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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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謝鶯興  

本 文 係 進 行 手 稿 與 單 篇 發 表 的 文 章 (簡 稱「 論 文 」)及 彙 整 為 專 著 (簡 稱

「 專 書 」 )等 三 類 的 內 容 比 對 。  

本 章 發 表 的 論 文 分 上 下 兩 篇，發 表 在《 民 主 評 論 》的 第 13 卷 18 期 暨

19 期 ， 以 〔 〕 符 號 表 示 論 文 與 收 入 專 書 間 的 差 異 。  

本 章 的 手 稿，篇 名 是「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之 綜 合 --大 學 之 道 」
1
 (以 下 簡 稱

手 稿 )， 以 【 】 符 號 標 示 標 示 手 稿 與 論 文 及 專 書 的 差 異 ；   

手 稿 之 字 跡 未 能 辦 識 者 ， 乃 以 「 ■ 」 標 示 。  

各 符 號 所 表 示 手 稿、論 文、專 書 間 的 差 異，則 於 註 語 說 明 其 間 的 不 同。  

〔【 第九 章 先秦 儒 家思 想 的 綜合 --大 學 之道 】
2
〕

3
 

一 、〔 概 述 〕
4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
5
，是 由 古 代 的 原 始 宗 教，逐 步 脫 化、落 實，而【 成 】

6
為 以 人 的 道 德 理 性 為 中 心，所 發 展，所 建 立 起 來 的。從 神 意 性 質 的 天 命，

脫 化 而 為 【 春 秋 時 代 的 】
7
道 德 法 則 性 質 的 天 命 ； 從 外 在 地 道 德 法 則 性 質

的 天 命 ， 落 實 而 為 【 孔 子 的 】
8
內 在 於 生 命 之 中 ， 成 為 人 生 命 〔 之 〕

9
本 質

的 性 ； 從 作 為 生 命 本 質 的 性 ， 落 實 而 為 【 孟 子 的 】
10
在 人 生 命 之 內 ， 為 人

的 生 命 作 主，並 由 每 一 個 人 當 下 可 以 把 握 得 到 的 心。心 有 德 性 與 知 性 的 兩

面。德 性 乃 人 的 道 德 主 體；【 孟 子 在 這 一 方 面 】
11
顯 發 得 特 為 著 明。知 性 是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手稿封面篇名左側，另題「此稿已另錄並加修改」。 
2  按，手稿首葉篇名作「大學‐‐先秦儒家思考結構之完成」，次行有「大學一書應當算是

先生儒家思想的總結」等字，再劃去這些字。 
3  按，論文此篇名作「先秦儒家思考結構之完成‐‐大學之道」，篇前有大綱：一、先秦儒

家思想結構之完成；二、從古代學制看大學的成篇時代；三、從大學內容看大學的直

接來源；四、原義試探；五、朱元晦的大學新本問題；六、王陽明對朱元晦的論難。 
4  按，手稿無此節的標題，論文作「先秦儒家思想結構之完成」，專書此節標題。 
5  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6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7  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8  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9  按，手稿、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10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1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作「這一方面由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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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知識主體；這一方面，由荀子顯發得相當的清楚。所以先秦儒家【的

〔人性論〕
12
】

13
，到了孟荀而已大體分別發展成熟；由《大學》一篇而得

到了【一個富有深度的綜合。也可以說是先秦儒家〔人性論〕
14
的完成】

15
。 

《 大 學 》一 篇，【 從 內 容 說，】
16
可 以 先 簡 單 提 出 它 三 個 特 點：第 一，

在 它 的 本 身，不 言 天 道、天 命，也 不 言 性，而 只 言 心；並 如 後 所 說，更〔 從

心 落 實 一 步 而 〕
17
提 出 一 個 「 意 」 來 ； 此 乃 表 示 它 是 繼 承 孟 荀 以 後 所 應 當

有 的 發 展。因 為【《 中 庸 》已 指 出「 天 命 之 謂 性 」，天 命 已 落 實 於 人 性 之 上；

故 自 此 以 後，「 人 性 」便 成 為 討 論 的 中 心；天 命、 天 道 的 問 題，漸 退 處 於

次 要 的 地 位。《 莊 子 》中 的 形 上 意 味 ，已 不 及《 老 子 》一 書 中 的 濃 厚； 孟

子 心 目 中 的 天 命、天 道，也 不 及 孔 子 所 感 到 的 親 切。荀 子 則 乾 脆 說，「 惟

聖 人 不 求 知 天 」。西 漢 初 ，非 常 興 盛 的 天 道 、天 命 觀 念 ，是 以《 易 傳 》這

一 派 為 中 心，再 加 上 陰 陽、五 行 的 大 量 附 合，所 重 新 建 立 的；這 對 先 秦 的

思 想，尤 其 是 對 先 秦 的 儒 家 思 想 而 言，可 以 說 是 重 新 開 始 的。《 大 學 》思

想 的 性 格，是 直 承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發 展 之 流，而 未 受 到 重 新 開 始 的 天 道、天

命 的 觀 念 的 影 響，則 它 之 不 涉 及 天 道 天 命，乃 是 很 自 然 的 趨 向。同 時，】

18
孟 子【 是 】

19
以 心 善 言 性 善；荀 子【 是 】

20
以「 心 知 」言「 化 性 而 起 偽 」；

則 直 承 孟 荀 的 後 學，再 落 實 一 步，可 以 只 言 心 而 不 必 言 性。【 更 不 必 言 命。】

21
心 更〔 落 實 一 步 的 〕

22
便 是「 意 」【，「 誠 意 」是 由《 大 學 》所 提 出 的 新 觀

念 】
23
。第 二，《 大 學 》的 三 綱 領、八 條 目 (實 際【 恐 怕 】

24
只 有 七 條 目，見

後 。 )把 道 德 與 知 識 ， 組 成 一 個 系 統 ， 這 便 完 成 了 孟 、 荀 兩 人 的 綜 合 ， 把

                                                       
12按，專書此 3 字，論文作「思想」。 
13按，專書此 4 字，手稿作「思想」。 
14按，專書此 3 字，論文作「思想」。 
15按，論文、專書此 24 字，手稿作「完整的綜合」等 5 字。 
1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7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作「在心的後面」等 5 字。 
18按，論文、專書此 234 字，手稿皆無。 
1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21按，手稿此 5 字，論文、專書皆無。 
22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作「進一步的具體化」等 7 字。 
23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24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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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德、知 識，及 天 下 國 家 與 身，〔 以 心 與 意 為 中 心，〕
25
組 成 一 個 系 統，這

便 把 先 秦 儒 家 整 個 思 想，完 成 了 合 內 外 之 道 的 完 整 建 構〔，亦 即 是 把 先 秦

儒 家 整 個 思 想，統 攝 於 心 與 意 之 中，使 儒 家 的 人 性 論，到 此 而 具 備 了 一 個

完 整 的 形 態 〕
26
。 第 三 ， 因 為 正 心 、 誠 意 ， 是 極 於 治 國 平 天 下 ， 於 是 道 德

的 無 限 性，【 亦 即 是 由 孔 子 所 提 出 的「 仁 」的 無 限 性，】
27
可 以 不 上 伸 向 天

命，而【 直 接 】
28
向 外 擴 展 於 客 觀 世 界 之 中。【 當 然，這 種 向 外 的 擴 展，必

須 在 道 德 (仁 )的 先 驗 性、普 遍 性 上 才 能 找 到 根 據，得 到 解 釋；但 把 這 說 是

天 命 也 可 以 ； 說 是 心 與 意 自 身 當 下 的 作 用 、 要 求 ， 也 未 嘗 不 可 以 。 】
29
由

人 的 道 德 主 體 地 內 在 世 界 〔 的 開 闢 ， 使 其 涵 融 性 、 構 造 性 〕
30
， 直 接 有 步

驟 地，【 有 層 次 地，】
31
展 延 實 現 於 客 觀 世 界 之 中，這 種 思 想 性 格，可 說 已

從 古 代 完 全 脫 化 掉【，〔 使 人 群 能 完 全 生 活 在 理 性 地 世 界 裡 面，即「 天 下

平 」 地 世 界 。 而 〕
32
在 《 大 學 》 一 書 中 ， 可 以 看 到 人 的 道 德 主 體 ， 清 明 朗

澈，沒 有 殘 留 一 點 原 始 宗 教 的 渣 滓；在 這 種 清 明 朗 澈 的 道 德 主 體 中，「 仁 」

自 然 要 求 對 於「 知 」的 追 求，個 人 自 然〔 會 〕
33
與 天 下 國 家 相 結 合 】

34
。在

進 入 到 它 的 內 容 研 究 以 前 ， 應 當 先 解 決 它 在 文 獻 上 的 問 題 。  

二 、【 從 古 代 學 制 看 《 大 學 》 的 成 篇 時 代 】
35
 

《 大 學 》原 為《 禮 記 》四 十 九 篇 中 的 一 篇。在 很 長 的 時 間 中，沒 有 人

特 別 加 以 注 意。唐 韓 愈 在〈 原 道 〉一 文 中，引「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 」

