新
经典的解释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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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目标和特色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南宋之前的《论语》注释概况 第一节《
论语》的形成和发展 一《论语》的成书及其版本流传 二《论语》的基本形式和内容 三《论语》在不
同时期的地位和注释概况 第二节南宋之前《论语》注释的主要体例 一集解体——以《论语集解》为
例 二义疏体——以《论语义疏》和《论语注疏》为例 三解说体——以《论语笔解》和《论语说》为
例 第二章《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第一节《四书章句集注》形成的学术前提 一宋代《
论》、《孟》、《学》、《庸》的地位演变 二朱熹在青少年时期的《四书》启蒙和教育 三李侗对朱
熹《四书》学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四书章句集注》的编纂过程及其学术意义 二从《论语集解》、《
孟子集解》到《论孟集注》 二从《大学集解》、《中庸集解》到《大学中庸章句》 三《四书章句集
注》的合编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章《论语集注》的文本结构及其经学价值 第一节《论语集注》的基本
结构和体例 一《论语序说》从传统对“文本”的关注转为对“人”的关注 二《读论语孟子法》充分
发挥读者的主体性 三“集注”体例反映出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 第二节《论语集注》
的经学成就 一校勘 二音读 三训诂 四考据 第四章《论语集注》的理学视域（上）——以朱熹对学、政
、礼、仁等范畴的解释为例 第一节《论语集注》对“学”的解释 一《论语》中“学”的思想 二《论
语集注》对“学”的界定：学之为言效也 三《论语集注》对“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节《论语集注
》对“政”的解释 一《论语》中“政”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政”的界定：政之为言正也 三朱
熹对“政”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节《论语集注》对“礼”的解释 一《论语》中“礼”的思想 二《论语
集注》对“礼”的界定：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 三《论语集注》对“礼”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节
《论语集注》对“仁”的解释 一《论语》中“仁”的思想 二《论语集注》对“仁”的界定：心之德
，爱之理 三《论语集注》对“仁”的丰富和发展 第五章《论语集注》的理学视域（下）——从朱熹
对“性与天道”章的解释谈起 第一节理本论在《论语集注》中的体现 一《论语集注》以“理”为最
高范畴 二《论语集注》中的理欲关系 三“一贯之道”与“理一分殊” 第二节心性论在《论语集注》
中的体现 一理学人性论在《论语集注》中的运用 二“心统性情”在《论语集注》中的运用 第六章后
世对《论语集注》的解释及其解释学意义 第一节后世对《论语集注》的解释 一朱门后学对《论语集
注》的疏解和发明 二官修《四书大全》对《论语集注》的解释和影响 三陈天祥和毛奇龄对《论语集
注》的批判性解释 第二节《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 一《论语集注》体现了解释学的普遍性 二《论
语集注》体现了中国传统解释学的特点 三《论语集注》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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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朱熹经过思考之后，接受了李侗所说的理同气异说，并将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得到李
侗的认可，只是李侗仍然提醒朱熹“更用熟讲体认”，不能一带而过。后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日：“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
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日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
。”（《孟子集注》卷八）这里明确表达了人和物理同气异的观点。 （三）李侗对朱熹《大学》思想
的影响 由于《大学》的基本框架是修己治人之学，所以宋儒视之为辟佛老的最佳武器而无不重视之。
程颐一向重视《大学》，认为《大学》是“初学人德之门”，又特别强调“格物”，认为“格，犹穷
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作为洛学四传弟子的朱熹较早就
关注《大学》及其“格物致知”，他在同安任职期间曾就《大学》制策问云：“大学之序，将欲明明
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日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
，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日致知格物云者。⋯⋯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
，为仆一二陈之。”（《文集》卷七十四，《策问》）朱熹在从学李侗期间，尽管《延平答问》直接
论及《大学》不多，但李侗对朱熹的《大学》思想的影响不能忽视，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强调《大
学》修己治人的政治现实意义；二是李侗提倡的“融释”、“洒落”启发了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绍兴三十二年（1162）壬午夏，孝宗皇帝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封事云：“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
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嘹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
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又说：“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
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文集》卷十一，《壬午应
诏封事》）这里是将《大学》看做“圣帝明王之学”，着重突出了《大学》的政治价值。其实，壬午
封事是朱熹与李侗相互讨论的结晶，李侗在壬午七月二十一日书中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
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合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封事中有少疑处
，已用贴纸贴出矣，更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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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熹的研究:兼论的解释学意义》将从解释学角度对《论语集注》进行研究，文献综述将分两部分阐
述：一、《论语集注》的研究现状；二、朱熹诠释思想的研究现状。在元明清三代，《四书集注》作
为政府制定的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自然是所有士人研读的对象。时至今日，《四书》作为新儒学的
代表作，更是了解中国学术史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论语集注》作为《四书》的组成部分以及理
学思想的代表作，理应受到学术界广泛、持久、深入的关注。然而，近年来学界对《论语集注》的研
究并不是很多，这与《论语集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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