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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性理学研究1)

1. 序言

 

本报告书调查了 2014年一年期间，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有关中国性理学研究

的现状。中国性理学分为北宋时代的性理学和南宋时代的性理学。性理学，尤其是朱

子学在整个朝鲜时代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关于中国性理学的研究对研究韩国思想史

至关重要。所以，这样的调查工作是非常有意义且必要的。

调查的对象是由教育部资助的韩国教育学术情报院提供的学术研究情报服务（RIS

S）中出现的刊登在韩国主要学术刊物上的有关宋代儒学的论文。其研究方法，第一

，按照人物进行分类，调查整理了关于以北宋时代性理学家邵雍（1011-1077）为始

，经过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颐（1020-1077），程颢（10

32-1085）、谢良佐（1050-1103）、胡宏（1105-1161），一直到南宋时代性理学家

朱熹（1130-1200）、真德秀（1178-1235）八名儒学者的论文；第二，按照主题分

类，整理为经学、礼学、政治社会、理气，心性论等；第三，选择其中几篇值得关注

的论文进行分析、批评；第四，评价既往的研究成果以并展望未来。

2. 按人物分类

 
按人物分类，主要按照时代的顺序，调查了关于邵雍（1011-1077），周敦颐（10

17-1073）、张载（1020-1077）、程颐（1020-1077），程颢（1032-1085）、谢良

佐（1050-1103）、胡宏（1105-1161），朱熹（1130-1200）、真德秀（1178-1235

）的论文。

1) ，崔英辰对《评价与展望》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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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Jong

Wook

关于被看做气一元论与唯物论的张横

渠思想的论议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73 No

韩国东西哲

学会

2
Boo, Ji

Hoon

张载的“大心”功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与

格物致知相关联

《东洋哲学

研 究 》 ，

Vol.130 No

东洋哲学研

究会

3
Jang, Yun

Soo

有关气学与心学的横断性沟通构造的

研究-以张横渠和王阳明的理论为中心

《 哲 学 研

究》Vol.130

No

大韩哲学会

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名

发行机关

名

1 Kim, Song Ja 濂溪周敦颐的圣人观研究

成均馆大学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

学

2
Jeon, Yong

Joo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究

成均馆大学

博士论文

成均馆大

学

3
Joo, Kwang

Ho

从神话思维看北宋性理学中的“生

成”的意义-以《太极图说》和《元

会运世》为中心

哲 学 研 究 》

Vol.50 No

高丽大学

哲学研究

所

关于邵雍的论文是 Cho, Do Hyun的《<邵康节实记>的说话性特征与流通的实际

状况》（《人文学研究》，Vol.94 No. 忠南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但由于本论文

是关于文学的论文，所以应排除在调查之外。

关于周敦颐的论文，主要有关于其圣人观及太极图说等的 3篇。

 

关于周敦颐的论文主要有学位论文 2篇(Kim, Song Ja,《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

究》，成均馆大学 硕士论文；Jeon, Yong Joo，《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究》，成均

馆大学 博士论文）以及 Joo, Kwang Ho的《从神话思维看北宋性理学中的“生成”

的意义-以<太极图说>和<元会运世>为中心》等。

关于张载的论文也有 3篇，主要是关于“气”的，也有关于功夫论的。

关于张载的论文有 Kim, Jong Wook的《关于被看做气一元论与唯物论的张横渠

思想的论议》（《东西哲学研究》，Vol.73 No，韩国东西哲学会）、Boo, Ji

Hoon的《张载的“大心”功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与格物致知相关联》（《东洋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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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Hong