一 段，以 其 為 禹 湯 文 武 周 公 孔 子 之 道，而《 大 學 》始 見 重。但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點 是，在 韓 愈 上 一 段 的 引 文 中，略 去「 欲 誠 其 意 者 先 致 其 知，致 知 在 格

物 」二 語。可 見 韓 氏 所 重 者 在 誠 意、正 心、修 身、治 國、平 天 下；而 未 重

視 致 知 格 物。宋 司 馬 光 作《 大 學 廣 義 》一 卷，及〈 致 知 在 格 物 論 〉一 篇，

                                                       
25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26按，專書此 40 字，手稿、論文皆無。 
27按，論文、專書此 15 字，手稿皆無。 
2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29按，論文、專書此 63 字，手稿皆無。 
30按，專書此 11 字，手稿、論文皆無。 
3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32按，專書此 24 字，論文作「而帶有近代的性格」等 8 字。 
33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34按，論文、專書此 94 字，手稿皆無。 
35按，論文、專書此節的標題，手稿作「在文獻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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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大 學 》始 有 單 行 本。自 此 以 後，雖《 大 學 》、《 中 庸 》常 併 稱，但《 大

學 》 所 及 於 宋 明 理 學 的 影 響 ， 實 大 於 《 中 庸 》。【 不 過 ， 】
36
它 與 《 中 庸 》

不 同 之 點 是：《 中 庸 》自《 史 記 》及 偽《 孔 叢 子 》起，皆 謂 其 係 子 思 所 作。

而《 大 學 》一 篇，《 鄭 目 錄 》云：「 名《 大 學 》者，以 其 記 博 學 可 以 為 政 也，

此 於《 別 錄 》屬 通 論 」，未 嘗 言 其 所 自 出。不 似 他〔 (鄭 康 成 )〕
37
在《 中 庸 》

篇 目 下，明 說 是「 孔 子 之 孫 子 思 作 之，以 昭 明 聖 祖 之 德 」。程 明 道 說：「《 大

學 》，孔 氏 之 遺 書 」，只 泛 指 其 所 自 出，而 不 涉 及 作 者，這 是 很 妥 當 的 說 法。

但 朱 元 晦 在〈 大 學 章 句 序 〉中 以 為 這 是 孔 子「 獨 取 先 王 之 法，誦 而 傳 之，

以 詔 後 世 … … 三 千 之 徒，蓋 莫 不 聞 其 說；而 曾 氏 之 傳，獨 得 其 宗；於 是 作

為 傳 義，以 發 其 意 」；蓋 即 認 為《 大 學 》是 曾 子 所 作。《 大 學 》除 其 中 引 有

「 曾 子 曰 」一 段 以 外，其 非 作 於 曾 子，這 在 今 日 已 不 待 多 說。但 朱 子 是 一

個 重【 視 】
38
文 獻 證 據，並 且 也 懷 疑 過 不 少 典 籍 的 人；為 什 麼 對 於《 大 學 》，

會 作 此 武 斷 地 論 定 呢 ？ 因 為 他 認 為《 大 學 》的 內 容，是「 古 之 大 學 所 以 教

人 之 法 」，是「 伏 羲 神 農 黃 帝 堯 舜 所 以 繼 天 立 極 」，經 過「 三 代 之 隆，其 法

寖 備 」(註 一 )，這 是 二 帝 三 王 所 積 所 傳 的 道 統。孔 子 是 開 始 以 平 民 擔 當 道

統 的 人；得 孔 子 一 貫 之 傳 的 是 曾 子。【 朱 元 晦 】
39
是 由 這 一 思 想 脈 絡，遂 將

《 大 學 》分 為 經 與 傳，而 以 經 是「 孔 子 之 言，而 曾 子 述 之。其 傳 十 章，則

曾 子 之 意 ， 而 門 人 記 之 」 的 。 我 們 應 當 特 別 留 意 【 的 是 ， 】
40
朱 元 晦 在 上

述 序 文 中，對《 大 學 》一 書【 的 傳 承 所 作 的 】
41
敘 述，【 是 】

42
與 韓 愈 在〈 原

道 〉中，程 伊 川 在〈 明 道 先 生 行 狀 〉及〈 明 道 先 生 墓 表 〉中 所 說 的 道 統 傳

承 的 情 形，完 全 是 一 樣。由 此，我 們 不 難 了 解《 大 學 》在 朱 元 晦 心 目 中 所

佔 的 地 位；而 他 之 所 以 認 定 大 學 是 出 於 曾 子，乃 是 以 整 個 道 統 傳 承 的 線 索

為 其 立 說 【 的 根 據 的 】
43
。  

【《 大 學 》的 作 者 問 題，是 無 從 解 決 的；但 成 篇 的 時 代 問 題，則 應 當

                                                       
3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但」。 
37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3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3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他」。 
4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41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作「傳承的」。 
42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43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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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解 決。】
44
欲 解 決《 大 學 》成【 篇 】

45
的 時 代 問 題，我 覺 得 應 先 從「 大

學 」一 詞 的 本 身【 加 以 考 查 】
46
。【 在 】

47
《 詩 》、《 書 》、《 易 》、《 儀 禮 》、《 周

禮 》、《 左 傳 》、《 國 語 》、《 論 語 》、《 老 子 》、《 墨 子 》〔、《 孟 子 》、《 莊 子 》等

重 要 典 籍 〕
48
中，皆 不 見 有「 大 學 」【 的 名 詞 】

49
。《 周 禮•春 官 》大 司 樂「 掌

成 均 之 法 」，後 人 以 為 成 均 即 大 學；又 有 謂《 詩•大 雅•靈 臺 》所 謂 之「 辟

廱 」 即 大 學 ； 然 不 論 成 均 、 辟 廱 ，【 乃 至 所 謂 上 庠 等 】
50
， 皆 未 〔 曾 〕

51
正

式 稱 為 大 學。而 其 所 以 為 教 的 內 容，則 皆 以 樂 為 主 (註 二 )，再 配 以 年 中 行

事 的 特 別 節 目。【 這 從 古 代 社 會 史 的 觀 點 看，《 周 禮 》的 記 述，可 以 相 信 是

切 近 事 實 的。】
52
至 一 般【 人 】

53
之 所 謂 教 育、教 化，並 不 掌 於 春 官 之 大 司

樂，而 係 掌 於 地 官 大 司 徒 (註 三 )；【 不 僅 與 大 司 樂 屬 於 兩 個 職 官 系 統；且 司

徒 施 教，乃 通 過 一 般 之 政 令，〔 其 對 象 除 師 氏 保 氏 外，主 要 為 一 般 之 人 民，

並 無 特 定 之 受 教 者 。 其 方 式 亦 非 聚 受 教 者 於 一 定 之 場 所 。《 周 禮 》 一 書 ，

在 我 看，大 約 成 篇 於 戰 國 中 期 前 後；但 它 的 內 容，不 可 能 完 全 是 憑 空 造 出

的。〕
54
】

55
在 諸 子 百 家 中，最 先 談 到 學 校 制 度 的，莫 詳 於 孟 子 (註 四 )。他

對 古 代 的 庠 序 學 校，賦 予 了 以 新 地 解 釋 與 新 地 內 容 (註 五 )。然 以 庠 為 養 老，

序 為 習 射；養 老 習 射，皆 須 配 以 音 樂，與《 詩 》及《 周 禮 》【 所 說 的 】
56
仍

相 合。 至 他 所 謂「 學 則 三 代 共 之 」的「 學 」，乃 係 以 學 習 的 行 為， 轉 而 稱

學 習 的 處 所，可 能 為 稱 學 校 之「 學 」之 始。此 乃 學 習 處 所 的 汎 稱，恐 怕 係

由 孔 子 的 【 平 民 】
57
教 育 活 動 所 形 成 的 觀 念 ， 孟 子 即 以 之 上 推 於 三 代 。 後

                                                       
44按，論文、專書此 28 字，手稿皆無。 
4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編」。 
46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考查開始」。 
4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8按，專書此 9 字，手稿、論文皆無。 
4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之文」。 
50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皆無。 
5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52按，論文、專書此 26 字，手稿皆無。 
5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54按，專書此 74 字，論文作「並非有一定之場所」等 8 字。 
55按，專書此 101 字，論文此 35 字，手稿似作「是猶係職官以官主教」等 9 字。 
56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5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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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多 以「 大 學 」釋 之，【 我 以 為 】
58
是 一 種 附 會。【 總 之，】

