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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者治學 

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態度  

陳姵穎 * 

一、前言  

徐 復 觀 先 生 ， 原 名 秉 常 ， 字 佛 觀 ， 後 由 其 師 熊 十 力 更 名 為 復 觀 。 湖 北 浠

水縣徐琣場鳳形灣人。生於 1903 年，卒於 1982 年。1955 年執教於東海大學

中文系，1969 年退休，轉赴香港，執教於新亞書院 (後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

一 生 研 究 領 域 廣 泛 ， 橫 跨 政 治 社 會 、 史 學 、 哲 學 、 藝 術 、 文 化 …… 等 領 域，

給予後人在學問研究上良好的啟發。  

作 為 新 儒 家 第 二 代 重 要 的 代 表 人 物 ， 新 儒 家 面 臨 五 四 以 來 中 西 文 化 的 激

烈 碰 撞 ， 在 中 國 救 亡 圖 存 的 風 氣 下 ， 以 中 國 儒 家 傳 統 文 化 為 理 念 ， 期 望 在 環

境 劇 變 的 時 代 裡 得 以 安 身 立 命 、 安 頓 心 靈 。 徐 復 觀 先 生 企 圖 從 中 國 歷 史 的 流

變 之 中 ， 培 養 洞 悉 的 眼 光 省 察 歷 史 的 發 展 ， 同 時 積 極 的 為 中 國 尋 找 一 條 合 理

的道路。他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寫道： 

可以透過一人的性，一個人的心，以看出人類的命運，掌握人類的命

運，解決人類的命運。 1 

我 們 得 以 在 近 人 研 究 他 的 論 文 篇 章 中 ， 見 研 究 者 們 體 察 先 生 精 神 內 部 的

「憂患意識」。徐復觀先生自己也曾寫道： 

憂患意識的出現，乃是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慮而來的遠見，在

這種遠見中，主要發現了吉凶成敗與當事者行為的密切關係，即當事

者在行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所以憂患意識，乃是人類精神開始直接對

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精神上開始有了人的自覺的表現。 2 

其 研 究 周 代 所 體 察 的 精 神 ， 一 併 影 響 他 的 處 世 態 度 。 另 外 ， 在 〈 徐 復 觀

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一文中亦形容： 

徐復觀在考證問題時特別注意史家與時代經驗、意識的互動。……強

烈的時代批判意識，個人現實經驗的介入與治學的政治關懷素求相結

合，使他在研究問題時較多注重時代經驗的啟發，故其著述充滿著時

代的投影。 3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 
1 見頁 114，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2 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14，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3 邵華、陳勇撰，見《江海學刊》，第 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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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以 「 感 憤 之 心 」 投 入 研 究 ， 除 了 學 術 上 取 得 的 成 果 ， 更 注 重 將 精 神 帶 入 現

實 生 活 中 實 踐 。 他 的 精 神 能 夠 讓 後 面 的 學 子 們 效 法 學 習 ， 讓 學 問 走 進 生 命 ，

不把自己關在研究的象牙塔之中。 

本 學 期 承 蒙 中 文 系 阮 美 慧 主 任 的 引 薦 ， 和 系 內 學 長 及 學 弟 妹 們 共 同 協 助

東 海 圖 館 進 行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資 料 、 文 獻 整 理 。 有 幸 受 圖 書 館 特 藏 室 謝 鶯 興 老

師 指 導 ， 就 其 著 作 、 期 刊 、 論 文 ， 以 及 近 人 研 究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部 分 ， 著 手 整

理 進 而 匯 集 成 目 錄 ， 再 細 分 他 人 研 究 中 ， 有 關 其 「 治 學 」 方 面 的 研 究 ， 以 此

些 篇 目 內 容 為 基 底 ， 歸 納 整 理 出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治 學 態 度 與 方 法 供 讀 者 參 考 ，