Soo

《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

南程氏杂言》的作者不明语录鉴别

《东亚人文

学》，Vol.2

0 No

东亚人文学

会

2
An, Jea

Ho
程颢“和乐”的修养论官规

《中国学报

》，Vol.69

No

韩国中国学

会

3

Jeong,

Sang

Bong

关于程明道的天理和与人性的理解

《韩国哲学

论集》Vol.4

0 No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Lee, Hyun

Sun
谢良佐的心性论研究

《 哲 学 思

想 》 ，

Vol.52 No

首 尔 大
学哲学思想
研究所

究》，Vol.130 No，东洋哲学研究会）以及 Jang,Yun Soo的《有关气学与心学的横

断性沟通构造的研究-以张横渠和王阳明的理论为中心》（《哲学研究》Vol.130 N

o，大韩哲学会）等。

关于程颢的论文也有 3篇，是关于修养论、心性论以及文献的研究。

关于程颢的论文有 Kim, Hong Soo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

程氏杂言>的作者不明语录鉴》（《东亚人文学》，Vol.20 No，东亚人文学会）、

An, Jea Ho的《程颢“和乐”的修养论官规》（《中国学报》，Vol.69 No，韩国中

国学会）、Jeong, Sang Bong的《关于程明道的天理和与人性的理解》（韩国哲学

论集》Vol.40 No，韩国哲学史研究会）等。

关于谢良佐的论文有 1篇，是关于心性论的。

 

关于谢良佐的论文是 Lee, Hyun Sun的《谢良佐的心性论研究》（《哲学思

想》，Vol.52 No，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

关于胡宏的论文有 2篇，即 Sung, Kwang Dong关于修养与心性的 2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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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Sung, Kwang

Dong
胡宏的“仁”概念研究

《 东 西 洋 哲 学 研

究》，Vol.20 No

韩国东西哲

学会

2
Sung, Kwang

Dong
关于胡宏的本性概念的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

Vol.42 No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Kwang

Min
朱熹的未发涵养教育过程的含义

《道德教

育研究》 ,

Vol.26 No

韩国道德教

育学会

2 Kim, Kyung

Soo

性理学的时代与朱熹的幻想- 探索儒

学现代化的初端

《退溪学与

儒教文化》,

Vol.54 No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3
Kim, Do Il

朱子关于《大学》解释中的实践问题-

止于至善为何成为独立的纲领

《 退 溪 学

报 》 ,

Vol.136 No

退溪学研究

院

4 Kim, Sang

Jun

朱熹理气论、宇宙论的现代性

《韩国学论

集 》 ,

Vol.55 No

启明大学韩

国学研究院

5 Min, Byong

Hee

《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

化

《历史学研

究 》 ,

Vol.53 No

湖南史学会

（故 全南史

学会）

6
Park, Soon

Chul

朱熹与王夫之的《诗经》吟诗论的比

较研究

《中国人文

科 学 》 ,

Vol.158 No

中国人文学

会

7 Park, Young

Jin

朱熹的社会观与三教合流初审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 72 No

韩国东西哲

学研究会

关于胡宏的论文有 Sung,Kwang Dong的《胡宏的“仁”概念研究》（《东西洋哲

学研究》，Vol.20 No，韩国东西哲学会）及《关于胡宏的本性概念的考察》

（《韩国哲学论集》，Vol.42 No，韩国哲学史研究会）等。

关于朱熹的论文最多，共 36篇。其主题也非常丰富，包括经学、礼学、理气，心

性论、伦理、修养论、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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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ang, Kyung

Hoon

朱熹的“性”概念研究

《圆佛教思

想与宗教文

化 》 ,

Vol.61 No

圆光大学圆

佛教思想研

究

9 Seo, Gang

Hwie

朱熹与王阳明的工夫本领论
《阳明学》,

Vol.37 No

韩国阳明学

会

10 Seong, Hyun

Chang

朱熹哲学中“公共”的意义

《 哲 学 论

丛》 Vol.75

No

新韩哲学会

11 Son, Jung

Min

宋代《孟子》论辩研究
成 均 馆 大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

12 Sin, Sang

Hoo

朱熹的未发知觉论
梨 花 女 大

硕士论文
梨花女大

13

Sim, Hye

Kyung,

Yoon, Mi Ra

朱熹的养生呼吸法

『《韩国体

育哲学学会

刊 物 》 ,

Vol.22 No.2

韩国体育哲

学会

14 Yang, Soon

Ja

《易学启蒙要解》的图书易学意义

《 东 洋 哲

学 》 ,

Vol.40 No

韩国东洋哲

学会

15 Wang, So

Ran

朱熹与陈良的义理—王霸论辩的教育

学解释

成 均 馆 大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

16 Lee, Dong

Wook

朱熹与陆九渊的论辩中的客观性问题
《哲学》 ,

Vol.120
韩国哲学会

17 Lee, Seung

Hwan

朱子“忿怒”观的道德心理学考察

《 东 洋 哲

学 》 ,

Vol.40 No

韩国东洋哲

学会

18
Lee, You Ri

17世纪由日本传入的朱子学书籍的刊

行

《书志学研

究 》 ,

Vol.60 No

书志学会

19
Lee, Jea Hoon

朱熹《书集传<曹风>》新旧传的比较

研究

《中国语言

论 丛 》 ,

Vol.63

中国语言研

究会

20
Lee, Chan

道德性信念、感情及道德动机- 以孟

子、朱熹的论议为中心

《 东 洋 哲

学 》 ,

Vol.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21 《孟子》读解的政治哲学含义及经与 《 哲 学 研 高丽大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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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an
史的紧张-以司马光的《疑孟》和朱熹