59
在 孟 子 時 代，

古 代 由 庠、序、校、成 均 這 一 類 名 稱 所 代 表 的 特 定 行 為 與 處 所，開 始 向 一

般 之 所 謂 學 校 意 義 方 面 發 展，但 尚 未 出 現「 大 學 」或「 太 學 」的 名 稱。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 呂 不 韋 門 客 集 體 著 作 的《 呂 氏 春 秋 》中 的 十 二 紀，根 據

發 展 以 後 的 陰 陽 五 行 觀 念，配 合 於 十 二 月；再 將 政 治 上 的 重 要 行 事，配 入

於 十 二 月 之 中。其 中 雖 有「 入 學 」之 文，但 主 其 事 者，仍 為 樂 正；而 學 之

內 容，依 然 是 以 舞 與 音 樂 為 主。如 孟 春 月「 命 樂 正 入 學 習 舞 」，仲 春 月「 上

丁 ， 命 樂 正 入 舞 〔 舍 〕
60
采 」 (註 六 )，「 中 丁 ， 又 命 樂 正 入 學 習 樂 」 者 是 。

若 十 二 紀 成 篇 的 時 代 ，已 有 與「 小 學 」相 對 之「 大 學 」，則【 編 十 二 紀 的

人，】
61
於 情 理 上，當 必 稱 之 為「 大 學 」。不 稱 大 學 而 稱 之 為「 學 」，乃【 說

明 】
62
大 學 之 觀 念 ，【 至 此 】

63
尚 未 形 成 ；【 編 十 二 紀 的 人 ， 係 】

64
將 古 代 傳

來 的 各 種 特 別 名 稱，【 加 以 整 理，而 統 】
65
稱 之 為「 學 」。【 但 】

66
學 之 內 容，

則 仍 係 傳 承 《 周 禮 》 之 舊 。  

正 式【 提 】
67
出「 大 學 」名【 稱 】

68
的，在《 禮 記 》中〔 除〈 大 學 〉外，〕

69
計 有 〈 祭 義 〉、〈 王 制 〉、〈 學 記 〉、 及 《 大 戴 記 》 之 〈 保 傅 〉 篇 。〈 保 傅 〉

篇 取 自 賈 誼 上 書， 故 開 始 有「 秦 為 天 子，二 世 而 亡 」之 語。〈 王 制 〉乃 漢

文 帝 令 【 當 時 】
70
博 士 所 編 。 在 《 呂 氏 春 秋 》 以 前 ， 無 入 學 教 以 詩 書 的 記

載 ；而〈 王 制 〉云「 春 秋 教 以 禮 樂， 冬 夏 教 以 詩 書 」，此 乃 將【 由 孔 子 所

開 始 的 】
71
後 起 的 教 學 內 容，與 古 代【 由 大 司 樂 所 代 表 的 傳 統 】

72
內 容，加

                                                       
58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恐怕」。 
5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60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合」。 
61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6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63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64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僅作「並」。 
65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僅作「概」。 
6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而」。 
6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69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皆無。 
7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1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皆無。 
72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傳統之所謂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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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調 和 綜 合 的 說 法 。此 係 表 示「 學 」的 觀 念 的 一 種 發 展 。〈 學 記 〉以「 今

之 教 者 」與「 古 之 教 者 」對 稱，不 僅 其 所 謂「 今 之 學 者 」所 反 映 的 情 形，

全 係 西 漢 經 師 傳 業 的 情 形； 即 其 所 謂「 古 之 教 者 」「 學 者 」的 內 容，亦 多

係 反 映 由 孔 子 所 開 創 的 民 間 講 學 的 情 形 ， 而 非 反 映 古 代 所 傳 的 朝 廷 教 學

的情形。〈祭義〉之內容，亦成於西漢儒生之手。由此，我們可以得一結論，

「大學」或「太學」的觀念，乃西漢初年才流行的觀念。〔因有大學的觀念，

才有小學的觀念。大學小學入學之年齡，《尚書大傳》以為小學十三歲，大

學二十歲。《賈子新書•容經篇》則以為小學九歲，大學十五歲。《大戴記•

保傅篇》及《白虎通義•辟雍篇》則以為小學八歲，大學十五歲。八歲入

小學，十五歲入大學，係較為後起的說法，爾後遂成為通說。大學入學年

齡，由二十歲降到十五歲，我懷疑是由《論語》孔子自述的「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一語傅會而來。入大學的年齡降低了，入小學的年齡也不能不

降低。由入學年齡的演變，也可以看出古代並無真史實可據。〕
73
 

然 則 在《〔 呂 氏 春 秋 〕
74
》十 二 紀 成 篇 時，尚 無 大 學 觀 念；大 學 觀 念，

乃 流 行 於 西 漢 初 年 ； 則 日 人 武 內 義 雄 〔 氏 〕
75
以 〈 大 學 〉【 一 篇 ， 】

76
乃 漢

武 帝 時 或 漢 武 帝 以 後 所 作 (註 七 )，是 否 可 以 成 立 呢 ？ 我 想，這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第 一 ， 前 述 西 漢 初 年 所 編 成 之 各 篇 【 文 獻 】
77
， 其 中 固 然 有 西 漢 初 年

流 行 之 觀 念；但 其 編 纂 所 根 據 的 材 料，【 則 】
78
有 屬 於 秦 漢 近 代 的，也 有 屬

於 古 代 傳 說，及 古 代 典 籍 之 遺 的。不 可 以 成 篇 之 年 代，作 為 斷 定 其 全 部 內

容 年 代 之 標 準。第 二，從 歷 史 看，有 的 是 先 有 事 實，而 後 有 解 釋 事 實 之 理

論 。 亦 有 的 則 【 是 】
79
先 有 表 示 某 種 理 想 之 理 論 ， 而 後 乃 出 現 實 踐 理 想 之

事 實。學 校 制 度，乃 儒 家 長 期 之 理 想。由 此 一 問 題 全 般 發 展 的 情 形 加 以 考

察 ， 乃 先 有 大 學 之 理 想 ， 然 後 【 乃 】
80
有 董 仲 舒 〈 賢 良 策 〉【 中 】

81
立 太 學

之 意 見。〔 此 種 發 展 情 形，〕
82
不 可 先 後 倒 置。第 三，武 內 氏 以《 大 學 》中

                                                       
73按，專書此 194 字，手稿、論文皆無。 
74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呂覽」。 
75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7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7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7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2按，專書此 6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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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有《 古 文 尚 書 》之〈 太 甲 〉，【 因 此 而 斷 定 】
83
「 諒 亦 在 武 帝 之 後 」；但《 尚

