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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中文摘要

張載四書學的氣論基礎

張載為北宋五子之一，其哲學在宋代儒學復興運動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

性。由於在張載思想中，氣論是其建立形上論述的基礎，而他對於儒學義理的闡

述又是奠基在他對「四書」的理解與新詮上。因此，張載氣論與四書學間之關聯，

理當是吾人研究張載儒學時所無可迴避的議題。然而，學界目前卻仍缺乏探討張

載四書學與氣論關聯的研究成果。如此一來，張載儒學中最為重要的兩部分，竟

似截而為二。這無疑形成張載思想詮釋上的斷裂。基於此，本計劃之主旨，在於

透過「創造性詮釋」(Creative Hermeneutics)研究方法，澄清張載四書學與氣論間的整

體關聯。

本計劃探討的內容有四：其一，針對當代張載氣論的不同詮釋系統，提出

創造性詮釋的觀點。其二，陳述張載四書學的完整架構。其三，澄清張載思想中

四書學與氣論之關聯。並且依此說明，張載思想中的四書學與氣論，並非互不關

涉的兩套思想，而是緊密相連且層次明確的一體學說。其四，說明張載如何在氣

論的基礎上，承繼並發展四書中的儒學義理。

關鍵字：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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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 of Qi Theme in Four Books Study by Zhang-Zai

Abstract

Zhang-zai is one of Bei Song Wu Zi, whose theory not only inherits from earlier
philosophy, but also nourishes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Zhang-zai’s way of thinking, Qi theme is a major part among his philosophy and his 
understanding toward Confucian study is based 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Four
Learning(四書學). Theref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zai’s Qi theme and the 

Great Four Learning is certainly an unavoidable issue for anyone who intends to
interpret Zhang-zai. However, contemporary studie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Zhang-zai’s Qitheme and the Great Four Learning remains a lack, which
might divide Zhang-zai’s main theory into two parts and cracks Zhang-zai’s 
philosoph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plain Zhang-zai’s Qi them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Great Four Learning under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s
method.

Four major topic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roject: first, to address Creative
Hermeneutics view points based on curren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ward
Zhang-zai’s Qi theme; second, to describe the frame of Zhang-zai’s interpretation on 
Great Four Learning; third, to stres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Four
Learning and Qi theme is inseparable in Zhang-zai’s philosophy; finally, to discuss 
how Zhang-zai inherits and develops Confucianism studies based on Qi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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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研究目的

儘管張載在北宋儒學中無庸置疑的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但是，過往對於

張載思想的研究，仍偏向於集中探索他在氣論上的創意以及對易學的新詮。然

而，不論是就張載的學思歷程(例如，范仲淹贈《中庸》)，或是就張載的著作(包含《易

說》、《經學理窟》，以及《正蒙》)而言，都明顯的呈現「四書」在張載儒學中的關鍵

地位。由此可見，「四書學」實是張載思想中十分關鍵的一部份。至於張載之氣

論，不僅是其思想中最具開創性與影響性的部分，更是當代宋明儒學研究者最常

討論的議題之一。關於這一點，可由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得知。自 1950 年代至

今，研究張載思想的華語著作約有百餘篇，其中探討張載氣論者已然超過四十

篇。然而令人訝異的是，截至目前，張載四書學與氣論間的關聯，卻仍然缺乏專

題性的探討與研究。如此一來，張載儒學中至為緊要的兩個部分(四書學與氣論)，

竟然截斷為二。這樣一種思想詮釋上的「斷裂」，究竟是出於張載本人即未曾反

省四書詮釋與氣論間之關聯呢？抑或者是張載實有所陳述，但當代學者尚未深入

研究呢？又如果張載對四書學與氣論間之關聯實有所陳述，那麼他是如何說明二

者間之關聯呢？如果張載未曾澄清二者之關聯，吾人是否能進一步為張載推證其

「當說」而「未說」的部分呢？這都是本計畫所嘗試探討並且逐步釐清的部分。

本計劃屬兩年期的研究計劃。在研究計劃的問題意識上，本計劃的研究走

向是延續前兩年度(95 年及 96 年)的研究計劃，進一步拓展而成。在 95 年的研究

計劃中(「張載禮學的氣論基礎」)，申請人主要關懷的研究焦點在於探討：張載是如

何透過氣論以重新闡述儒家的禮學。然而，在執行研究計劃時(部分研究成果已陸續

發表在〈孟子與張載人性論比較〉，〈張載「天人合一」說的氣論基礎〉兩篇期刊論文中)，申請

人發現一旦觸及張載對儒家禮學的探討，就必然關涉道德實踐者(人)是否具有內

在動力促使其自發的依禮而處世之問題。換言之，此亦即為禮之實踐以及禮之內

在根源的問題。由於張載承襲孔、孟儒學的傳統，主張「人」作為一個道德的主

動實踐者，並非僅僅是藉由「禮」以約束個體的行為活動，而是人依據內在的道

德心性自發的實踐禮。此亦即表示，張載是順承孔孟儒學的傳統，將禮之實踐與

禮之內在根源的問題是收攝在「心性之學」的脈絡中探討。因此，當吾人在探討

張載禮學之氣論基礎時，除非違背事實的宣稱張載的禮學與心性之學全無關聯，

否則基於對張載思想詮釋的完整性，勢必要進一步探討張載是如何透過氣論闡述

儒家的心性之學。因此，在 96 年的研究計畫中(「張載心性之學的氣論基礎」)，申

請人主要的研究內容在於探討張載是如何在氣論的基礎上，重新承繼並且開展儒

家的心性之學。但是，在執行研究計劃的過程中(部分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張載「大心」

