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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文物選粹：徐復觀先生手稿(三) 

謝鶯興解說 

 

裝訂為一冊，封面右題「研究資料第一號」，鈐「徐印佛觀」方型硃印，

左上題「性命(一)」，左下依序題「尚書」、「詩」、「左傳」、「易傳」、「禮記」、

「大戴記」，內文共 38 頁，內頁部份左上角有數字，但與所在之頁數不符。 

是份手稿主題為「性命」，首頁摘錄《尚書》「用天字」資料，如：「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大誥)、「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大誥)、「矧曰其有能

格知天命」、「用寜王遺我大寳龜紹天明」、「予造天役」、「天降戾于周邦」、

「天命不僭」等等。 

按，徐先生在〈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中國思想史論集代

序之一〉先說：「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主要應當歸結到思想史的研究。」

(頁 2)認為：「五四運動以來，時賢特強調治學的方法，即所謂科學方法，這

是一個好現象。」(頁 2)但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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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因此他的治學是「一以原始資料與邏輯

為導引」(〈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自序〉)，特別是「愈是迫近到研究的對象，

愈感到要把握住一個偉大地人格，及把握由一個偉大人格所流露出來的思

想」。「研究資料第一號」的手稿，從摘錄《尚書》與《詩經》文句，部份

出現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的第二章「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印證他「處理材料」與「研究者的態度」的治學之道。 

此份手稿至少可以看出兩種筆蹟，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句雙行小字題：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第五一頁」，字蹟纖細

者，當是倩學生代為抄寫，據〈中國人性論文序〉末所說：「陳生淑女，為

我抄錄了約四十萬字的資料；蕭生欣義，為我獨負校對之勞；在校對中常

提出很好的意見」，此份手稿正為徐先生師生的心血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