書 》今 古 文 的 問 題，乃 項 羽 咸 陽 一 炬 以 後 所 引 起 之 問 題。在 咸 陽 一 炬 以 前，

根 本 無 所 謂 古 今 文《 尚 書 》之 異，更 不 待 孔 安 國 而《 古 文 尚 書 》始 見 於 人

間。 所 以 某 書 引 用《 古 文 尚 書 》，它 可 以 兩 面 作 證；即 是：或 者 在 咸 陽 一

炬 之 前，或 者 是 在 孔【 壁 】
84
出 世 以 後。第 四，《 大 戴 記•王 言 》的 內 容，

沒 有 理 由 斷 定 它 一 定 是 成 於 西 漢 文 帝 之 時，而 武 內 氏 以「《 大 學 》從〈 王

言 〉 出 」， 尤 屬 片 斷 的 比 附 。 此 種 比 附 ， 較 之 陳 澧 以 《 大 學 》 與 〈 學 記 〉

相 表 裏 之 比 附，尤 有 過 之。故 武 內 義 雄 氏【《 大 學 》成 立 於 漢 武 帝 之 時 或

其 以 後 的 】
85
立 說 根 據 ， 殆 全 不 能 成 立 。  

就《 大 學 》〔 一 書，略 加 分 析 〕
86
，值 得 注 意 的 有 四：(一 )《 大 學 》中

所 言 大 學 的 內 容，一 方 面 完 全 擺 脫 以 樂、舞 為 主 的 傳 統；同 時，亦 與〈 學

記 〉等 篇，將 教 學 之 基 礎 建 立 於 經 典 之 上 的【 也 】
87
完 全 不 同。《 大 學 》係

完 全 代 表 儒 家 之 理 想 。 亦 即 是 說 ， 由 《 大 學 》 所 反 映 的 學 問 【 內 容 】
88
，

未【 曾 】
89
受 到 西 漢 以 經 典 為 學 問 中 心 的 影 響。武 內 義 雄〔 氏 〕

90
因 此 謂「〈 學

記 〉似 是 記 學 校 之 制 度，《 大 學 》是 記 大 學 教 育 之 目 的 」(註 八 )。然《 大 學 》

之 三 綱 領 可 以 稱 之 為 教 育 之 目 的；其 八 條 目，則 為 達 到 三 綱 領 之 方 法、手

段；固 無 俟 於〈 學 記 〉【 與 】
91
之 相 發 明 (註 九 )。【 且 就 兩 書 之 內 容、規 模、

氣 象 言 之，彼 此 間 決 無 直 接 之 關 連。】
92
(二 )大 學 係 以 個 人 直 通 於 天 下 國 家，

此 必 在 天 下 為 公 的 強 烈 觀 念 之 下 ， 始 能 出 現 。【《 呂 氏 春 秋 》 中 】
93
之 政 治

思 想，多 出 於 儒 家，亦 特 強 調 此 點【；其 卷 十 七〈 執 一 篇 〉有 下 面 一 段 話：

「 楚 王 問 為 國 於 詹 子。詹 子 對 曰，何 (詹 子 之 名 )聞 為 身，不 聞 為 國。詹 子

豈 以 國 可 無 為 哉 ？ 以 為 為 國 之 本，在 於 為 身。身 為 而 家 為。家 為 而 國 為。

國 為 而 天 下 為。故 曰，以 身 為 家，以 家 為 國，以 國 為 天 下。此 四 者 異 位 同

                                                       
83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8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女牆」。 
85按，論文、專書此 15 字，手稿皆無。 
86按，專書此 6 字，手稿、論文作「自身而論」。 
8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的情形」。 
8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90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9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92按，論文、專書此 23 字，手稿皆無。 
93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呂覽」。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5 期 

100 

本。 故 聖 人 之 事，廣 之 則 極 宇 宙，窮 日 月；約 之 則 無 出 乎 身 者 也 」；這 與

《 大 學 》 的 觀 點 ， 完 全 相 同 。 】
94
此 乃 先 秦 儒 家 在 政 治 上 之 基 本 觀 念 ， 與

〈 學 記 〉【 上 僅 由 教 育 之 本 身，以 言 】
95
「 化 民 成 俗 」【 言 教 育 】

96
之 效 果 者

不 同。(三 )《 大 學 》中 鄭 重 引 用〈 秦 誓 〉。不 僅 先 秦 諸 子 百 家，無 引 用〈 秦

誓 〉之 事；即 西 漢 因 在 文 化 上 反 秦 之 氣 雰 特 隆，亦 無 引 用〈 秦 誓 〉之 事。

【 大 學 之 引 用 〈 秦 誓 〉， 可 能 反 映 作 者 乃 以 秦 的 統 治 為 其 背 景 。 】
97
 (四 )

《 爾 雅 》一 書，乃 由 逐 漸 纂 輯 而 成，且 以 出 於 漢 儒 之 手 為 多。然《 爾 雅 》

《 劉 歆 注 》 雖 未 必 可 信 ； 但 《 七 錄 》 有 《 犍 為 文 學 爾 雅 注 》 三 卷 (註 十 )，

陸 德 明 以 為【 作 者 】
98
係 漢 武 時 待 詔， 則【《 爾 雅 》】

99
成 書【 乃 】

100
在 漢 武

之 前，殆 為 可 信。其〈 釋 訓 〉中 有「 如 切 如 磋，道 學 也 」一 段，全 引 自《 大

學 》， 則 《 大 學 》 成 篇 ， 可 斷 言 在 《 爾 雅 》 成 書 之 前 。  

【 綜 上 所 述 】
101

，我 對【 古 代 】
102

學 校 觀 念 的 發 展，可 以 作 下 述 推 論：

古 來 主 管 教 化 的，是 屬 於 司 徒 之 官 的 系 統；所 以 孟 子 也 說，「 人 之 為 道 也，

飽 食 煖 衣 而 無 教，則 近 於 禽 獸。聖 人 有 憂 之，使 契 為 司 徒，教 以 人 倫 … … 」

(〈 滕 文 公 上 〉 ) 【 ； 這 是 一 個 系 統 】
103

。《 禮 記 • 明 堂 位 》 所 謂 「 米 廩 ，

有 虞 氏 之 庠 也；序，夏 后 氏 之 序 也。瞽 宗，殷 學 也；頖 宮，周 學 也 」，〔 凡 〕

104
這 類 的 說 法；及《 周 禮 》大 司 樂 所 主 管 的 成 均，其 中 雖 皆 含 有 教 育 的 意

義，但 皆 以 特 別 節 目 為 主，如 養 老、習 射、祭 祀 時 所 須 之 樂、舞 等 類；而

並 非 以 明 倫 為 目 的 之 經 常 教 育 之 地。【 這 是 另 一 個 系 統。】
105

自 孔 子【 以 平

民 】
106

施 教 化 於 社 會，爾 後 諸 子 百 家，亦 莫 不〔 有 〕
107

私 人 教 學；儒 者 則 特

                                                       
94按，論文、專書此 128 字，手稿皆無。 
95按，論文、專書此 10 字，手稿作「以」。 
96按，手稿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 
97按，論文、專書此 23 字，手稿皆無。 
9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9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其」。 
10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0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因此」。 
102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3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10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05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皆無。 
106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07按，論文此字，手稿作「在」，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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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詩 》、《 書 》【、《 禮 》、《 樂 》，】
108

為 教。這 是【 新 興 的 】
109

民 間 講 學 的

系 統。自 孟 子 起，漸 將 司 徒 系 統 下 所 主 管 的「 明 人 倫 」，大 司 樂 (註 十 一 )系

統 下 所 主 管 的 特 別 教 育 節 目，及 由 孔 子 所 開 始 的【 民 間 講 學 的 三 個 系 統，】

110
揉 合 而 為 一 ， 以 構 成 古 代 的 教 育 制 度 ， 而 出 現 【 了 】

111
一 般 之 所 謂 學 校

性 質 的 觀 念；這 是 歷 史 事 實 與 儒 家 理 想，在長期演變中所發展出來的產物；

但 開 始 並 無 所 謂 大 學 小 學 之 分。「 大 學 」，我 以 為 是 儒 者 適 應 秦【 的 大 一 統 】

112
所 浮 出 的 觀 念。有 大 學 乃 有 小 學，【 許 慎〈 說 文 解 字 敘 〉謂「《 周 禮 》，八

歲 入 小 學，保 氏 教 國 子，先 以 六 書 」；其 實，《 周 禮 》地 官 保 氏，有「 養 國

子 以 道，乃 教 之 六 藝 … … 」之 文，根 本 無「 八 歲 入 小 學 」之 文；許 氏 誤 以

後 來 之 說，傅 合 於《 周 禮 》。由 此 可 知，】
113

大 學、小 學 對 舉 的 說 法，【 當

係《 呂 氏 春 秋 》成 篇 以 後，由 儒 者 繼 續 發 展 而 成 】
114

，再 以 之 上 傅 合 於 古

代。【 不 僅 朱 元 晦 在〈 大 學 章 句 序 〉中 所 述 之 古 代 學 制，非 歷 史 事 實； 即

後 來 許 多 有 關 古 代 學 制 的 考 據 文 章，紛 歧 錯 難，皆 係 拼 七 巧 板 式 的 文 章，

無 一 可 資 徵 信。】
115

從 前 面 所 述 的《 大 學 》一 書 的 特 性 來 看，我 以 為 它 是

秦 統 一 天 下 以 後，西 漢 政 權 成 立 以 前 的 作 品。【 有 某 一 個〔 今 日 〕
116

無 從 知

道 姓 名 的 偉 大 儒 者 ， 為 了 反 抗 法 家 ， 乃 將 〔 儒 家 〕
117

的 思 想 ， 有 計 劃 地 】

118
整 理 綜 合 而 成 的 教 本。【 當 時 秦 的 政 治，是 以 法 家 思 想 為 內 容；儒 者 乃 將

自 己 所 傳 承 的 整 個 思 想 (包 含 政 治 思 想 )，安 放 於「 大 學 」這 一 教 育 系 統 之

內，使 其 可 以 避 開 與 政 治 的 直 接 衝 突，而 依 然 能 傳 承 於 不 墜。】
119

可 能 此

為 言 大 學 之 始；爾 後 乃 將 此 大 學 之 觀 念，更 與 古 代 庠 序 成 均 等 相 傅 合；至

董 仲 舒 ， 乃 將 此 理 想 向 政 治 上 提 出 實 現 。  

                                                       
10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0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10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社會教育系統三者」。 
11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12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作「大統一」。 
113按，論文、專書此 72 字，手稿皆無。 
114按，論文、專書此 19 字，手稿皆無。 
115按，論文、專書此 60 字，手稿皆無。 
116按，專書此 2 字，論文作「現在」。 
117按，專書此 2 字，論文作「自己」。 
118按，論文、專書此 34 字，手稿作「儒者為了在政治思想上反抗法家，有」等 15 字。 
119按，論文、專書此 71 字，手稿皆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5 期 

102 

三 、〔 從 大 學 的 思 想 內 容 看 它 的 直 接 來 源 〕
120

 