說析論〉一文中)，申請人發現正由於張載有關心性論的重要主張，總是依附在他

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中(或更精準的說，是依附在他對四書的詮釋中)。所以，凡是涉

及對張載心性之學的探究，就無法迴避張載對於四書經典的詮釋方法、進路等問

題。依此，探究張載的四書學，並追問他對四書的詮釋是否能逐一反歸他的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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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便是吾人研究張載思想至為關鍵的一環。因為，若前述問題之答案是否

定者，則張載思想已然出現某種儒學與氣論間的斷裂。但若答案是肯定者，則吾

人理當有責任將張載四書學與氣論間的相互關聯一一澄清。正是基於此，本計畫

之研究目的，在於深入的探討張載氣論與四書學之關連，並指出此一關連在其「天

人合一」思想架構中的關鍵意義。

二、文獻探討

本計畫旨在澄清張載四書學與氣論之間的一體關係，並依此探討張載如何

在氣論的基礎上，承繼並發展儒家的四書之學。所以，主要依靠對原典與相關文

獻的分析與解讀。基於此，於1978年由北京中華書局重新點校的《張載集》是本

計畫之主要精讀文獻。此外，當代學者的重要研究成果亦為本計畫的參考資料來

源。例如，牟中三先生在《心體與性體》第一卷中，指出張載對於孟子思想的詮

釋。並依此判定張載乃是在體用圓融義理脈絡中，承繼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哲

學思想。在《中國哲學論集》中，唐君毅先生不僅指出張載氣論在於闡發天理之

流行，更說明張載「誠明」與「大心」之說，乃是在對《中庸》、《孟子》的重詮

上，論述「天道性命通貫為一」之理。在《張載思想研究》一書中，朱建民先生

雖未直接以張載四書學為題。但當其論述張載的「天道觀」與「心性論」時，屢

屢以張載對四書的詮釋作為引證的基礎。而在《張載評傳》一書中，龔杰先生提

出「張載之學乃是四書學」的主張。他並表示，從張載著作所引用的儒家經典而

言，張載對《四書》的引用在數量上遠比《周易》多。

此外，尚有許多重要的張載學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的關懷面向上，探討張

載的氣論或心性之學。例如，在〈莊子泛神論的自然觀對張橫渠氣論哲學的影響〉

一文中，張永儁先生即透過對中國古代氣論的重新反省回顧，探討張載氣論哲學

對莊子思想的沿襲與改變。杜保瑞先生在《北宋儒學》一書中的第二章〈張載體

系完整的儒學建構中〉，即針對張載的宇宙論、本體論、功夫論和境界論，提出

次第嚴謹的理論詮釋。凡此皆為本計畫的參考資料來源。然而，由前述文獻探討

亦可知，當代學者雖對張載四學與氣論的研究，都有相當程度的開展。但是，目

前的研究成果卻也遲遲未曾交代，張載是如何將對四書的詮釋，回溯於他的氣論

中，並且層層開展其「天人合一」之義理架構的具體面貌。這也正是本計畫所主

要探討的內容。

三、研究方法

本計劃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二：一是針對文獻、資料之收集與整理；二是

針對文獻內容之解讀與詮釋。現分述如下：

1.針對文獻、資料之收集與整理的部分，本計劃之研究方法又可分為以下

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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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理傳世文獻中，前人所輯錄的張載文獻資料，並歸納張載關於「氣論」