進 而 精 進 自 己 的 治 學 方 法 、 對 照 自 我 的 學 習 態 度 、 省 思 求 學 路 途 中 貫 徹 始 終

的目的何在。 

二、治學態度 

治 學 的 態 度 與 方 法 ， 其 關 連 性 密 不 可 分 。 關 於 兩 者 ， 徐 復 觀 先 生 曾 提 出

自己的幾個重要的觀念。首先，治學的態度比治學的方法更重要。「決定如何

處理材料的是方法；但決定運用方法的則是研究者的態度。」 4指出研究者的

心態將導向研究者選擇什麼樣的方法做研究。其次，就研究方法的層面來看，

徐復觀先生十分重視學術研究的方法，提出： 

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對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對象向研究者所呈現

的答覆，綜合在一起的一種處理過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與被研究

的對象不可分的。 5 

方 法 好 比 一 張 濾 紙 ， 濾 紙 的 材 質 、 間 隙 的 大 小 ， 各 方 因 素 都 會 決 定 過 濾 後 得

出的材料面貌。第三： 

學術方法是出自治學歷程中所蓄積的經驗的反省。由反省所集結出的

方法，又可以導引治學中的操作過程。……方法真正的作用，乃發生

於誠摯的治學精神與勤勉的治學工作之中。方法的效果是與治學的工

力成正比的。 6 

方 法 與 反 覆 地 實 踐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從 而 點 出 隨 著 經 驗 的 積 累 ， 對 於 使 用 方 法

的掌握度將愈趨成熟穩重，並逐漸積澱深厚。 

接 下 來 筆 者 將 從 數 篇 研 究 徐 復 觀 先 生 治 學 方 法 的 期 刊 論 文 中 ， 歸 類 整 理

                                                 
4 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1993，

頁 4。 
5 同上註，頁 2。 
6 徐復觀，〈我的若干斷想〉，出自《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1975，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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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幾項徐先生治學的態度： 

(一)追體驗--和古人對語 

「他在承認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同時，卻也承認歷史之中有著永恆不變的常

道。這一常道就是儒家的內聖之學、心性之學。」7在此情況下，必須要透徹了

解原典及古人思想的內涵，就「追體驗」的字面來看，意旨「體驗」作品背後

創作人的心靈活躍狀態；「追」即回溯、反觀，表示將以自己的身心全神貫注地

深入作品背後的精神要旨，甚至投入創作者的生命歷程及靈魂進行對話。 

徐復觀先生在〈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 8中說明自己身為一解讀者，更

要以生命去貼近生命： 

由古人之書，以發見其抽象思想後，更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見到在此

思想後面活生生的人；看到此人精神成長的過程，到此人性情所得的

陶養，看到此人在縱的方面所得的傳承，看到此人在橫的方面所吸取

的時代。……。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實物的具體，以走向思想的

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時代的具體。經過此種層層研

究，然後其人其書，將重新活躍於我們的心目之上，活躍於我們時代

之中。我們不僅是在讀古人的書，而是在與古人對語。  

以 心 見 心 ， 若 是 沒 有 自 我 的 存 在 ， 亦 沒 有 所 謂 的 感 受 與 共 鳴 ， 也 沒 有 對 話 的

可能。 

「 以 自 己 的 心 靈 契 合 藝 術 家 創 作 時 的 心 靈 活 動 狀 態 。 這 個 追 的 過 程 對 於

欣 賞 者 而 言 無 疑 是 一 種 體 驗 ， 是 對 藝 術 家 的 生 命 體 驗 的 再 體 驗 ， 是 體 他 人 之

驗，感受他人對生命的體驗。」 9從這一步開始，才能進一步做到知人論世，

意 指 從 一 個 人 的 性 格 、 思 想 、 遭 遇 推 論 出 其 身 處 的 時 代 文 化 ， 再 進 一 步 推 測

出一個時代的面貌，將時代放在歷史中見其流變的軌跡，由小而見大。 

(二)居敬之心 

分 為 兩 方 面 分 析 ， 第 一 是 根 源 問 題 ， 唯 有 回 歸 自 身 民 族 的 文 化 裡 ， 人 才

有可能回到本質，所以要對自己的文化抱持「居敬」的態度。第二是以「敬」

的態度為本，治學過程中秉持客觀及誠敬的心。 

                                                 
7 呂鵬，〈徐復觀歷史觀的基本特徵〉，《齊魯學刊》，第 6 期，2011 年 7 月，頁 57。 
8 見徐復觀〈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1975，頁

