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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内容概要

朱子学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文化资产，其因素不只在于大师之思想本身，也在于大师底下的许多中小型
知识人物在朱子思想对下阶层人民渗透传播过程中所作的奉献。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所提到的“
观察”，似乎也适用于徽州的朱子学。本书主要关心的是元代前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如何被继承与发
展。以当时三位徽州学者—胡一桂（1247-1315）、胡炳文（1250-1333）和陈栎（1252-1334）为主要的
研究对象，讨论的重点则是环绕在“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三方面。本书比较接近学术史或
思想史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对探索朱子学如何下渗到民间社会的历程相当管用，因此本书的参考价
值很高。 本书突破传统，运用新资料，开拓出新的研究议题来研究朱子学。一是参考、引用并详细分
析了多部目前尚未有人关注过的文献，如《朱程问答》、《感兴诗通》、《在兹篇》、《明经书院志
》等，甚至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朱熹的佚文。这些新资料，对于进一步勾勒朱熹与徽州亲族之间的往
来关系，以及元代徽州地区朱子学的传衍问题助益甚大。 二是不拘泥于传统研究框架，而关注朱子学
在元代地方社会发展脉络的细节。本书紧扣徽州宗族组织的结构，关注少有人研究的“家学”议题，
从新的历史视野深度探究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彼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讨论他们三人如何将朱
熹的著作朝经典化方向发展；将朱熹的诠释观点拓展到经学、文学和史学的领域，通过形式与内容这
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剖析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三人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与朱熹观点之间的异同作了具
体且清晰的论述，从而呈现出朱子学不同侧面的精神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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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作者简介

史甄陶，祖籍江苏溧阳，台湾台北市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台湾清华大学
及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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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书籍目录

导论／1第一章南宋徽州地区的朱子学／1第一节朱熹与徽州士人的交往与论学／1第二节庆元党禁之后
的发展／25第二章胡一桂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36第一节家学与交游／36第二节对朱熹《易》学的
探讨／49第三节对朱熹《诗集传》的注释与评议／65第三章胡炳文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82第一节
明经书院与朱子学的传承／83第二节《中庸通》对饶鲁的批评与吸纳／99第三节《感兴诗通》与朱熹
《斋居感兴》的比较研究／111第四章陈栎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130第一节反思朱子学／130第二节
从《四书》的版本问题论陈栎对朱熹的认识／151第三节《增广历代通略》的史学观／165第五章结论
／178附录论《在兹篇》的“道”与“文”／187参考书目／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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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编辑推荐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由史甄陶所著，本书运用新资料
开拓出新的研究视角来研究朱子学，不仅详细耙梳了如《朱程问答》、《感兴诗通》、《在兹篇》、
《明经书院志》等少有人关注过的文献，还旁涉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朱熹佚文。这些新资料对于进一
步勾勒朱熹与徽州亲族之间的往来关系，以及元代徽州朱子学的传衍问题帮助甚大。

Page 5



《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精彩短评

1、各个个案探讨的重心大概可以归结为科举恢复前他们研习朱子学的动力来源（主要从家学和交游
来讲），以及这些人对朱熹观点的继承与反省（尤其是修正的方面及原因）。对相关文本本身有比较
深入的解读，这部分还是很值得学习的～但似乎略拘泥于论文的写法，翻来覆去总结一二三点⋯不够
“有趣”。譬如逐节强调诸人尊朱而不泥于朱，似乎还不如专门将其不同于朱熹的观点分类表列，再
做总和的分析？另外，讨论家学和交游的部分总觉得不够深入，看来并不算专擅之处。至少这些我能
读懂的部分，感觉在处理材料上较为单薄。后半本读得比较潦草。//目前来说略有失望。关心的点是
很有意思的，但比如“朱熹生前如何将他的学说输入徽州”，似乎只由他与程洵的书信往来做提炼，
感觉尚嫌简单。涉及到经学的层面确实仍旧读不大来⋯⋯
2、史姑娘还是不错的。视域很宽，就是有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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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经学和朱子学》

精彩书评

1、“本书主要关心的是元代前期朱子学在徽州地区如何被继承与发展。以当时三位徽州学者—胡一
桂（1247-1315）、胡炳文（1250-1333）和陈栎（1252-1334）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讨论的重点则是环绕
在‘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三方面。”（导论第1页）目标乍一看是清晰的。什么是家学？
作者说：“‘家学’指的是家中世代相传的学问。”（导论第3页）什么是经学？什么是朱子学？作
者没有解释，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家学、经学、朱子学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将它们
并列一处是十分可疑的。朱子学贯四部：经史子集，部部出色。胡一桂、胡炳文、陈栎三人主要在经
学上对朱子之说有些弘扬，偶尔涉及史学（陈栎《增广历代通略》）、集学（胡炳文《感兴诗通》）
。经学与朱子学是有交叉的，但不能并列；前面还有个家学，更显得混乱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谈家
学？作者说：“徽州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宗族为主，而这三位学者的成学条件都与其家族有关，所以
家学成为观察他们传衍朱子学的重要环节。”（导论第3页）胡一桂、胡炳文是父子，说有家学还凑
合。那陈栎有什么家学？他的父亲陈履长是位塾师，教几位弟子读四书罢了。作者花了很大力气寻找
陈家材料，最后说：“总之，从陈栎的受教经历中，可以看见家庭是他最主要的管道。虽然他的家庭
已有四代没人考上科举，却仍然重视儒家的学说。”（第133页）还在为陈栎有家学做辩护！陈家重视
儒学就算有家学？问题是当时读书人家都重视儒学，重视道学、佛学的很少！胡、陈二家都重视儒学
，而儒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经学与朱子学！作者肯定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他还是这样写
，为什么？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深入到各个文本中去，分析比较精密，但是整体上无法突破《四库全
书总目》对诸书的评价。也就是说，作者再怎么细致分析各个文本，都无法让读者相信这些文本是非
常重要的。他怎么办？那就结合社会史来写，这就是作者非要谈“家学”的原因。该书三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以下）的内容都是谈“社会”。作者详细爬梳了不少无人问津的文献，十分费力。不幸的
是，这些谈“社会”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作为“历史背景”出现的，与文本分析始终“隔”着。对于文
本分析来说，这些背景实在太多了，显得很累赘。总之，该书走的是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路子（尤
其以学术史为重），可无论从学术史、还是社会史来说，该书都不算重要的著作。如何将学术史与社
会史较好结合起来写，倒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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