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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详注集评》

内容概要

本书“集评”部分采自《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朱子书的资料
达八百余条，又从中国注释本18种、朝鲜8种、日本37种以及笔记48种之中，采录所引用的张伯行、茅
星来、江永等人的注释及朝鲜、日本学者之评语五百余条，极为丰富；此书还对《近思录》所载622条
资料皆考列其出处，所引用评论1300余条亦皆列出其出处，极便学者。其“详注”部分则对《近思录
》本文涉及的典籍、术语、引语、人名、地名等详加注释。对各卷所引“程子”之言，都根据《遗书
》、《外书》、《文集》之实据，确定其为明道或伊川语。至其明道语误为伊川或伊川语误为明道者
，亦皆为之改正。此书功力深厚，完备翔实，超迈前人，对学界的宋代理学研究，贡献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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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详注集评》

书籍目录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
引言
引用书目表
近思录目录
一卷 道体（道体）
二卷 为学大要（为学）
三卷 格物穷理（致知）
四卷 存养（存养）
五卷 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克己）
六卷 齐家之道（家道）
七卷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出处）
八卷 治国平天下之道（治体）
九卷 制度（治法）
十卷 君子处事之方（政事）
十一卷 教学之道（教学）
十二卷 改过及人心疵病（警戒）
十三卷 异端之学（异端）
十四卷 圣贤气象（圣贤）
近思录 后序
近思录 后序
再版索引

Page 3



《近思录详注集评》

编辑推荐

本书“集评”部分采自《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朱子书的资料
达八百余条，又从中国注释本18种、朝鲜8种、日本37种以及笔记48种之中，采录所引用的张伯行、茅
星来、江永等人的注释及朝鲜、日本学者之评语五百余条，极为丰富；此书还对《近思录》所载622条
资料皆考列其出处，所引用评论1300余条亦皆列出其出处，极便学者。其“详注”部分则对《近思录
》本文涉及的典籍、术语、引语、人名、地名等详加注释。对各卷所引“程子”之言，都根据《遗书
》、《外书》、《文集》之实据，确定其为明道或伊川语。至其明道语误为伊川或伊川语误为明道者
，亦皆为之改正。此书功力深厚，完备翔实，超迈前人，对学界的宋代理学研究，贡献实大。本书“
集评”部分采自《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集注》、《四书或问》等朱子书的资料达八百
余条，又从中国注释本18种、朝鲜8种、日本37种以及笔记48种之中，采录所引用的张伯行、茅星来、
江永等人的注释及朝鲜、日本学者之评语五百余条，极为丰富；此书还对《近思录》所载622条资料皆
考列其出处，所引用评论1300余条亦皆列出其出处，极便学者。其“详注”部分则对《近思录》本文
涉及的典籍、术语、引语、人名、地名等详加注释。对各卷所引“程子”之言，都根据《遗书》、《
外书》、《文集》之实据，确定其为明道或伊川语。至其明道语误为伊川或伊川语误为明道者，亦皆
为之改正。此书功力深厚，完备翔实，超迈前人，对学界的宋代理学研究，贡献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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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详注集评》

精彩短评

1、给差评，是因为这套书出得质量太低劣了。应该直接以台版原版出，保持繁体，现在繁简转化出
了很多问题，质量完全没人把关，太不可想见了。
2、此书非常详细。极好。
3、陈荣捷先生以朱解朱，读来豁然开朗。但出版社校订太过粗糙，所加句读全无章法。
4、这种书定价30多元就可以了。
5、。。。。。
6、《详注集评》采撷众说，务求搜罗详尽，解释中肯。细读之，可得其一，而反其三，有恢廓学识
之用。
7、东土有大乘气象
8、用朱子解朱子，若朱子知道，一定脊背發涼，呵呵。
9、定价奇高，校对极糟。
10、未見繁體原書如何，然此簡體本各種句讀失當、疏證謬誤不勝枚舉，其所謂"詳注"無需註釋處偏
添贅余，應發明義理或應疏通學理處不加一語。今人欲為古書作注疏不得不慎矣。
11、也不赞成简体版，而且包装得太难看
12、理学走到后面太死板了。陈荣捷多用朱子语类注释程子，有长有短。
13、校订必须扣星
14、書是好書，但這種書，不該包裝成流行式樣。近思錄，看簡體的實在沒感覺，我還是想辦法買海
外出版的罷。
15、11年1月1日-12年2月21日
16、話說讀的時候，其實主要準的是江慎修註本⋯⋯此本雖亦多引朱子原文以解，然亦稍有詳略失次
或不相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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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详注集评》

精彩书评

1、转引友评：版本上给差评，是因为这套书出得质量太低劣了。应该直接以台版原版出，保持繁体
，现在繁简转化出了很多问题，质量完全没人把关，太不可想见了。现在来说说陈老这本书内容上的
情况：程水龙先生在《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中是这样评价陈书的，有一定道理，兹录之如下：尽管
陈先生导乎先路的贡献实大，但是该书所引评说文字不够全面，且引文中朱熹语录尤多，又存在较多
脱讹之处；所引叶采、张伯行、江永等注家的注语不完备，且有脱讹，所依据的底本并非都是现存精
善之本，如未采纳元刻明修本《近思录》叶采集解的文字，尤其是著者或许未见到大陆现存一些重要
小说家的注解本，如张习孔《近思录传》、李火炤《近思录集解》、张绍价《近思录解义》等。集评
的文字尚不能汇聚众家于一体。再者，读者在理解陈先生的详注文字时，往往须结合作者的其他相关
著述才能读明白。因而该书所引文字的缺失，选用集注版本的不精、不全，都影响了它的完整性、可
读性。笔者按：程水龙先生的评语还是比较全面的。陈先生这本书着手于五六十年代，非常早，所以
不算完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它仍是海内外最常使用、影响最广泛的《近思录》现代注本。
2、——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时，无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视有为无
缺，及既知学，反思前日所为，则骇且惧矣。 ——伊川每见人论前辈之短，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
。」 ——读《论语》者，但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若能于《
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气质！——博学于文者，只要得习坎心亨。盖人经历险阻艰
难，然后其心亨通。——欲学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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