古 典 著 作，有 其 原 始 意 義，【 又 】
121

有 由 後 人 所 引 伸 的，乃 至 所 傅 會 的

意 義。【 在 】
122

《 大 學 》一 書【 的 】
123

許 多 注 釋 中，以 朱 元 晦 及 王 陽 明 的 解

釋 最 為 重 要，但 此 種 解 釋，【 中 間 不 免 雜 有 些 引 申 的 意 義 】
124

。茲 為【 了 】
125

探 索 其 原 始 意 義 ， 對 其 思 想 來 源 ，【 試 先 作 一 探 索 】
126

。  

馮 友 蘭〔 氏 〕
127

在 其《 中 國 哲 學 史 》第 十 四 章〈 大 學 〉一 條 下，以 為

秦 漢 之 際，荀 學 之 勢 力 甚 大，故 認 為「《 大 學 》中 所 說 的 大 學 之 道，當 亦

用 荀 學 之 觀 點 以 解 釋 之 」(註 十 二 )。秦 漢 之 際，荀 學 之 影 響 頗 大，原 係 事

實。如《 韓 詩 外 傳 》，引 荀 子 之 說 特 多，亦 其 明 證 之 一。而【 由 】
128

戰 國 末

期，【 以 及 西 漢 初 葉 】
129

，思 想 皆 帶 綜 合 性 質，則《 大 學 》一 書 之 受 有 荀 學

影 響，亦 勢 所 必 然。但 就 其 主 要 內 容 而 論，則 恐 受 孟 子 思 想 系 統 之 影 響，

遠 過 於 荀 子【 思 想 系 統 】
130

。茲 先 將《 大 學 》【 最 重 要 之 】
131

首 段 引 述 如 下，

再 略 加 【 分 疏 】
132

：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朱元晦引)】
133
，在止於至善。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身修；身修而

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熙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120按，專書此節的標題，手稿作「思想上的線索」，論文作「從思想內容看大學思想的

直接來源」。 
12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4按，論文、專書此 12 字，手稿作「以引伸之意義為多」等 8 字。 
125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26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作「應先作一交待」。 
12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2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29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作「及秦漢之際」等 5 字。 
130按，手稿此 4 字，論文、專書皆無。 
13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3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解釋」。 
133按，手稿此 4 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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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亂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禮記注疏》卷六十 

馮 氏 認 為 應 以 荀 學 作 解 釋 的 ， 主 要 有 下 述 各 點 ：  

1.《 大 學 》「 止 於 至 善 」， 是 來 自 《 荀 子 • 解 蔽 篇 》 的 「 止 諸 至 足 」。  

2.《 大 學 》「 有 諸 己，而 後 求 諸 人；無 諸 己，而 後 非 諸 人 」，及「 此 之

謂 絜 矩 之 道 也 」，來 自《 荀 子•不 苟 篇 》【「 操 五 寸 之 矩，盡 天 下 之

方 」，〈 非 相 篇 〉「 聖 人 者 ， 以 己 度 者 也 」】
134

。  

3.《 大 學 》言「 正 心 」，言「 心 不 在 焉，視 而 不 見，聽 而 不 聞 」；係 來

自《 荀 子•解 蔽 篇 》「 故 人 心 譬 如 槃 水，正 錯 而 勿 動，則 湛 濁 在 下，

而 清 明 在 上 」 一 段 。  

4.《 大 學 》言 致 知 格 物，來 自《 荀 子•解 蔽 篇 》「 凡 觀 物 有 疑，中 心 不

定 ， 則 外 物 不 清 」 一 段 。  

按 上 引 (1)項 所 言《 大 學 》之「 知 止 」，確 應 以《 荀 子•修 身 篇 》的「 有

所 止 」，及〈 解 蔽 篇 〉的「 止 諸 至 足 」 之「 止 」作 解 釋 。蓋 荀 子 之 意， 以

為 求 知 而 無 所 止，「 則 沒 世 窮 年 不 能 徧 也 」(〈 解 蔽 篇 〉)。荀 子 之 所 謂「 止 」，

有 兩 層 意 思，一 是 標 準，一 是 限 制。擇 定 標 準，而 不 分 心 於 標 準 以 外，此

之 謂「 止 」。《 大 學 》之 止 於 至 善，及 荀 子 之 止 諸 至 足，誠 如 馮 氏 所 謂，皆

就 人 倫 之 準 則 而 言。但 二 者 在 這 種 極 有 關 連 的 地 方，馮氏忽略其同中之異；

《 大 學 》〔 言 〕
135

以「 為 人 君 立 於 仁 … … 」等【 為「 止 」的 內 容 】
136

，乃 就

各 人 直 接 承 當 此 理 而 言。荀 子 因 主 張 性 惡，不 認 為 每 人 能 直 接 承 當 此 理，

故 必 以 止 諸 至 足 為「 止 於 聖 人 」(註 十 三 )。上 引 第 (2)項《 大 學 》的 絜 矩 一

詞 ，恐 確 係 由《 荀 子 •不 苟 篇 》「 操 五 寸 之 短 」二 語 而 來。 但 這 裏 所 說 的

忠 恕 之 道，乃 儒 家 通 義，不 足 以 為 荀 子 思 想 的 特 色。上 引 第 (3)項，荀 子 主

要 係 就 人 心 的 知 性 一 面 而 言；而《 大 學 》的 正 心，則 主 要 就 人 心 的 德 性 一

面 而 言 ； 二 者 不 可 牽 附 。 至 第 (4)項 ， 則 尤 屬 牽 強 。  

除 馮 氏 所 舉 者 外，《 大 學 》受 有《 荀 子 》影 響 的，尚 有「 明 德 」一 詞，

雖 出 於〈 康 誥 〉，【 但 】
137

孔 孟 皆 未 曾 言 及；而《 荀 子•致 士 篇 》則 有「 今

                                                       
134按，論文、專書此 34 字，手稿作「『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操五寸之矩，盡天下之

方』」。 
135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136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皆無。 
137按，專書、論文此字，手稿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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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主 有 能 明 其 德，則 天 下 歸 之 … … 」，【〈 正 論 篇 〉引 有「《 書 》曰 克 明 明 德 」；】
138