的陳述，以及對於「四書」的詮釋。關於這個部分主要是以《張子全書》、

《張載集》以及《宋元學案》等文獻資料為主，也針對宋明理學家(如，

二程、朱子等)的著作中論及張載思想的文獻資料，一併綜合整理。

(2) 蒐集、複印，並且閱讀與張載相關的期刊論文與書籍。一方面將張載哲

學的義理架構視為整體，整理當代學者針對張載哲學體系所提出的重要

論述。另一方面，則從期刊論文中，分析近五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張載

四書之學與氣論所提出的分析與詮釋。並從現有研究成果中，梳理出聯

結張載心性之學與氣論的可能進路。

2.針對文獻內容之解讀與詮釋而言，由於張載雖不乏將「四書」與「氣論」

並提的論述，但其後的研究者卻罕言二者間的關聯。因此，本研究計劃不僅必須

從現有文獻中掌握張載四書學與氣論的論述，並且在對張載思想作進一步詮釋

時，必須澄清張載四書學與氣論「應有」的關聯。換言之，本計劃在研究的進程

中，已然涉及了對張載思想「重新詮釋」的工作。基於此，本文擬採用「創造性

詮釋」(Creative Hermeneutics)，作為本計劃的研究方法1。所謂「創造性詮釋」，

亦即詮釋者依據己定的詮釋原則，不僅陳構思想家(原典)所實際表達的內容，並

且試圖進一步追問思想家所「應當」陳述的內容，以及從思想家理論自身回應思

想家所尚未解決的問題。然而，為了避免詮釋者依據己意解析文本內容，此研究

法亦要求詮釋者的詮釋前提或原則，不僅在解析文本時應當維持詮釋的一致性，

並且僅可能透過多個詮釋系統的對比反省，務求詮釋時的周延客觀。也因此，本

研究計劃雖以創造性詮釋為基礎，卻並非任意的發揮張載思想，而是企圖以張載

文獻與當代張載哲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及規限，使本計劃能獲得客觀周延的研究

成果。

基於上述研究方法的設計要求，本研究計劃的論述步驟，則可依次通過六

組問題引導展開。

第一組問題是：在《張子全書》中，張載對於「氣」概念曾提出哪些敘述？

這些敘述是否已經清楚地表達張載「氣論」所欲陳述的形上主張？換言之，在此

一步驟中，本計劃試圖由語義解析的方式，釐清張載「氣」概念的諸種涵義。並

藉此歸納張載氣論中具有爭議性的文句。

第二組問題是：如果張載氣論所欲陳述的形上主張尚存在著爭議性，那麼

張載可能會採取的形上立場又有哪些？換言之，在此一步驟中，本計劃企圖羅列

出張載氣論的各種可能的詮釋，並將當代重要的張載研究成果導入文本中，以玆

對照比較。

第三組問題是：企圖進一步追問，如果當代張載氣論存在著多種不同、甚

1 「創造性的詮釋學研究法」首先由傅偉勳先生所提出。此研究法不僅重視古典文獻的內容解析，
在其「必謂（創謂）」層次，還主張發源作者之所未發的旨意，作為重建思想家理論的基礎。
本計劃之研究方法受其啟發甚多。唯計畫主持人在實際研究步驟的論述上，略有更張，故文責
亦應由本人自負。可參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1990 年，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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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互斥的詮釋系統，那麼造成當代張載氣論詮釋分歧的理由為何？吾人是否必須