116。 
9 郭慧，〈貫通文化生命的現代疏釋：徐復觀治中國思想史的態度與方法〉，《長春理工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9 年 7 月，頁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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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先生曾言：「要知道，在祖國裡沒有我們的立足地，便在世界上任

何地方，也沒有我們的立足地。」10只有在「對歷史文化採取無限的敬意的態

度 ， 只 有 在 自 己 本 民 族 的 文 化 中 ， 個 人 的 生 命 才 是 有 根 基 的 ， 才 能 得 到 充 分

的 展 開 。 那 些 惟 西 方 文 化 是 從 、 惟 西 方 信 仰 是 信 的 人 們 ， 他 們 的 生 命 是 飄 忽

的，終不會有活力，不能長久。」11這是徐先生在歲月的歷練中，回過頭重新

拾起年輕時學習的種種，綜合時代背景的氛圍，所得到的省思。 

對待學問以敬的態度、以客觀的角度解讀之，特別是在人文思想領域，指

出研究的對象與研究者的生活態度是密切相關的，且現實生活中的態度常常會

直接干涉到研究時的態度。他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裡說道： 

要是我們的現實生活態度能適合於研究時的態度，最低限度，不太干

涉到研究時的態度，這恐怕研究者須要對自己的生活習性有一種高度

的自覺；而這種自覺的工夫，在中國傳統中即稱之為「敬」。……求知

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要對於研究對象作客觀認定；並在研究過程中，

隨對象的轉折而轉折，以窮究其自身所含的構造。 12 

研 究 者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透 過 「 我 」 的 角 度 解 讀 文 本 ， 不 小 心 將 自 我 膨 脹

化 ， 本 末 倒 置 的 以 文 本 中 的 思 想 為 輔 ， 自 己 的 思 想 為 主 ， 殊 不 知 文 本 中 的 思

想 與 自 己 的 見 解 還 有 段 距 離 。 透 過 「 居 敬 」 的 態 度 ， 時 刻 提 醒 自 己 是 否 主 觀

的 去 詮 釋 他 人 的 思 想 內 容 ， 將 古 人 的 思 想 和 研 究 者 的 思 想 分 開 ， 才 不 會 反 客

為主，這也是對學問的莊敬。 

(三)吸收中國文化原有的思想研究方法，也吸取西方哲學的方法 

徐 復 觀 先 生 以 犀 利 的 目 光 ， 將 時 代 置 歷 史 流 變 中 ， 洞 察 靜 變 之 間 的 循 環

交替，得出： 

知識與技術，也就是物質層次，可以而且應當使用進步的觀念，當屬

進步之物；但對宗教與道德而言，也就是屬於價值層次的事物，很明

顯的便不適用進步的觀念，此即永恆之物。 13 

以 過 去 為 借 鑑 ， 站 在 現 時 的 立 足 點 上 ， 思 考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基 本 問 題 ， 將 傳

統 思 想 置 放 於 具 體 地 時 代 語 境 中 解 釋 ， 這 是 徐 復 觀 先 生 投 入 學 術 的 重 要 核 心

                                                 
10 見〈考據與義理之爭的插曲〉，《中國學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頁 155。 
11 郭慧，〈貫通文化生命的現代疏釋：徐復觀治中國思想史的態度與方法〉，《長春理工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9 年 7 月，頁 909。 
12 見《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1993，頁 5。 
13 呂鵬，〈徐復觀歷史觀的基本特徵〉，《齊魯學刊》，第 6 期，2011 年 7 月，頁 57。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7 期 