可 能 給《 大 學 》「 明 明 德 」以 影 響。老 莊 言「 靜 」，荀 子 受 其 影 響 而 亦 常

言 「 靜 」 (註 十 四 )， 則 《 大 學 》 的 「 知 止 而 后 能 定 ， 定 而 後 能 靜 」 一 段 ，

恐 亦 受 其 影 響。《 荀 子•解 蔽 篇 》「 故 君 子 壹 於 道，而 以 贊 稽 物 」；《 大 學 》

之「 格 物 」，可 能 與「 贊 稽 物 」有 關 連。《 大 學 》引〈 康 誥 〉之「 若 保 赤 子 」，

而《 荀 子 •王 霸 篇 》兩 用「 如 保 赤 子 」、〈 臣 道 篇 〉 亦 謂「 若 保 赤 子 」。 綜

上 以 觀 ， 則 《 大 學 》 之 作 者 ， 其 受 有 荀 學 的 影 響 ， 固 無 可 疑 。  

然《 荀 子•大 略 篇 》雖 言 及「 立 大 學，設 庠 序 」，但〈 大 略 篇 〉【 多 】
139

係 輯 錄 荀 子 後 學 之 語；非 出 自 荀 子 本 人。荀 子 詳 於 禮 數，却 從 未 言 及 學

校 制 度。【 所 以 】
140

「 大 學 」之 觀 念，乃 承 孟 子 的「 謹 庠 序 之 教 」所 發 展 下

來 的 。 荀 子 有 〈 修 身 篇 〉。「 修 身 」 的 觀 念 ， 係 來 自 孔 子 「 修 己 以 安 人 」，

「 修 己 以 安 百 姓 」，〔 (《 論 語•衛 靈 公 》)〕
141

的「 修 己 」觀 念；此 乃 儒 家 通

義。然《 荀 子•修 身 篇 》所 言「 凡 治 氣 養 心 之 術， 莫 徑 由 禮， 莫 要 得 師，

莫 神 一 好 」； 即 荀 子 以「 由 禮 」、「 得 師 」、「 一 好 」為 修 身 之 要； 而 未 嘗 逕

以 正 心 誠 意 為 修 身 之 要。【《 大 學 》以 正 心、誠 意 為 修 身 之 要，】
142

是 順 著

孔 子「 修 己 以 敬 」(《 論 語•憲 問 》)及 孟 子 的「 存 心 養 性 」，發 展 下 來 的。

荀 子 以「 知 道 」為 正 心 之 方 (註 十 五 )；道 在 荀 子 是 客 觀 性 的；由 知 道 而 使

心 能 「 虛 一 而 靜 」， 這 也 是 知 性 的 「 無 記 」〔 地 〕
143

心 理 狀 態 。 而 《 大 學 》

正 心 之 方，則 在 乎「 誠 意 」；「 意 」是 主 觀 的；誠 意 是 對 主 觀 自 身 的 努 力。

更 主 要 的 是：《 大 學 》最 大 的 特 色，是 思 想 的 系 統 性，此 即 荀 子 之 所 謂「 統

類 」。然 荀 子 之 所 謂 統 類 ，係 以 客 觀 之 禮 為 中 心 。而《 大 學 》之 統 類， 則

以 心 為 主。心 主 宰 乎 一 身，以 通 於 家、國、天 下。孟 荀 同 言 禮 義；但 孟 子

多 就 心 上 言；而 荀 子 則 多 就 法 數 上 言。《 大 學 》乃 屬 於 孟 子 以 心 為 主 宰 的

系 統，而 非 屬 於 荀 子 以 法 數 為 主 的 系 統。知 乎 此，則《 大 學 》雖 亦 受 有 荀

子 的 影 響，但 這 是 副 次 的，枝 節 的。【 但 】
144

其 主 要 的 立 足 點，當 在 孟 學 而

不 在 荀 學。所 以 對《 大 學 》的 解 釋，主 要 也 應 當 以 孟 學 為 背 景。孟 學 出 於

                                                       
138按，專書、論文此 6 字，手稿皆無。 
139按，專書、論文此字，手稿皆無。 
140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則」。 
141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142按，專書、論文此 12 字，手稿僅作「這」。 
143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44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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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曾 子、子 思，亦 即【 是 應 當 】
145

以 先 秦 整 個 儒 家 思 想，為 了 解《 大

學 》 的 背 景 。  

【 再 】
146

如 就 文 獻 上 言，則「 大 學 」【 一 辭 】
147

的 觀 念，係 孟 子「 謹 庠

序 之 教 」，「 學 則 三 代 共 之 」的 發 展。孟 子「 人 有 恆 言，皆 曰 天 下 國 家。天

下 之 本 在 國，國 之 本 在 家，家 之 本 在 身 」(〈 離 婁 上 〉)；「 老 吾 老，以 及 人

之 老， 幼 吾 幼 ，以 及 人 之 幼； 天 下 可 運 於 掌 上。《 詩 》云， 刑 於 寡 妻， 至

於 兄 弟，以 迓 於 家 邦，言 舉 斯 心 加 諸 彼 而 已 」(〈 梁 惠 王 上 〉)；把 上 面 的

話 加 以 組 織 化，即 是〔《 大 學 》的 〕
148

「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先 治 其 國；欲

治 其 國 者，先 齊 其 家；欲 齊 其 家 者，先 修 其 身 … … 自 天 子 以 至 庶 人，一 是

皆 以 修 身 為 本 」。而【《 孟 子 》】
149

「 夫 天 未 欲 平 治 天 下 也 」(〈 公 孫 丑 下 〉)，

當 係「 平 天 下 」觀 念 之 所 自 出。《 大 學 》之 所 謂「 正 心 」，觀 於〔 其 以 〕
150

「 心 不 在 焉，〔 視 而 不 見 ，聽 而 不 聞 ，食 而 不 知 其 味 」作 說 明，可 知「 正

心 」〕
151

即 是 孟 子 所 常 說 的「 存 心 」；因「 存 」與「 在 」可 以 互 訓；「 心 不 在 」，

即「 心 不 存 」；「 心 在 」即「 心 存 」；「 心 存 」即「 心 正 」； 蓋 「 心 之 本 體 本

無 不 正 」〔 (註 十 六 )〕
152

；故 此「 正 」乃 如 人 君「 正 位 」之 正；即 心 不 為 小

體 所 奪，而 能【 在 人 生 命 之 中，】
153

發 揮 其 本 然 作 用 之 意。朱 元 晦《 或 問 》

「 至 於 身 之 主 則 心 也 。 一 有 不 得 其 本 然 之 正 ， 則 身 無 所 主 」， 亦 是 此 意 。

孟 子【 說 】
154

「 惟 大 人 能 格 君 心 之 非 」(〈 離 婁 上 〉)，【 君 是 對 一 國 的 政 治

負 責 的，要 對 一 國 的 政 治 有 辦 法，必 由 格 君 心 之 非 下 手，】
155

這 即 是【 認

為 由 心 可 】
156

以 通 於 天 下 國 家。至《 大 學 》言 治 國 平 天 下 而 歸 結 於「 不 以

利 為 利，以 義 為 利 」，其 出 於 孟 子 的「 王 何 必 曰 利，亦 有 仁 義 而 已 矣 」，「 未

                                                       
145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係應」。 
14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4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48按，專書此 3 字，手稿、論文皆無。 
149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5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51按，專書此 21 字，手稿、論文作「的話可知」等 4 字。 
152按，專書此「註十六」，手稿、論文作「註十七」，且手稿、論文未見「註十六」。 
153按，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皆無。 
15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謂」。 
155按，論文、專書此 30 字，手稿皆無。 
156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由心」。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5 期 

106 

有 義 而 後 其 君 者 也 」【 (〈 梁 惠 王 上 〉 )】
157

； 則 馮 友 蘭 〔 氏 〕
158

亦 已 言 之 。 

四 、 原 義 試 探  

前面所錄的《大學》首段，【即一般所說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

三綱領，及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八條目，】
159

是《大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它非常有體系的結構。其可以不必特加解釋

的，此處便完全略去。下面所提出來的，乃是覺得應當重新加以研究的。 

在 首 段 文 章 中，〔 首 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它 所【 暗 合 】
160

的 邏 輯 形 式。「 知

止 而 後 有 定，定 而 後 能 靜， 靜 而 後 能 安，安 而 後 能 慮，慮 而 後 能 得 」【 的

一 小 段 】
161

；及 〕
162

「 物 格 而 後 知 至，知 至 而 後 意 誠，意 誠 而 後 心 正，心 正

而 後 身 修，身 修 而 後 國 治，國 治 而 後 天 下 平 」【 的 一 小 段 】
163

，〔 及 〕
164

「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者，先 治 其 國；欲 治 其 國 者，先 齊 其 家；欲 齊 其 家 者，

先 修 其 身；欲 修 其 身 者，【 先 正 其 心；欲 正 其 心 者，】
165

先 誠 其 意；欲 誠 其

意 者，先 致 其 知；致 知 在 格 物 」〔 一 小 段，這 種 文 字 結 構 的 形 式，常 易 引

起 誤 解。先 從 後 面 一 小 段 的 結 構 看，我 們 很 可 以 把「 格 物 」、「 致 知 」… …

「 治 國 」、「 平 天 下 」(即 開 明 德 於 天 下 )，都 解 釋 成 為「 類 」，而 後 把 整 個 的

句 子 解 釋 成 為 一 個 三 段 論 法 的 連 鎖 式。「 凡 平 天 下 的 是 治 國 的 」，「 凡 治 國

的 是 齊 家 的 … … 」，若 作 這 樣 的 解 釋，自 然 沒 有 問 題；因 為 A 命 題 不 能 夠

簡 單 易 位，只 能 夠 限 量 易 位；所 以 根 據 這 樣 的 前 提，若 是 把「 凡 平 天 下 的

是 治 國 的 」易 位 為「 凡 治 國 的 是 平 天 下 的 」，在 邏 輯 上 便 是 不 合 法 的；這

證 明 由 治 國 到 平 天 下，還 有 一 個 距 離，它 們 是 兩 個 階 段，二 者 之 間，不 能

等 量 齊 觀 (註 十 七 )。但 是，前 所 引 的 兩 小 段，從 其 語 句 構 造 中 所 用 的「 先 」

字 (「 先 治 其 國 」 )及 「 而 後 」 (「 國 治 而 後 天 下 平 」 )兩 字 看 ， 則 又 似 乎 不

應 該 把「 格 物 」、「 致 知 」… …「 平 天 下 」等 解 釋 為「 類 」， 而 應 當 解 釋 為

                                                       
157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58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59按，論文、專書此 41 字，手稿皆無。 
160按，論文此 2 字，手稿作「用」，但專書皆無。 
161按，論文此 4 字，手稿、專書皆無。 
162按，論文此 48 字，專書皆無。 
163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164按，專書此字，手稿作「這是前進地連鎖式」等 8 字，論文作「這暗合於前進地連鎖

式」等 10 字。 
165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皆無。就其引文，應是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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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件 」間 的 嚴 格 函 蘊 關 係。假 定 用 符 號 A，B，C，… … P，Q 來 代 表 這

些 條 件 ， 則 〕
166

：  

〔 A， B〕
167

 

〔 B， C〕
168

 

〔 C， D〕
169

 

〔 D=F〕
170

  … …  

〔 P=Q〕
171

 

〔 ∴ A， Q〕
172

 (等 找 符 號 ) 