在這諸多詮釋系統中擇一作為研究的基礎？又或者是吾人能通過不同詮釋系統

的比較參照，而建立一組更周延的詮釋原則，並藉此儘可能涵蓋各種詮釋系統的

優點？換言之，在此一步驟中，本計劃透過反省當代張載氣論的不同詮釋系統，

一方面條列出各種詮釋系統的優缺點；另一方面則試圖建立一組更周延的詮釋原

則，作為創造性詮釋的研究基礎。至此，吾人已針對詮釋分歧的張載氣論，建立

起「應當」如何理解的原則與方法。接著需要分析的是張載四書學的詮釋進路。

由於這一部份的詮釋不僅涉及張載對於四書義理的整體理解，也關涉張載對於

《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四書個別思想內容的解讀與詮釋，故由以

下題組展開。

第四組問題是：在《張子全書》中，張載如何闡述其「四書學」？亦即，

張載對於四書的儒學義理，做了哪些承襲與開創？而針對《論語》、《孟子》、《大

學》和《中庸》四書中所各自蘊含的問題意識、哲學概念，以及論述脈絡，張載

分別提出哪些關鍵的回應與論述？又針對原本各有其完整論述架構的四書，張載

是如何消融其個別論述的差異，陳述其共通的儒學義理？這些陳述是否已經完整

的呈現張載的四書學？如果不然，那麼當代張載四書學的研究成果，又已經提供

哪些重要的發現與說明？換言之，在此一步驟中，本計劃透過「整理當代張載研

究成果」與「文獻歸納分析」的方式，試圖呈現張載的四書學。然而，有鑒於當

代張載四書學研究，多半仍偏重於單獨取《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

四書之一與張載思想作一比較研究，而較少將「張載四書學」視為一個整體的研

究議題，以完整的探討張載對於四書的詮釋進路。又或者是集中探討、辨析張載

思想的學問傾向是屬於「易學」或「四書學」，卻較少論及四書學與其氣學在張

載哲學整體架構中是如何交涉關聯及融合一致的問題。基於此，本申請計畫認

為，一方面為了顯明以「張載四書學」作為研究主題，在研究進路上，實有別於

僅僅將四書個別地與張載思想並提比較。另一方面，則為避免在詮釋張載儒學

時，卻形成「四書學」與「氣論」的割裂。因此，實有必要進一步提出第五組問

題。

第五組問題是：如果將思想本身視為一個整體，並主張任一思想自身內的

形上思維、倫理規準，以及政治論述間，應當是前後一致，而非彼此孤立的存在。

那麼，在《張子全書》中，張載是如何整合與詮釋《論語》、《孟子》、《大學》和

《中庸》四書中的天道觀、工夫論，以及政治思想？此一詮釋進路是否能由其以

氣論為基礎的思想架構所完整統攝？抑或者會在張載思想內部形成氣論與四書

學的衝突、對立，甚至是割裂？換言之，如果氣論是張載形上思想的最關鍵論述，

而形上思想又是其工夫論與政治主張的根源與基礎；那麼，張載是否已經嘗試透

過氣論而承繼四書的義理架構？亦即在此一步驟中，本計劃試圖條列分析張載文

獻中，曾提及「四書」或「詮釋四書文獻」的文句，逼顯出張載四書學與氣論間

的潛在關聯。

第六組問題是：如果「心性天通而為一」是四書共通的義理架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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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無二」又是張載氣論所欲證成的核心思想。那麼，張載是如何詮釋四書中「天

道性命相通貫」的義理思想？這些探討天道性命相通貫的論述中所使用的概念，

是否也出現於張載的氣論論述中？又設若在張載「天人合一」的思想架構中，本

不應出現兩套可以相互獨立的形上論述。那麼，在張載的形上論述中，又是如何

統合這些共同出現於四書學與氣論中的概念？吾人是否能通過此一關聯，說明張

載四書學的氣論基礎？換言之，基於對張載氣論的創造性詮釋，吾人所追問的

是：張載的四書學與氣論之關聯究竟「應該」作何理解？此即為本研究計劃的重

心，透過重建張載思想，說明張載如何以氣論為基礎建立其四書學之論述。

通過上述六組問題的層層分析，本計劃以兩年的期限，在研究方法的輔助

與規範下，逐步地完成預計的研究目標。

四、結果與討論

1.研究成果

本計畫自 2008 年 8 月開始執行至今，除依據前述研究方法已經整理相關文

獻資料外，更已將部份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刊物。

(01)在〈張載心性之學的氣論基礎〉(《嘉義大學中文學報》第 1期，2009 年)中，

探討張載是如何在氣論的基礎上，重新探討孟子「盡心知性何以知天?」

的議題。

(02)在〈張載「致學成聖」說析論〉(《揭諦》19 期，2010 年 7 月)中，則是逐

步析論張載對《四書》之聖人典型的重新詮釋，並說明他如何在氣論

基礎上建立起貫通天人以「致學成聖」的工夫進路。

(03)計畫執行人在《臺大哲學論評》第 39 期(2010 年 3 月)所發表之〈程明

道與王浚川人性論比較〉一文，雖並非直接以張載思想為題，卻是以

張載氣論為架接核心的研究成果。此文之問題意識是在執行計畫期中

所衍生，主要在於探討：當張載以氣論詮釋《四書》中的心性工夫時，

其同時代與其後世的思想家又是如何批判或回應張載的論點。明儒王

廷相所著〈橫渠理氣辨〉乙文正是銜接此一主題的重要文獻。故計畫

執行人亦於執行計畫期間撰文處理此議題。

2.研究討論

如果說氣論與四書詮釋在張載思想中並非斷裂為二的兩個部份。那麼，探

究此二者在張載思想中是如何一貫的論述，則是研究張載學責無旁貸的任務。依

此，在第一年的研究計畫進程中，主要在於澄清張載氣論論述及其四書學之詮釋

進路。又基於研究計畫之執行，務求深入與細緻。故在第一年度的研究計畫進程

中，對於「張載四書學之詮釋進路」的探討，主要集中於探討張載對《論語》、《孟

子》義理思想的詮釋進路。由此分別從六個方面展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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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歸納、分析現存張載文獻資料中的氣論論述，由此釐清張載氣論之