80 

精 神 所 在 。 套 句 杜 維 明 教 授 過 去 在 「 東 海 大 學 徐 復 觀 學 術 思 想 國 際 研 討 會 」

中的一小段話： 

表面上看，他是為孔孟之道據理陳詞，露骨地說呢，他要打抱不平，

他要為傳統中國文化伸冤。其實更正面的看，是一個怎樣重新再鑄民

族魂的工作。 14 

追 體 驗 的 態 度 ， 除 了 運 用 於 了 解 古 人 的 思 想 上 ， 從 其 書 、 其 人 至 其 時 代

的 拓 展 之 外 ， 在 研 究 的 方 法 上 ， 以 所 屬 時 代 的 思 維 脈 絡 思 考 ， 並 以 其 運 用 的

方式來研究材料，方能更還原材料本來的內涵。正如徐先生說過：「我們研究

宋明理學，我們不依用宋儒所以得出某種結論的方法，你如何了解它？」 15 

關 於 中 西 方 文 化 交 融 碰 撞 的 情 況 ， 他 提 出 重 要 的 根 本 在 於 思 考 力 ， 這

同 時 是 一 般 知 識 份 子 缺 乏 的 能 力 。 徐 先 生 將 自 己 的 頭 腦 比 擬 作 一 把 刀 ； 西

方哲人的著作好比一塊砥石。 

我們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了的刀來分解我國思想史的材料，順

著材料中的條理來構成系統；但並不要搭上西方某種哲學的架子來安

排我們的材料。我們與西方的比較研究是兩種不同的劇場，兩種不同

的演出相互間的比較研究，而不是我們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裝，用上他

們的道具比較研究。 16 

藉 由 了 解 西 方 哲 學 的 理 論 架 構 來 培 養 思 考 能 力 ， 以 此 能 力 將 中 國 哲 學 分

解 、 吸 收 ， 將 內 在 的 核 心 精 神 濃 縮 、 提 煉 出 ， 是 研 究 思 想 史 的 一 項 重 要 的 任

務，也是治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 

(四)研究原典時考據義理同等重要--由局部衡定全體，全體回歸局部 

民國以來，以胡適為首的新派學人，力圖以西方思想革新時代的情況下，

多 將 改 革 的 矛 頭 指 向 中 國 的 傳 統 文 化 ， 並 套 上 「 陳 舊 過 時 」 的 形 容 詞 ， 這 與

新 儒 家 的 立 場 有 所 不 同 ， 新 儒 家 學 人 反 對 將 傳 統 典 籍 當 作 材 料 處 理 ， 不 帶 任

何文化情感，且忽略道德宗旨。 

徐復觀先生認為現代學術典範，其對於科學方法的認知範疇，割裂了

事實求真與價值致用的聯繫，忽視了人文學科求知過程中史家價值主

                                                 
14 見〈徐復觀先生的人格風範〉，收錄於《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主辦，1992 年 12 月，頁 21。 
15 見〈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與義理〉，《中國學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2004，頁

131。 
16 見〈我的若干斷想〉，《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1975，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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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判斷的存在。他們的科學考據所尋求的絕對客觀的解釋，將考據引