〔 在 其 中，每 一 個 前 件 是 後 件 的 充 足 條 件，這 便 誤 解 〕
173

從 A 到 Q，

中 間 沒 有 增 加 什 麼。準 此，《 大 學 》的 陳 述，使 人 容 易 感 到 從「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到「 格 物 」，再 從「 物 格 」到「 天 下 平 」，中 間 不 要 增 加 什 麼。物 格

與 天 下 平 之 間，〔 好 像 〕
174

可 以 劃 上 一 個 等 號；而 中 間 的 項 目，幾 乎 僅 成 為

媒 介 體 的 虛 設。後 來 注 釋 家 對《 大 學 》所 發 生 的 誤 解，主 要 由 此 而 來。例

如，如 後 所 述，朱 元 晦 對 此 的 解 釋，意 義 完 全 落 在 格 物 上；而 王 陽 明 則 實

際 完 全 落 在 致 知 上。其 實，《 大 學 》的 這 種 陳 述， 已 經 說 得 清 清 楚 楚， 只

在 表 明 其 本 末 先 後。並 且 此 處 之 所 謂 本 末，只 表 示 先 後，而 非 表 示 輕 重。

尤 其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 國 治 而 後 天 下 平 」一 句 之 後，接 著 便 說「 自 天

子 以 至 於 庶 人，一 是 皆 以 修 身 為 本 」，而 並 未 說「 一 是 皆 以 格 物 為 本 」，或

「 一 是 皆 以 致 知 為 本 」；由 此 可 知，正 心、誠 意、致 知，(格 物 下 文 另 有 解

                                                       
166按，專書此 299 字，手稿作「這是後退地連鎖式。尤其是後退地連鎖式，是分析地連

鎖式。連鎖式所擔當的命題，幾乎都是分析判斷。依據分析判斷所作的推論，在現實

問題上，不是增加知識的(註十六)。例如亞里士多德的連鎖式的形式是」等 83 字，

論文作「這暗合於後退地連鎖式。前進地連鎖式，是綜合地連鎖式。後退地連鎖式，

是分析地連鎖式。連鎖式所提出的命題，幾乎都是分析判斷。依據分析判斷所作的推

論，在現實問題上，不是增加知識的(註十六)。例如亞里士多德的連鎖式的形式是」

等 95 字。 
167按，專書此 2 個字母間的符號，手稿、論文作「=」(等號)。 
168按，專書此 2 個字母間的符號，手稿、論文作「=」(等號)。 
169按，專書此 2 個字母間的符號，手稿、論文作「=」(等號)。 
170按，手稿、論文此 2 個字母及其中間的符號，專書皆無。 
171按，手稿、論文此 2 個字母及其中間的符號，專書皆無。 
172按，專書此 4 個字母及符號，手稿、論文作「故 A=Q」。 
173按，專書此 20 字，手稿、論文皆無。 
17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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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 皆 是 修 身 的 工 夫 。 此 工 夫 可 以 分 疏 的 陳 述 ， 但 既 無 所 謂 本 末 ， 而 先

後 之 意 亦 甚 徵；其 中 每 一 項 應 分 別〔 地 〕
175

加 以 衡 量，而 不 應 為 其 連 鎖 式

的 陳 述 所 迷 惑，遂 將 正 心、誠 意、致 知 的 工 夫，看 作 即 是 齊 家、治 國、平

天 下 的 工 夫，而 加 以 等 量 齊 觀，一 直 等 了 下 去。並 且 在 前 件 與 後 件 之 間，

也 不 可 簡 單 地 劃 一 等 號，【 一 直 等 了 下 去；】
176

其 中 實 須 增 加 新 的 因 素。例

如「 欲 誠 其 意 者，先 致 其 知 」，「 知 至 而 後 意 誠 」，【 致 知 固 然 在 形 式 上 是 誠

意 的 前 件 ， 但 不 可 以 為 】
177

致 知 即 是 【 誠 意 】
178

，〔 以 為 〕
179

知 致 即 等 於 意

誠 。《 大 學 》分 明 以「 如 惡 惡 臭 ，如 好 好 色 」， 以「 慎 獨 」，釋 誠 意； 惡 惡

臭， 好 好 色，慎 獨，既 不 是 朱 元 晦 所 說 的「 致 知 」，也 不 是 王 陽 明 所 說 的

致 知。可 知 如 後 所 述，誠 意 的 本 身，自 有 其 工 夫；誠 意 與 致 知 之 間，是 一

種 發 展 的 關 係，而 不 是 相 等 的 關 係。即 是【 二 者 】
180

中 間 必 須 增 加 新 的 因

素。至 於 由 修 身 以 至 平 天 下，更 是 一 種 發 展 的 關 係，更 係 在 每 一 條 目 中 增

加 了 新 因 素；〔 至 於 由 修 身 以 至 平 天 下，更 是 一 種 發 展 的 關 係，更 係 在 每

一 條 目 中 增 加 了 新 的 因 素，〕
181

這 在 原 書 中 陳 述 得 很 明 白；萬 不 可 以 為 修

身 即 等 於 齊 家，齊 家 即 等 於 治 國 平 天 下。【 又 如「 欲 正 其 心 者 先 誠 其 意 」，

正 心 與 誠 意 之 間，似 乎 可 以 劃 一 等 號，因 為 心、意 本 是 一 物。但 若 進 一 步

研 究，則 所 謂 正 心，實 係 本 心 之 自 己 發 露。為 使 本 心 發 露，還 是 有 自 己 獨

立 的 工 夫；這 在 孟 子，便 提 出「 平 旦 之 氣 」，「 思 則 得 之 」的「 思 」，及「 君

子 必 自 反 也 」的「 自 反 」。《 大 學 》「 心 有 所 忿 懥， 則 不 得 其 正 … … 心 不 在

焉，視 而 不 見，聽 而 不 聞 」一 段，正 說 明 心 要 從 生 理 衝 動 中 突 破 出 來，不

為 生 理 衝 動 所 掩 沒，乃 能 呈 現 於 自 己 生 命 之 中，這 即 是「 心 在 」，即 是「 正

心 」；此 時 正 心 的 工 夫，可 以 與 誠 意 無 涉。心 呈 現 出 來 以 後，要 使 其 貫 澈

於 所 發 之 意，這 便 如 後 所 述，須 要 誠 意 的 工 夫。所 以 從 正 心 到 誠 意，依 然

是 一 種 發 展 。《 大 學 》 所 以 把 前 後 件 的 發 展 關 係 ， 作 這 種 連 鎖 式 的 陳 述 ，

                                                       
175按，專書此字，論文皆無。 
176按，手稿此 6 字，論文、專書皆無。 
177按，論文、專書此 19 字，手稿作「不可以」等 3 字。 
178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意誠」。 
179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8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81按，論文此 34 字，手稿、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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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在 我 們 傳 統 文 化 中，〔 只 有 實 質 的 推 理，而 缺 乏 形 式 推 理 的 〕

182
自 覺；所 以 在 陳 述〔 的 形 式 〕

183
上，常〔 忽 略 其 形 式 地 〕

184
精 密 性。另 一

方 面，】
185

乃 在 於 儒 家 思 想，特 別 重 視 動 機 與 行 為 的 有 機 結 合，道 德 與 知

識的有機結合，個人與【家國】
186

天下的有機結合；並沒有考慮到由這種陳

述形式所容易發生的含混。因為作者的採用這種形式，只是因為這種形式，

在表現事物【有機性】
187

之關連上，最為簡便。〔而並非來自邏輯的要求與

自覺。〕
188

所以這類的陳述，只能按其實質去加以解釋，而不應僅從邏輯形

式上去加以解釋。這是凡讀中國古典的人所應留心的問題；也是讀《大學》

的人所首應注意的問題。後面再就各個有問題的文句，提出略加疏解。 

〔 ※  ※  ※ 〕
189

 