論述脈絡。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有二：一者，在於從散列於張載各著作

中的氣論論述中，有條理的梳理出張載氣論的整體論述脈絡，並依此顯

明張載氣論中所蘊藏的問題意識。二者，通過有系統的解析張載文獻資

料中涉及「氣」的論述，突顯出張載氣論中具有爭議性的文句。

(2) 針對張載氣論中具有爭議的文句，羅列出張載氣論的各種可能的詮釋。

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在於深入探究張載氣論中是否存在可能的爭議，並

由此檢視這些具有爭議的文句是否形成張載思想內部的衝突。依此，這

個部份的研究工作將從兩方面展開：一者，將張載文獻中的氣論論述與

具有爭議的文句交互比對，以此釐清張載氣論中的主要爭議點為何。二

者，藉由張載氣論之爭議點的突顯，盡可能的列舉出張載氣論的各種可

能詮釋。

(3) 藉由當代張載研究的重要成果，探討張載氣論的可能詮釋進路。此一研

究環節的目標，一方面在於通過當代張載氣論研究的不同詮釋進路，條

理化的陳列張載氣論所可能隱含的爭議。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不同詮釋

系統的比較與反省，進一步嘗試建立一組更周延的詮釋原則，由此作為

探索消融張載氣論爭議的研究基礎。至此，本計畫之執行乃依據前述「研

究方法與步驟」之規範，建立起對張載氣論「應有」的詮釋進路。

(4) 透過文獻整理、歸納及分析，探討張載對於《論語》義理的詮釋進路。

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有二：一者，在於將散列在張載文獻中闡述《論語》

義理的文句，依照其所探討的哲學問題，梳理出張載對《論語》義理的

論述脈絡。二者，探討張載對於《論語》中的哲學議題、修養工夫和政

治理想，分別做了哪些承繼與不一樣的理解。

(5) 延續前一研究進程的研究成果與方法，通過文獻的整理、歸納及分析，

探討張載對於《孟子》義理的詮釋進路。此一研究環節的兩項研究目標，

亦在於整理出張載對《孟子》義理的論述脈絡，以及探討張載對《孟子》

思想的詮釋進路。

(6) 通過歷代《正蒙》注解以及當代張載學的研究成果，羅列出張載對《論

語》、《孟子》義理的各種可能的詮釋進路。如果說在前述(4)、(5)兩項

研究進程中，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從張載自身著作中探究其對《論語》、

《孟子》二書義理的理解與詮釋。那麼，在本項研究進程中，則是著重

於將歷代《正蒙》注解以及當代張載學的研究成果帶入本計畫之研究中，

作為檢證與反思(4)、(5)兩項研究進程之用。依此，一方面能使本計畫

之執行能受到前人研究成果的規範，而不會流於天馬行空式的主觀臆

想。另一方面，也能使本計畫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更為謹慎而詳實的

進一步發展。

承繼第一年度的計畫執行成果。在第二年的研究計畫進程中，主要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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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三：一者，在於延續上一年度的研究進程，緊接著探討張載對《大學》、《中

庸》義理思想的詮釋進路。二者，在分別探究張載對於《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四書義理之承繼與開展後，將進一步追問張載是如何融鑄「四書」個別

的問題意識、形上論述、心性工夫，以及政治思想，並由此發展出一套足以承先

啟後、一以貫之的儒學架構。三者，將探討張載是如何以氣論為基礎，承繼且開

展四書的儒學思想。依此又可分別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本年度的研究計畫。

(1)接續前一年於研究進程中所獲得的成果，並通過文獻的整理、歸納及分

析，探討張載對於《大學》義理的詮釋進路。此一研究環節的研究目標

有二：其一，在於將散列在張載文獻中闡述《大學》義理的文句，依照

其所探討的哲學問題，梳理出張載對《大學》義理的論述脈絡。其二，

在於探究張載對於《大學》及《中庸》之形上思想、心性修養與政治理

想，分別做了哪些承繼與開展。

(2)接續前一研究進程中所獲得的成果，並經由對張載文獻的整理、歸納及

分析，探討張載對於《中庸》義理的詮釋進路。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

一方面在於將散列在張載文獻中闡述《中庸》義理的文句，依照其所探

討的哲學問題，梳理出張載對《中庸》義理的論述脈絡。其二，在於探

究張載對於《中庸》之哲學議題，形上思想、心性工夫與政治理想，分

別做了哪些承繼與詮釋。

(3)通過歷代《正蒙》注解以及當代張載學的研究成果，羅列出張載對《大

學》及《中庸》義理的各種可能的詮釋進路。此一研究環節乃是延續前

一年度第(6)項研究進程中的研究方式，嘗試通過前人的研究成果，作

為檢證與反思(1)、(2)兩項研究進程之用。依此，一方面能使本研究計

畫之執行，獲得前人研究成果的檢證與規範；另一方面，也能在前人的

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審慎而深入的延續研究。至此(含前一年度之(4)、(5)

與(6)的研究進程)，研究計畫之進程乃依據前述「研究方法與步驟」之規

範，分別探究張載對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義理之

詮釋進路。

(4)探討張載是如何統整《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四書中的天

道觀、工夫論，以及政治論述。如果說，前述對於張載四書學的研究，

仍著力於分別探究《論》、《孟》、《學》、《庸》四書與張載思想的關聯。

那麼，在此一研究進程中，則是將「張載四書學」視為一個研究整體，

集中探問：張載是如何統整《論》、《孟》、《學》、《庸》四書中的天道觀、

工夫論，以及政治論述。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在於探討張載用以整合

與詮釋「四書」義理的理論基礎與架構。由於若是在未經反省的情況下，

就逕自將「四書」視為一個前後一致的思想整體，並直接探討張載對於

四書的承繼與開展。那麼，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是並不適宜的行為：一者，

儘管在儒學理論上，四書有其共通的義理脈絡。但是，不容否認的是，

《論》、《孟》、《學》、《庸》四書各自有其探討的哲學議題，形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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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工夫，以及政治論述，而可以說是均有其完整理論思想的哲學作

