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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前言

整理说明卫湜，字正叔，吴郡人，南宋经学家和藏书家。明代王鏊说他“好古博学，除太府寺丞、将
作少监，皆不赴，终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姑苏志》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93册，页957）卫湜之兄卫泾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副丞相）
，与南宋理学泰斗朱熹有交承之好，卫湜本人则与永嘉事功学派之领袖人物叶适私交甚笃。卫湜好古
博学，酷嗜典籍，建藏书室曰“栎斋”，学者称他为“栎斋先生”。叶适曾作《栎斋藏书记》曰：“
余友卫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详。酷嗜书，山聚林列，起栎斋以藏之，与弟兄群子习业于中。夫其
地有江湖旷逸之思，囿有花石奇诡之观，居有台馆温凉之适，皆略不道，而独以藏书言者，志在于学
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为栎者，真无用于世矣，非退托而云也。”又曰：“读虽广，不眩也；记虽博
，不杂也。日融月释，心形俱化，声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后退于栎而进于道矣。固宜漏众美而以书
言也。”（《水心文集》卷之十一，《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页199、200）卫湜于南宋宁宗
开禧、嘉定二十年间（1205－1224），征引诸说一百四十余家，日编月削而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
卷。《中庸集说》即把卫湜《礼记集说》之《中庸》部分单独抽出整理而成。现将整理体例略作说明
如下：一、《礼记集说》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南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相关介绍，可参见
陈杏珍《宋严州刻本〈礼记集说〉》，《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现已收入《中华再造善
本》（一期）丛书。但《中庸集说》整理之初即用《四库全书》本，这次出版仍以《四库全书》本为
底本。二、《中庸集说》凡十四卷，原为《礼记集说》之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为单独成书，
现将卷次整理为卷一至十四。三、为醒目起见，《中庸》本文以四号字加粗排印，诸家名氏以黑体排
印。四、所引诸说，原书皆空格后以“又曰”二字（蓝田吕氏以“一本曰”三字）示别，现将“又曰
”（“一本曰”）删除，改以另起一段。五、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五家之说，现在一
般直接引自其通行本书，因此，这次整理注出五家之说的通行本书之对应页码，以便读者引用查对。
卫氏引用诸说，时有增字减句，这次整理，除了个别于文不通之处依通行本改正外，一概不注不改。
另外，整理者就平时读书所得二程、张载及朱熹三家之说45条（二程32条，张载12条，朱子1条），以
仿宋体排出，直接置于相关内容之下。六、古人引书，多不注明出处，这次整理，除了一些有必须注
明引文出处外，诸说所引常用经籍诸如《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一般不予注明，
只用引号标出。七、异体字、避讳字、明显错字径改不出校。八、夹注双行小字改为单行小字。九、
《礼记集说》之魏了翁序、卫湜自序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礼记集说》提要对于了解《中庸集
说》的相关情况不无裨益，现附录于后。本书整理工作，始于几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当时为博士论文《中庸哲学研究》准备相关材料，我最先接触的就是卫氏《中庸集说》，
并决定予以点出，可以说，本书是我准备博士论文的一个副产品。业师杨泽波先生对本书的出版多有
勉励并多方引荐，师弟苟东峰、同窗宋道贵于资料复印和查对上给予不少方便，今又蒙漓江出版社提
携及杨志友先生抬爱，使此稿得以付印出版，在此对他们的关爱和努力致以衷心的谢忱。由于本人学
殖浅陋，其中舛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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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内容概要

《中庸集说》系南宋著名经学家卫湜历时二十余载，博采诸家权威传注而成。《中庸集说》以郑注和
孔疏为主，于治《中庸》群书及有关《中庸》之零篇散简皆有采撷，计有郑玄、孔颖达、陆德明、王
安石、张载、陆九渊、朱熹、杨简、吕大临等凡一百余家。《中庸集说》网罗采集无所不周，搜集面
之广无与伦比。每引一说，必标明姓名，以方便读者。系研究《中庸》和《中庸》学史之极佳资料。
尤为可贵者在于，《中庸集说》能较客观看待各家之短长，其收录不仅有宋代濂洛关闽几大派之论述
，亦有门第不显、但确有学术价值之不知名人物之论述。成书时所据之典籍，后世亡佚颇多，至清初
几乎全部失传。故《中庸集说》所搜辑之诸多资料，极有可能系现存最早之资料，乃至为唯一之资料
。一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披最为繁
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中庸集说》以传。” 《中庸集说》具有不可忽视
之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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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作者简介

卫湜，宋学者。字正叔，昆山人。卫泾弟。好古博学，除太府寺丞，将作少监，皆不赴。开禧、嘉定
间(1205—1224)集《礼记》诸家传注，为一百六十卷，名曰《礼记集说》。凡二十余载而后成。宝庆
二年(1226)官武进令时，表上于朝，得擢直秘阁。后终于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学者称栎斋
先生。
杨少涵，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家哲学，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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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书籍目录