的论评为中心

究 》 ,

Vol.49
学研究所

22 Lee, Chul

Seung

朱熹与王夫之关于孟子浩然之气思想

的观点比较

《儒教思想

文 化 研

究 》 ，

Vol.57

韩国儒教学

会/韩国成均

馆大学儒教

文化研究所

23 Jang, Chang

Hwan

朱熹心性论的研究
东国大 博

士论文
东国大学

24 Chung, Hyun

Jung

关于朱熹“克己复礼”解释的考察

《东洋哲学

研 究 》 ，

Vol.80

东洋哲学研

究会

25 Chung, Hyun

Jung

朱熹四代奉祀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东洋哲学

会 》 ,

Vol.41

韩国东洋哲

学会

26
Cho, Nam Ho

性理学的普遍的人类性与差别的民族

性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73

韩国东西哲

学会

27 Zhou, Yuan

Xia

朱熹的主静说- 会通知觉主义与理性

主义的功夫论

《栗谷思想

研 究 》 ,

Vol.29

（社）栗谷

研究院（故

社团法人栗

谷学会）

28
Ji, Hyun Joo

『通过《朱子家礼》中家人之位呈现

的本位样相与其论理性质-以通礼的

“正至朔望即参”为中心

《伦理教育

研 究 》 ,

Vol.33

全国教育大

学伦理教育

科教授研究

协会

29 Jin, Bong

Won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道南学派

《退溪学论

丛 》 ,

Vol.24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30 Han, Sang

In

『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

解的研究

延世大 博

士论文
延世大学

31
Han, Sang In 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

变化的研究

《韩国教育

史 学 》 ,

Vol.36

韩国教育史

学会

32
Han, Ja

Kyoung

有关朱熹的超越感情论之理性、感性

二元性的心之虚灵性研究—兼对朱熹

感情论的认知主义解释的批判

《 哲 学 论

集 》 ,

Vol.39

西江大学哲

学研究所

33
Hong, Sung

Min

“恕”两种形态与其伦理意义 —在朱子

与戴震伦理学中的位相

《 哲 学 研

究 》 ,

Vol.129

大同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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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Hong, Sung

Min
朱子伦理学中差等关怀的正当性

《中国学论

丛 》 ,

Vol.43

韩国中国文

化学会

35
Hwang, Gap

Yeon
牟宗三对朱熹哲学理解的得与失

《 汎 韩 哲

学 》 ,

Vol.74

汎韩哲学会

36
Hwang, Geum

Joong

朱熹与Dewev的相遇—韩国教育哲学

中“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韩国教育

史 学 》 ,

Vol.36 No.2

韩国教育史

学会

  

关于朱熹的论文最多。据观察，有 Kim, Kwang Min的《朱熹的未发涵养教育过

程的含义》（《道德教育研究》, Vol.26 No，韩国道德教育学会）、Kim, Kyung

Soo的《性理学的时代与朱熹的幻想- 探索儒学现代化的初端》（《退溪学与儒教文

化》, Vol.54 No，庆北大学退溪研究所）、Kim, Do Il的《朱子关于《大学》解释

中的实践问题- 止于至善为何成为独立的纲领》（《退溪学报》, Vol.136 No, 退溪

学研究院）、Kim, Sang Jun的《朱熹理气论、宇宙论的现代性》（《韩国学论

集》, Vol.55 No，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Min, Byong Hee的《<四书章句集

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历史学研究》, Vol.53 No，湖南史学会（故 全南史