向點滴的文獻尊崇立場上，以標榜所謂科學的口號開始，以不科學、

反科學的收穫告終，違背了古典思想自身所具有的脈絡結構和語境體

驗，無法深入和觸及到古典思想性問題的討論中。 17 

在 研 究 思 想 史 上 ， 考 據 和 義 理 應 立 於 平 等 地 位 而 不 可 偏 廢 ， 兩 者 同 樣 是 環 環

相扣的。 

徐 復 觀 先 生 強 調 有 價 值 、 有 思 想 性 的 考 據 ， 考 據 應 建 立 在 史 料 可 信 的 基

礎 上 ， 一 字 一 句 為 憑 藉 ， 文 意 可 從 前 、 後 推 敲 ， 或 從 旁 人 的 典 籍 中 相 呼 應 之

處著手，可用歸納的方法，切忌空談。舉他曾在〈評訓詁學上的演繹法--答日

本加藤常賢博士書〉中提及的方式為例： 

對於某一字詞的解釋，由它的上下文來加以決定；只能從一個人的思

想，從一部書的內容，用歸納的方法來加以決定。用歸納的方法決定

了內容以後，再由內容的涵蓋性，以探索其思想的內在關聯。由內容

與內容的比較，以探索各思想相互間的同異。歸納的材料愈多，歸納

的愈精密，我們所得出的結論的正確性愈大。 18 

考據是研究的 初工夫，後涉及義理的研究工作。 

我們所讀的古人書，積字成句，應由各字以通一句之義；積句成章，

應由各句以通一章之義；積章成書，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此為由

局部以積累到全體的工作。在這一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所謂訓詁考

據之學。……但這是起碼的了解。要進一步瞭解，更須反轉過來，由

全體來確定局部的意義；即是由一句而確定一字之義，由一章而確定

一句之義， 由一書而確定一章之義，由一家的思想而確定一書之義。

這是由全體以衡定局部的工作。此為工作的第二部，便非清人訓詁考

據之學所能概括的了的工作。……由局部累積到整體，由全體落實到

局部，反覆印證，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 19 

初 見 文 獻 材 料 時 ， 需 從 訓 詁 考 據 確 立 文 獻 的 可 信 度 ， 如 果 只 停 留 在 這 一

步，是無法更深的了解至思想層面的，故下一步針對義理的闡釋，自點、線、

                                                 
17 邵華、陳勇，〈徐復觀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江海學刊》，第 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79。 
18 見《中國學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2004，頁 182-183。 
19 見徐復觀〈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1975，頁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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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拓 展 出 去 ， 把 握 全 面 的 要 旨 ， 再 回 頭 從 細 節 處 著 手 ， 如 此 往 返 ， 是 把 握 原

典內涵的關鍵。 

(五)事實求是，多作反省 

東海中文系吳福助教授的〈從《史記札記》看徐復觀先生的治學方法〉20

中 ， 寫 道 徐 復 觀 先 生 研 究 《 史 記 》 的 態 度 ， 講 究 版 本 之 外 ， 亦 會 於 閱 讀 當 中

「分段落、尋文脈」，提撮段落大意以掌握全篇的跌宕起伏，他在一生的學術

研究工作裡頭， 重視考據的工夫，從基本材料入手，讓基本資料自己講話，

以 歸 納 的 方 法 從 全 書 抽 出 結 論 ， 在 細 讀 全 書 時 ， 要 將 訓 詁 、 校 勘 、 版 本 的 問

題涵蓋其中。他說： 

我不信任沒有細讀全書的抽樣工作，更痛恨斷章取義，信口雌黃的時

代風氣。 21 

另 外 ， 他 也 重 視 研 究 中 的 誠 實 態 度 ， 除 了 將 意 見 相 同 的 材 料 加 以 考 察 ，

亦 考 察 意 見 相 左 的 材 料 。 舉 徐 復 觀 先 生 〈 由 潘 重 規 先 生 〈 紅 樓 夢 的 發 端 〉 略

論學問的研究態度〉來說： 

徐復觀認為，潘重規研究態度的不誠實主要表現在兩方面：一是抹殺

重要的與他的預定意見相反的材料；二是對不足以支持他預定意見的

材料，則通過附會歪曲的方法強為其預定結論做證明。 22 

由 此 可 見 其 做 學 問 過 程 中 採 取 實 事 求 是 的 原 則 、 嚴 格 客 觀 的 批 判 態 度 ， 絕 不

輕易信服盲從。 

除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徐復觀先生還有一項值得眾人效仿的--反省與接納

他人意見的態度。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在成功大學中文系唐亦男教授〈從

討論「慎到之道」看徐先生的治學精神〉的文章裡，曾提及一段： 

與徐先生討論最大的啓發不是接受他的意見，而是在方法上的共識，

就是以思想觀念為主的研究方法，所以儘管對我的看法不認同，但卻

嘉許說：「你講的也有道理」。 23 

第二個例子是，徐復觀先生在《由〈尚書‧甘誓〉〈洪範〉諸篇的考證看

                                                 
20 見《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

討會，東海大學主辦，1992 年 12 月。 
21 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題 代序〉，收錄於《兩漢思想史》卷三，台