品。略過此一事實，不僅是對四書在思想史上之發展的輕忽，也無法完

整掌握四書各自的義理思想。二者，既然四書本就是擁有各自獨立理論

架構的哲學作品。那麼，忽略張載是如何整合四書的義理架構，則無疑

的是忽略張載思想的發展歷程與其對四書的貢獻。基於此，在這一研究

進程中，本計畫之執行主要在於探討張載對於四書義理的統整與貫通。

(5)延續前一研究進程中所獲得的成果，並經由對張載文獻中有關四書及氣

論論述的交互分析、比對，探討張載氣論與其四書學之關聯。此一研究

環節的目標有二：一者，在於探討張載思想與四書義理間是否存在著理

論思想上的差異或衝突？以及張載是如何轉化這些差異，而建立起架接

四書義理的詮釋基礎？若將前一研究進程中的主題，視為探討張載是如

何處理四書各自義理間的差異與融通。那麼，在本研究進程中，則是將

研究的焦點放在追問：張載自身思想與四書義理間是否存在著可能的差

異與融通上？二者，在於透過文獻分析、比對的方式，由張載文獻中的

氣論論述與其「詮釋四書」的文句，探討張載是否已經嘗試透過氣論而

承繼四書的義理架構。至此，研究計畫之進程(4)與(5)，乃依據前述「研

究方法與步驟」之規範，逼顯出張載四書學與氣論間的潛在關聯。

(6)探究張載是如何在氣論的基礎上，將四書的義理收攝於「天人合一」的

思想架構中。此一研究環節的目標有三：一者，探究張載是如何援引其

氣論架構而詮釋四書之形上思想？在此，一方面必須承接前述的研究成

果(含前一年度之研究進程(4)-(6)，以及本年度(1)-(3)之研究進程)，留心四書本

是具有各自之形上論述脈絡的前提下，探討張載是如何援引其氣論以詮

釋四書各自的形上論述？另一方面，亦必須在本年度之研究進程(4)和

(5)的成果上，將四書視為可相互貫通的思想整體，而更進一步追問：

張載是如何以氣論為基礎詮釋四書的形上論述？二者，探究張載是如何

在氣論的基礎上，闡發四書「天道性命相通貫」之旨？在此，必須承接

申請人於 96 年度的研究計畫(「張載心性之學的氣論基礎」)成果，一方面從

人性論上，探討張載是如何以氣論為基礎，進一步論述四書之「心性天

通而為一」的義理架構。另一方面，則是從修養論上，探討張載是如何

以氣論為基礎，詮釋四書之心性工夫。三者，探究張載以氣論為基礎的

「天人合一」思想架構，是否能承繼四書「天道性命相通貫」的義理脈

絡？並且在此一研究成果上，更進一步追問：張載氣論對四書義理又還

可有哪些重要的開展呢？至此，研究計畫之進程乃依據前述「研究方法

與步驟」之規範，不僅透過重建張載思想，說明張載如何以氣論為基礎

建立其四書學之論述。並且基於對張載氣論的創造性詮釋，進一步探討

了張載氣論對四書義理所可能蘊含的重要開展。

依據前述的研究步驟，計畫執行人以張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正蒙》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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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統計張載直接或間接引用《論語》、《孟子》、《大學》以及《中庸》四書的文

句，並探討張載是如何以氣論統貫《四書》各自的義理脈絡。《正蒙》引用《四

書》文句次數表列如下：

「《正蒙》引用《四書》文句次數」表
每章各段引用次數

篇章 各篇次數 總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01 1
02 1
03 1
04 1
05 1 2

太和

06

9

1 1
參兩 01 1 1

01 1 1
02 1
03 1

天道

04

5

1
01 1 1
02 1
03 1 1
04 1 1
05 2 3
06 1
07 1
08 1 1
09 1

神化

10

18

1
01 2
02 1
03 1

動物

04

5

1
01 1 2
02 1
03 1 1
04 1
05 1 1
06 2 1
07 2 2 1
08 1
09 1 2 1
10 1
11 1 1

誠明

12

26

1
01 2 1大心
02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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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各段引用次數
篇章 各篇次數 總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03 1 1
01 2 2 1
02 4 1
03 1 3 1
04 1
05 2
06 2
07 1 2 3
08 1 1
09 2
10 1 2
11 6 2 1
12 1 2
13 2
14 1 1
15 3 1
16 5 2
17 2
18 2
19 3 1
20 2
21 1 2
22 1
23 1
24 1
25 1 1
26 1
27 1
28 2 1
29 1 1
30 1 1
31 1
32 1 1
33 1
34 1 2
35 1
36 2
37 2
38 1
39 2
40 1
41 2
42 1
43 1
44 1

至當

45

11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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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各段引用次數
篇章 各篇次數 總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46 1 1
01 1
02 1
03 4 1
04 4
05 1 2
06 3 1
07 2 1
08 1

作者

09

24

1 1
01 3 3
02 3 1
03 2 1
04 2 1
05 3
06 5 1
07 1 1
08 2
09 4
10 5
11 1
12 4 1
13 4
14 3
15 3 1
16 3
17 6 1
18 2
19 2

三十

20

70

1
01 3
02 2 1 1
03 1
04 1
05 4
06 3
07 3
08 4 1
09 2 1
10 3 1
11 3 2
12 2 2
13 5 1
14 1

有德

15

50

3
01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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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各段引用次數
篇章 各篇次數 總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01 2 2
02 3有司
03