学会））、Park, Soon Chul的《朱熹与王夫之的<诗经>吟诗论的比较研究》

（《中国人文科学》, Vol.158 No，中国人文学会）、Park, Young Jin的《朱熹的

社会观与三教合流初审》（《东西哲学研究》, Vol. 72 No，韩国东西哲学研究

会）、Bang, Kyung Hoon 的《朱熹的“性”概念研究》（《圆佛教思想与宗教文

化》, Vol.61 No，圆光大学圆佛教思想研究）、Seo, Gang Hwie的《朱熹与王阳

明的工夫本领论》（《阳明学》, Vol.37 No，韩国阳明学会）、Seong， Hyun

Chang的《朱熹哲学中“公共”的意义》（《哲学论丛》 Vol.75 No，新韩哲学

会）、Son, Jung Min的《宋代<孟子>论辩研究》（成均馆大 硕士论文，成均馆

大学）、Sin, Sang Hoo的《朱熹的未发知觉论》（梨花女大 硕士论文，梨花女子

大学）、Sim, Hye Kyung与 Yoon, Mi Ra的《朱熹的养生呼吸法》（《韩国体育

哲学学会刊物》, Vol.22 No.2，韩国体育哲学会）、Yang, Soon Ja的《<易学启蒙

要解>的图书易学意义》(《东洋哲学》, Vol.40 No, 韩国东洋哲学会)、Wang, So

Ran的《朱熹与陈良的义理—王霸论辩的教育学解释》（成均馆大 硕士论文，成均

馆大学）、Lee, Dong Wook的《朱熹与陆九渊的论辩中的客观性问题》（《哲

学》, Vol.120 No，韩国哲学会）、Lee, Seung Hwan)的《朱子“忿怒”观的道德心

理学考察》（《东洋哲学》, Vol.40 No，韩国东洋哲学会）、Lee, You Ri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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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由日本传入的朱子学书籍的刊行》（《书志学研究》, Vol.60 No，书志学

会）、Lee, Jea Hoon的《朱熹<书集传·曹风>新旧传的比较研究》（《中国语言论

丛》, Vol.63 No，中国语言研究会）、Lee, Chan的《道德性信念、感情及道德动

机- 以孟子、朱熹的论议为中心》（《东洋哲学》, Vol.42 No，韩国东洋哲学

会）、Lee, Chan的《<孟子>读解的政治哲学含义及经与史的紧张-以司马光的《疑

孟》和朱熹的论评为中心》（《哲学研究》, Vol.49 No, 高丽大学哲学研究所）、

Lee, Chul Seung的《朱熹与王夫之关于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观点比较》（《儒教思

想文化研究》，Vol.57 No，韩国儒教学会/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

Jang, Chang Hwan的《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东国大 博士论文，东国大学）、

Chung, Hyun Jung的《关于朱熹“克己复礼”解释的考察》（《东洋哲学研究》，

Vol.80 No, 东洋哲学研究会）、Chung, Hyun Jung的《朱熹四代奉祀论的建立及

其意义》（《东洋哲学会》, Vol.41 No，韩国东洋哲学会）、Cho, Nam Ho的《性

理学的普遍的人类性与差别的民族性》（《东西哲学研究》, Vol.73 No, 韩国东西

哲学会）、Zhou, Yuan Xia的《朱熹的主静说- 会通知觉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功夫

论》（《栗谷思想研究》, Vol.29 No，（社）栗谷研究院（故社团法人栗谷学

会））、Ji, Hyun Joo的《通过<朱子家礼>中家人之位呈现的本位样相与其论理性

质-以通礼的“正至朔望即参”为中心》（《伦理教育研究》, Vol.33 No，全国教育大

学伦理教育科教授研究协会）、Jin, Bong Won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道南

学派》（《退溪学论丛》, Vol.24 No，退溪学釜山研究院）、Han, Sang In的《关

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的研究》（延世大 博士论文，延世大学）、Han,

Sang In的《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变化的研究》（《韩国教育史学》,

Vol.36 No，韩国教育史学会）、Han, Ja Kyoung的《有关朱熹的超越感情论之理

性、感性二元性的心之虚灵性研究—兼对朱熹感情论的认知主义解释的批判》（《哲

学论集》, Vol.39 No，西江大学哲学研究所）、Hong, Sung Min的《“恕”两种形

态与其伦理意义 —在朱子与戴震伦理学中的位相》（《哲学研究》, Vol.129 No，

大同哲学会）、Hong, Sung Min的《朱子伦理学中差等关怀的正当性》（《中国

学论丛》, Vol.43 No, 韩国中国文化学会）、Hwang, Gap Yeon的《牟宗三对朱熹

哲学理解的得与失》（《汎韩哲学》, Vol.74 No，汎韩哲学会）、Hwang, Geum

Joong的《朱熹与 Dewev的相遇—韩国教育哲学中“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韩