灣學生書局，1979，頁 4。 
22 見〈從學術上搶救青年一代：徐復觀論治學的態度〉，劉國民，《中國青年研究》，第

2 期，2016 年，頁 34。 
23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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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治學的方法和態度問題--敬答屈萬里先生》一文中說： 

屈先生引用「實事求是，莫作調人」兩句話，以表明他的治學態度。

在我看「實事求是」這一句話是好的。「莫作調人」這句話卻被許多人

利用作為「固執己非」的壯膽劑，並做為應用一剖兩開的二分法的辯

護人，卻常發生很壞的影響，……若屈先生所引的兩句話改為：「實事

求是，多多反省」，是否對肯用心做學問的人更有點幫助呢？因為每一

個人都會有這種經驗：即是自己在某一時期覺得是從實事上求得了

「是」，假定隨時日之經過而學問有了進步，或有了新材料的出現，便

會不一定再覺其為「是」的。在此種情形之下，有反省力的人，便由

對自己過去的某些結論的否定而前進了，固執己非而自矜為「莫作調

人」的人，便常花費寶貴的歲月，為自己過去的錯誤做辯護的工作，

這是非常可惜的。 24 

這 兩 個 例 子 可 貼 切 的 明 白 徐 復 觀 先 生 擇 善 固 執 ， 卻 不 一 味 固 執 己 見 ， 用 謙 虛

的態度接受他人的想法，並抱持多多反省的態度檢視自己的研究，著實難得。 

三、結論 

以 上 列 舉 的 五 項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治 學 態 度 ， 是 從 近 人 研 究 的 期 刊 論 文 中 歸

納 整 理 出 來 的 。 從 接 手 目 錄 整 理 這 份 工 作 開 始 ， 對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研 究 有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知 悉 其 在 各 方 領 域 的 貢 獻 ， 同 時 對 東 海 早 期 的 先 生 們 ， 包 括 蕭 繼

宗 先 生 、 牟 宗 三 先 生 、 徐 復 觀 先 生 …… 等 有 更 多 的 欽 佩 ， 因 為 他 們 是 如 此地

致 力 於 研 究 學 問 ， 並 努 力 地 想 解 決 時 代 的 問 題 。 從 近 人 研 究 的 資 料 來 看 ， 我

們 會 發 現 ： 徐 復 觀 先 生 做 研 究 時 有 邊 閱 讀 邊 寫 眉 批 的 習 慣 ， 並 且 講 究 通 讀 原

典 ， 以 摘 抄 的 方 式 學 習 ， 他 說 這 是 「 笨 重 」 的 工 夫 ， 卻 在 他 一 生 讀 書 過 程

中受益良多。由此可見，徐復觀先生是位扎實做學問的人。 

特 別 是 在 整 理 旁 人 對 他 治 學 態 度 的 研 究 資 料 時 ， 身 為 一 位 協 助 整 理 的

人 ， 我 著 實 受 益 匪 淺 ， 從 中 體 認 到 做 學 問 時 的 嚴 謹 態 度 ， 以 及 裡 頭 包 含 博 大

精 深 的 人 生 哲 理 。 從 他 的 治 學 方 式 可 推 測 出 其 為 人 處 世 的 那 一 面 。 而 身 為 一

位中文人，我不僅從中汲取適用於未來研究之路的方法與態度。關於做學問，

治 學 態 度 與 方 法 就 像 開 啟 學 問 之 門 的 鑰 匙 ， 必 須 使 用 對 的 鑰 匙 方 能 有 助 於 學

習 。 也 希 望 未 來 在 研 究 領 域 的 人 們 ， 了 解 徐 復 觀 先 生 的 著 作 思 想 的 同 時 ， 也

能留意其治學的方式，從中效法所欣賞的那一部份，有助於學問的精進。 

                                                 
24 見《中國思想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1993，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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