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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鮮王朝成立以來，獨佔官學的地位而成為現實的統治理念的朝鮮性理學，經過16世紀的四端七情論
爭，突顯其思辨性及心性論的思想特色；17世紀末期，形成了固守及認定程朱系統的性理學之學風；
到了18世紀初期，產生了人物性同異論爭。關於人物性同異的具體議論，是從1678年金昌協向他的老
師宋時烈提出關於《告子章句》朱子註的問題而開始的。此問題後來引起了1709年栗谷學派權尚夏的
門下李東與韓元震之間的異同論辯。除此以外，我們不能忽視人物性同異論之所以發生的時代條件。
該論爭產生之際，韓國發生過壬辰倭亂、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等戰亂。朝鮮朝廷經過此三次的戰爭，
分成主和派和斥和派，各自主張了不同的政治立場。其中，斥和派站在人物性異論的立場，主張北伐
論；主和派根據人物性同論主張北學論。從思想方面來看，此論爭隱含著當時學者們為了突破不能接
受的現實問題而不得不選擇的思路。換言之，就當時執政勢力的老論而言，此論爭就是要拒絕丙子胡
亂後清朝所要求的君臣關係的一種邏輯根據。進行了大約一百多年的人物性同異論爭，除了學術上的
影響以外，還對朝鮮後期的社會產生很深的影響。第一，在此論爭的過程中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觀，也
就是人物性同論派提出的橫向的、平等的身份觀念。第二，此論爭推動了蕩平政治的施行和北學派的
出現。第三，在朝鮮的對外關係上，人物性同論更促進了對中國觀的變化。同論派雖然承認華夷之文
化差異，但同時把人之本性看成理之普遍性，因此他們強調了人、物性之同質性，在文化上也肯定了
清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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