整理说明
集说名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附录
一、礼记集说魏序
二、礼记集说自序
三、礼记集说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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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章节摘录

版权页：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处。”曰：“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人说《复》‘其见天地
之心’皆以为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
言静见天地之心，惟颐言动见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动上求静否？”曰：“固是，然最难。释
氏多言定一，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须道是好；物之恶，须道是恶。物自好恶，关我这里甚事？
若说道我只是定，便无所为，然物之好恶，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
‘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
。人多不能止。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才见得这是重，便有这事出
。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来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
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知此矣。”或曰：“
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
何？”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习，习能专一时便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求一。”或曰
：“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靛纩
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或曰：“当敬时，虽见闻，莫过焉
，而不留否？”曰：“不说道非礼勿视听言动，勿者，禁止之辞。才说勿字，便不得也。”或问：“
《杂说》中以赤子之心为已发，是否？”曰：“已发而去道未远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
何？”曰：“取其纯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如何？”曰：“圣人之心如镜，如止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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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编辑推荐

《中庸集说》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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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集说》

精彩短评

1、关于中庸的集说好书不多，这本书保留了很多前贤的解说。
2、本书是对南宋以前所有注解中庸一文资料的汇编，很有价值。
3、这是关于《中庸》最全的集注，端赖前人披沙检金集成此书，能不珍惜乎？更应在此基础上推陈
出新方不白读此类书籍。
4、继续在当当，支持当当
5、内容尚未阅读，但是书很干净，没有褶皱，感谢当当用心的服务：）
6、这个商品很好，字大内容翔实，是研读中庸的好材料
7、拿到心情不好，估计不会看，收藏先。。。。
8、本来对漓江出版社出古籍这件事不抱多大的期望 不过目前还没 发现什么错误  看来复旦的博士还是
有一定的水平的
9、最近在研習《中庸》，相信多看前人的注解會有很大的幫助。
10、书是好书，但亚马逊给我发来的书是破的，第二次了
11、光看原文不行，还要看众家之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2、终于有了关于中庸的集注性书。
13、至道无难，中庸即可
14、纸张印刷排版都很一般了
15、在书店翻看过。内容相当不错的。
16、书不错。从礼记集说中抽出，单独列《中庸》，是宋以前诸家有关中庸说道煌集大成者。值得收
藏，阅读、研究。
17、还没细看，理学居多
18、想看懂中国的儒家文化，这本书是很好的参考。
19、各种解说评论齐全~
20、本书系南宋著名经学家卫湜历时二十余载，博采诸家权威传注而成。全书以郑注和孔疏为主，于
治《中庸》群书及有关《中庸》之零篇散简皆有采撷，计有郑玄、孔颖达、陆德明、王安石、张载、
陆九渊、朱熹、杨简、吕大临等凡一百余家。全书网罗采集无所不周，搜集面之广无与伦比。每引一
说，必标明姓名，以方便读者。系研究《中庸》和《中庸》学史之极佳资料。
　　尤为可贵者在于，本书能较客观看待各家之短长，其收录不仅有宋代濂洛关闽几大派之论述，亦
有门第不显、但确有学术价值之不知名人物之论述。成书时所据之典籍，后世亡佚颇多，至清初几乎
全部失传。故本书所搜辑之诸多资料，极有可能系现存最早之资料，乃至为唯一之资料。一如《四库
全书总目》所说：“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披最为繁富，而不知其
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 本书具有不可忽视之文献价值。

21、作者乃复旦杨泽华之博士，点校功夫上课，作者指出本书为其博士论文《中庸哲学研究》准备材
料时整理，郑玄所注内容引述不全，其余各家之说，仅有邵张朱二程五家引述注明了各自文集的页码
，其余各家均为注解，略有遗憾，但是作为研读《中庸》之材料，较之《四库全书》影印本，还是方
便多了！
22、一气购了十本,送给朋友们.
23、内容太多，并且大多是理学一排的意见，不推荐读这本书。
卫湜主要是留存了典籍，把先人注释集在了一起。功不可没。
24、开本很好，纸张也很好，打折后价格也不错。
25、这本书是研究《中庸》的人不能错过的注解集合，也是先人对《中庸》的理解研究的积淀，现在
人可以拿来直接利用，真是中华祖先留给今人的一笔宝贵财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子孙后代万不可
弃之，若能领会古圣先贤的思想之万一，对个人、对民族、对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26、书很新，装帧也不错，一下子购了五本。
27、虽然书是横排简体，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28、这本书集合了很多名家的注释，感觉不错，适合作为查阅使用。值得一看，就是如果是繁体版就
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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