8
1

01 1 1大易
02

5
1 2

01 1
02 1 1
03 1
04 1 1

樂器

05

8

2
01 2
02 1
03 1

王禘

04

5

1
01 1
02 5 1
03 1
04 2
05 1
06 1
07 1 1
08 1

乾稱

09

16

1

合計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總計 189 109 66 5

在兩年計畫執行期間，本計畫在前述研究方法與步驟的規範下，逐步完成研究計

畫，並且陸續在具嚴格審查制度的學術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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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23 日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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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是以當代張載學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深入探究張載是如何以氣論
闡發儒家四書經典。以下分為三方面說明研究成果：
1. 就研究成果之意義而言：本文一方面釐清張載用以解讀《四書》的詮釋原

則與其氣論思想間的關聯；另一方面，則是延續前五年的研究成果，嘗試
探討張載氣論與其思想各部分間的關聯，依此重構張載思想的完整體系。

2. 就研究成果之價值而言：
(01) 本計畫指出張載在《正蒙》中對於《四書》援引的次數更多於《易

經》。雖然吾人並不能依此斷言張載思想是當歸屬於四書學或易
學，應可確定《四書》對張載思想的影響當不亞於《易經》。

(02) 本計畫指出張載對《四書》的詮釋既非採取逐字翻譯，也非將《四
書》各自解讀，而是嘗試以氣論為統一的詮釋架構重新解讀《四書》
文獻，並且依此闡明《四書》具有貫通為一的儒學義理。

(03) 延續前數年的研究計畫，本次計畫不僅指出張載對《四書》經典的
詮釋原則，更能澄清張載亦依據同樣的詮釋原則解讀《易經》與《周
禮》。依此，能以氣論為思想架構，將張載易學、禮學與四書學相
互銜接，避免割裂性的研究。

3. 就研究成果之進一步發展而言：
(01) 比較北宋五子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
(02) 比較明清氣學學者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
(03) 探討明清《正蒙》學對張載四書學的承繼與轉化。



18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張載集》，宋、張載，台北︰漢京，1983 年。

《正蒙會稿》，明、劉璣撰；嚴一萍選輯，台北：藝文，1967 年。

《正蒙釋》，明、高攀龍集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台

南：莊嚴，1995 年。

《張子正蒙注》，明、王夫之注，台北︰世界，1980 年。

《正蒙(註)》，清、李光地注，(收入清、李光地輯，《榕村全集》，冊十七，頁

9967—10258)，台北︰文友，1972 年。

《正蒙集說》，清、楊方達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上海：

古籍，1995 年。

《二程集》，宋．程顥、程頤撰，台北：漢京，1983 年。

《近思錄》，宋、朱熹，台北︰台灣商務，1976 年。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台北：文津，1986 年。

《宋史》，元、脫脫等，台北：臺灣商務，1962 年。

《宋元學案》，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台北：華世，1987 年。

(二)當代專書
01.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02. 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
03.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年。
04. 朱建民，《張載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0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 年。
0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台北：正中書局，1990 年。
07.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
08. 杜保瑞，《北宋儒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
09. 姜國柱，《張載的哲學思想》，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0. 姜國柱，《張載關學》，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1. 胡元玲，《張載易學與道學：以《橫渠易說》及《正蒙》為主之探討》，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2004 年。
1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年。
1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4.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
15. 唐君毅，《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6. 孫振青，《宋明道學》，台北：千華出版社，1986 年。
17.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18. 張永儁，《二程學管見》，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19. 張岱年，《張載：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9

20. 陳 來，《宋明理學》，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年。
21. 陳俊民，《張載哲學與關學學派》，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
22. 陳德和，《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23. 陳政揚，《張載思想的哲學詮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
2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台北：三民書局，1984 年。
25. 曾春海，《儒家哲學論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26. 程宜山，《張載哲學的系統分析》，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 年。
27. 黃秀磯，《張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28.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 年。
29. 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
30. Kasoff, Ira Ethan, 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1020-1077). Cam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三)期刊論文