「 在 明 明 德 」的「 明 德 」，自 宋 儒 起，開 始 認 為 這 說 的 是「 虛 靈 不 眛 」

的 心 體，似 與 原 義 有 出 入。「 明 德 」一 詞，《 大 學 》的 作 者 引〈 康 誥 〉的「 克

明 德 」，〈 太 甲 〉的「 顧 諟 天 之 明 命 」，〈 堯 典 〉的「 克 明 峻 德 (今 文 作 俊 德 )」

為 根 攘 。 而 以 「 皆 自 明 也 」 釋 兩 「 克 」 字 及 「 顧 諟 」， 亦 即 釋 「 明 明 德 」

【 一 語 】
190

上 面 作 動 詞 用 的「 明 」字。明 德 之 德，【 在 周 初 】
191

原 係 指 行 為

而 言；「 明 德 」，乃【 指 】
192

有 明 智 的 行 為；峻 (俊 )德，乃【 指 】
193

有 才 俊 的

行 為。《 荀 子•正 論 》引「《 書 》曰，克 明 明 德 」， 就〔《 荀 子 》〕
194

上 下 文

的 意 義 推 之，乃 是「 能 宣 明 自 己 的 行 為 」，使 臣 民 皆 能 了 解 之 意。此 處 德

字，依 然 是 指 行 為 而 言。而〈 致 士 篇 〉「 今 人 主 有 能 明 其 德 」之「 德 」，亦

指 行 為 而 言。因 此，《 大 學 》此 處 的 明 德，大 概 也 只 能 作 明 智 的 行 為 解 釋，

                                                       
182按，專書此 15 字，論文作「缺乏邏輯」等 4 字。 
183按，手稿、論文此 13 字，專書皆無。 
184按，專書此 6 字，論文作「趨於簡易而忽略其」等 8 字。 
185按，論文、專書此 302 字，手稿僅作「它之所以作這種連鎖式的陳述」等 13 字。 
186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國家」。 
187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88按，論文此 13 字，專書皆無。 
189按，論文此 3 個符號，專書皆無。 
190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的」。 
191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19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19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5 期 

110 

而 不 是 指 的 是 心；【 明 明 德，是 推 明 自 己 明 智 的 行 為，而 不 是 推 明 自 己 的

心；】
195

否 則 下 面 分 明 提 到「 正 心 」之 心；何 以 在 開 章 明 義 處，不 直 言 心

而 言 明 德 ？【 先 秦 的 古 典，】
196

無 以 明 德 言 心 的。《 孔 疏 》以「 章 明 己 之 光

明 之 德 」釋「 明 明 德 」， 或 於 原 義 為 近 。〔 段 玉 裁 援《 詩 》及《 爾 雅 》， 將

「 明 明 」 二 字 作 形 容 詞 用 (《 皇 清 經 解 》 六 六 二 卷 《 經 韵 樓 集 • 在 明 明 德

說 》 )而 不 知 《 荀 子 》 及 《 大 學 》， 皆 以 〈 康 誥 〉 為 典 據 ；〈 康 誥 〉 上 係 連

「 明 德 」二 字 為 一 名 詞，而 非 以 明 明 字 作 形 容 詞。且 明 德 一 詞，乃 周 初 常

語；此 處 是 段 氏 誤 訓，蓋 無 可 疑。更 由 另 一 方 面 言 之，但 〕
197

「 德 」字 在

春 秋 時 代，已 演 進 而 為「 善 的 行 為 」；善 的 行 為 乃 出 於 善 的 品 格；善 的 品

格 乃 出 於 人 的 心；於 是 德 又 演 進 而 為 內 心 的 良 好 作 用。且 老 子、莊 子 所 謂

之 德， 實 同 於 孔 孟 所 謂 之 性。《 大 學 》此 處 引「 天 之 明 命 」作「 明 德 」之

同 義 語；天 所 明 命 於 人 者，若 就 戰 國 時 代 之 意 義 言，亦 可 作 人 之 性 來 解 釋。

古 人 引 典 籍，常 常 只 採 用 象 徵 的 意 義；則 將 明 德 釋 為 虛 靈 不 眛 之 心，雖 未

必 合 於 原 義，但 或 亦 為【 原 】
198

義 所 含 攝，不 妨 引 伸 以 出 之【，以 使《 大

學 》 思 想 之 結 構 ， 更 為 緊 密 】
199

。  

※   ※   ※  

《 大 學 》上 提 出【 欲 正 其 心 者 先 誠 其 意 】
200

，這 是 繼 孟 子 以 心 善 言 性

善 後 的 一 大 發 展。自 孟 子 以 心 善 言 性 善，於 是《 中 庸 》承 孔 子 的「 性 與 天

道 」所 說 的「 天 命 之 謂 性 」的 性，乃 可 當 下 把 握 於 人 的 生 命 之 中，不 由 心

以 言 性，則 一 般 人 欲【 在 具 體 地 生 命 中 】
201

把 握 自 己 的 性，【 常 】
202

只 能 如

告 子 從 生 而 即 有 的【 本 能 上 】
203

去 把 握【 (註 十 八 )】
204

。否 則【 或 】
205

成 為

                                                       
195按，論文、專書此 25 字，手稿皆無。 
196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作「古」。 
197按，手稿、論文此 103 字，專書皆無。 
19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本」。 
199按，論文、專書此 13 字，手稿皆無。 
200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作「誠意以為正心的工夫」。 
201按，論文、專書此 7 字，手稿皆無。 
20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便」。 
203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204按，論文、專書此「註十八」3 字，手稿作「所把握的當然流為食色的本能(註十八)」

等 16 字。 
205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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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 觀 想，而 不 能 具 體 把 握 的 東 西。但 心 乃 就 精 神 之 整 個 存 在 而 言。此 精

神 之 整 個 存 在，亦 可 含 而 不 發，而 只 成 為 一 種 內 存 的 狀 態，【 這 依 然 非 一

般 人 所 能 容 易 把 握 到 的。「 意 者 心 之 所 發 」(註 十 九 )，即 是 行 為 的 動 機，這

便 容 易 為 一 般 人 所 把 握。從 容 易 把 握 的「 意 」上 用 工 夫，也 便 為 一 般 人 所

容 易 作 到 的。本 來《 大 學 》所 說 的 正 心，如 前 所 述，應 分 作 兩 階 段 看。第

一 階 段 的 正 心，乃 是 本 心 的 自 己 發 露，以 保 持 心 在 生 命 中 應 有 的 地 位；此

時 正 心 的 工 夫，可 以 不 涉 及 誠 意。若 無 此 段 本 心 發 露 的 正 心 工 夫，則 意 可

能 不 是 心 之 所 發，而 係 生 理 欲 望 之 所 發，意 便 不 可 憑 信，「 誠 意 」亦 成 為

無 意 義。但 心 一 經 發 露 出 來 以 後，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必 然 會 與 事 物 相 接，因 之

發 而 為 意。心 因 與 事 物 相 接，發 而 為 意，而 易 於 把 握；但 心 亦 因 與 事 物 相

接，事 物 同 時 可 以 誘 發 生 理 的 欲 望，心 因 生 理 欲 望 的 乘 機 竊 發 而 亦 易 於 遷

移。所 以 發 露 出 來 的 心，在 意 的 地 方，常 是 流 轉 不 定，時 現 時 隱 的。為 使

與 相 接 之 心，不 被 生 理 欲 望 所 遷 移，便 須 在 由 心 所 發 之 意 的 地 方，作 一 番

「 誠 」的 工 夫。誠 意 是 正 心 的 第 二 階 段。誠 意 在 孔 子 為「 主 忠 信 」，在《 中

庸 》為「 慎 獨 」，在 孟 子 則 為「 持 志 」。主 忠 信 是 澈 內 澈 外 的 工 夫，也 是 比

較 廣 泛 的 工 夫；慎 獨 則 用 工 夫 於 心 與 事 物 相 接 之 際，這便向內深透了一步。

志 與 意 ，是 慎 獨 之「 獨 」的 具 體 指 陳 ；「 心 之 所 向 」謂 之 志 ，這 與「 心 之

所 發 」的「 意 」，可 以 說 是 同 一 物。 但 仔 細 分 析 ，則 心 之 所 發， 必 須 繼 續

加 強，始 能 成 為 志；所 以 志 必 出 於 意，但 意 不 必 皆 繼 續 加 強 而 成 為 志。〔 由

此 可 以 了 解，〕
206

持 志 與 誠 意，本 是 同 一 層 次 的 工 夫；而 誠 意 較 持 志 的 工

夫 ， 更 為 細 密 。 因 此 ， 誠 意 是 先 秦 儒 家 修 養 工 夫 發 展 的 頂 點 】
207

。  

                                                       
206按，專書此 6 字，論文作「所以」。 
207按，論文、專書此 469 字，手稿作「如『仁者與萬物為一體』的狀態即其一例。此仍

非一般人所能把握的，於是一般人所把握的，常易為出入無時，莫知其即的心。因此，

對於心的正確把握，便須要通過一種修身■■工夫；這種工夫，在孔子為『主忠信』，

為『修己以敬』；《中庸》為落實『慎獨』，孟子為『存心養性』，為『持志』與『養氣』。

志是心之所向；持志是保持心之所向，使其為人的生活作主，這是存心的更落實的工

夫。『志』和『意』，也可說指的是一。但分解的說，『意者心之所發』(註十九)；心之

所發，必須繼續加強，然後始成為志。意不一定有堅持的意思，而所謂『志』，則以

常有堅持的意思為多。《大學》兩次以『慎獨』釋『誠意』，可知即是人所不知而為己

所獨知的『獨』，即是獨的進一步的具體把握。由慎獨而持志，而誠意，這是對心的

把握，一步具體化一步；對工夫而言，則是一步精密一步。」等 291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