01. 丁為祥，〈張載人性論溯源〉，《鵝湖月刊》311 期，2001 年 5 月。

02. 李 增，〈張載氣之研究〉，《哲學論集》第 16 期，1983 年。

03. 杜保瑞，〈張載哲學體系的基本哲學問題詮釋進路〉，《哲學論集》第 37 期，

2004 年。

04. 林素英，〈張載之變化氣質論〉，《花蓮師院學報》第 7期，1997 年。

05. 張 亨，〈張載「大虛即氣」疏釋〉，《臺大中文學報》第 3期，1989 年。

06. 張永儁，〈莊子泛神論的自然觀對張橫渠氣論哲學的影響〉，《哲學與文化》

第 387 期，2006 年。

07. 陳立驤，〈張載天道論性格之衡定〉，《鵝湖月刊》第 311 期，，2001 年。

08. 陳俊民，〈學政不二，禮教為本——從張載關學獨特的致思路向看關學研究

的新面向〉，《陝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第 3期，2002 年。

09. 陳政揚，〈程明道與王浚川人性論比較〉，《臺大哲學論評》第 39 期，2010

年。

10. 陳政揚，〈張載「致學成聖」說析論〉，《揭諦》第 19期，2010年。

11. 陳政揚，〈張載心性之學的氣論基礎〉，《嘉義大學中文學報》第 1 期，2009

年。

12. 陳政揚，〈張載「大心」說析論〉，《東吳哲學學報》第 17期，2008年。

13. 陳政揚，〈張載「太虛即氣」說辨析〉，《東吳哲學哲報》第 14 期，2006 年。

14. 陳政揚，〈生命教育的儒學關懷：以張載生死觀為中心〉，《揭諦》第 10 期，

2006 年。

15. 陳政揚，〈張載「天人合一」說的氣論基礎〉，《鵝湖之會：第一屆宋代學術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16. 陳政揚，〈孟子與張載人性論比較〉，「南華大學哲學系第七屆比較哲學學術

會議」，2006 年。

17. 陳政揚，〈張載哲學中的「理」與「禮」〉，《高雄師大學報》第 18 期，2005



20

年。

18. 陳政揚，〈論莊子與張載的「氣」概念〉，《東吳哲學哲報》第 12 期，2005

年。

19. 陳振崑，〈從整體性的觀點與「一體兩用」的思惟理路，重建張橫渠的天人

合一論〉，《華梵人文學報》第 6期，2006 年。

20. 蔡家和，〈張載「太虛即氣」義理之再探--以《正蒙》為例〉，《當代儒學研

究》第 4期，2008 年。

21. 吳懷晨，〈衡定張載思想之「氣」概念--兼論張橫渠之「氣」與亞里斯多德

之「物質因」的比較 吳懷晨〉，《哲學與文化》第 428 期，2010 年。

22. 郭曉東，〈從「性」「氣」關係看張載、二程工夫論之異同〉，《臺灣東亞文明

研究學刊》第 6卷，2009 年。

23. 劉又銘，〈明清儒家自然氣本論的哲學典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22 期，2009 年。

24. 楊儒賓，〈檢證氣學--理學史脈絡下的觀點〉，《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

2007 年。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7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政揚 計畫編號：97-2410-H-343-017-MY2 

計畫名稱：張載四書學的氣論基礎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3 85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2 8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本計畫是以當代張載學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深入探究張載是如何以氣論 

闡發儒家四書經典。以下分為三方面說明研究成果： 

1. 就研究成果之意義而言：本文一方面釐清張載用以解讀《四書》的詮釋原 

則與其氣論思想間的關聯；另一方面，則是延續前五年的研究成果，嘗試 

探討張載氣論與其思想各部分間的關聯，依此重構張載思想的完整體系。 

2. 就研究成果之價值而言： 

(01) 本計畫指出張載在《正蒙》中對於《四書》援引的次數更多於《易 

經》。雖然吾人並不能依此斷言張載思想是當歸屬於四書學或易 

學，應可確定《四書》對張載思想的影響當不亞於《易經》。 

(02) 本計畫指出張載對《四書》的詮釋既非採取逐字翻譯，也非將《四 

書》各自解讀，而是嘗試以氣論為統一的詮釋架構重新解讀《四書》 

文獻，並且依此闡明《四書》具有貫通為一的儒學義理。 

(03) 延續前數年的研究計畫，本次計畫不僅指出張載對《四書》經典的 

詮釋原則，更能澄清張載亦依據同樣的詮釋原則解讀《易經》與《周 

禮》。依此，能以氣論為思想架構，將張載易學、禮學與四書學相 

互銜接，避免割裂性的研究。 

3. 就研究成果之進一步發展而言： 

(01) 比較北宋五子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 

(02) 比較明清氣學學者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 

(03) 探討明清《正蒙》學對張載四書學的承繼與轉化。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研究成果：1. 就研究成果之意義而言：釐清張載用以解讀《四書》的詮釋原則與其氣論

思想間的關聯；另一方面，則是延續前五年的研究成果，嘗試探討張載氣論與其思想各部

分間的關聯，依此重構張載思想的完整體系。2. 就研究成果之價值而言：(01) 本計畫指

出張載在《正蒙》中對於《四書》援引的次數更多於《易經》。雖然吾人並不能依此斷言

張載思想當歸屬於四書學或易學，應可確定《四書》對張載思想的影響當不亞於《易經》。

(02) 本計畫指出張載對《四書》的詮釋既非採取逐字翻譯，也非將《四書》各自解讀，

而是嘗試以氣論為統一的詮釋架構重新解讀《四書》，並且依此闡明《四書》具有貫通為

一的儒學義理。(03) 本次計畫不僅指出張載對《四書》的詮釋原則，更能澄清張載亦依

據同樣的詮釋原則解讀《易經》與《周禮》。依此能以氣論為思想架構，將張載易學、禮

學與四書學相互銜接，避免割裂性的研究。3. 就研究成果之進一步發展而言：(01) 比較

北宋五子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02) 比較明清氣學學者對於《四書》的詮釋原則。

(03) 探討明清《正蒙》學對張載四書學的承繼與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