国教育史学》, Vol.36 No.2, 韩国教育史学会）等，共 36篇。

关于真德秀的论文有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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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Han Sin
关于南宋时期真德秀民间信仰的新认

识

《 历 史 学

报 》 ,

Vol.221 No

历史学会

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Son,

Jung

Min

宋代《孟子》论辩研究
成均馆大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

2

Jin,

Bong

Won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道南学派

《退溪学论

丛》,

Vol.24

退溪学釜山研究

院

3

Han,

Sang

In

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变

化的研究

《韩国教育

史学》,

Vol.36

韩国教育史学会

4

Han,

Sang

In

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的

研究

延世大

博士论文
延世大

5

Park,

Soon

Chul

朱熹与王夫之的《诗经》吟诗论的比较

研究

《中国人文

科学》,

Vol.158

中国人文学会

6 Lee, 朱熹《书集传<曹风>》新旧传的比较研 《中国语言 中国语言研究会

 

关于真德秀（1178-1235）的论文有 Kim, Han Sin的《关于南宋时期真德秀民间

信仰的新认识（《历史学报》, Vol.221 No，历史学会）等。

奇特的是关于程伊川的论文 1篇也没有。

3. 按照主题的分类

1）经学

在经学部分中，关于《孟子》《中庸》《诗经》《诗全集》《四书章句集注》《

易学启蒙要解》等多种经传的研究大都以朱熹为中心，其中共有 7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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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

Hoon
究

论丛》,

Vol.63

7

Yang,

Soon

Ja

《易学启蒙要解》的图书易学意义
《东洋哲学

》, Vol.40
韩国东洋哲学会

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Chung,

Hyun

Jung

关于朱熹“克己复礼”解释的考察

《东洋哲学

研究》，Vo

l.80

东洋哲学研究会

2

Chung,

Hyun

Jung

朱熹四代奉祀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东洋哲学

会》,

Vol.41

韩国东洋哲学会

3

Ji,

Hyun

Joo

通过《朱子家礼》中家人之位显现的本

位样相与其论理性质-以通礼的“正至朔

望即参”为中心

《伦理教育

研究》,

Vol.33

全国教育大学伦

理教育科教授研

究协会

  

经学部分有 Son, Jung Min的《宋代<孟子>论辩研究》（成均馆大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学）、Jin, Bong Won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道南学派》（《退溪

学论丛》, Vol.24 No，退溪学釜山研究院）、Han, Sang In的《关于朱熹对<中

庸>“修道之教”理解的研究》（延世大 博士论文，延世大学）、Han, Sang In的

《关于朱熹对<中庸>“修道之教”理解变化的研究》（《韩国教育史学》, Vol.36 N

o，韩国教育史学会）、Lee, Jea Hoon的《朱熹<书集传·曹风>新旧传的比较研

究》（《中国语言论丛》, Vol.63 No，中国语言研究会）及 Yang, Soon Ja的

《<易学启蒙要解>的图书易学意义》(《东洋哲学》, Vol.40 No, 韩国东洋哲学会)

等。

2) 禮學

关于礼学的论文共 3篇，尤以关于朱熹礼学的研究最为突出。

 

关于礼学的论文有 Ji, Hyun Joo的《通过<朱子家礼>中家人之位显现的本位样相

与其论理性质-以通礼的“正至朔望即参”为中心》（《伦理教育研究》, Vol.33 No，

全国教育大学伦理教育科教授研究协会）、Chung, Hyun Jung的《关于朱熹“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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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 i m ,

Kyung

Soo

性理学的时代与朱熹的幻想- 探索儒学

现代化的初端

《退溪学与

儒教文化》,

Vol.54

庆北大学退溪研

究所

2

K i m ,

H a n

Sin

关于南宋时期真德秀民间信仰的新认识

《 历 史 学

报 》 ,

Vol.221

历史学会

3

M i n ,

Byong

Hee

《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

《历史学研

究 》 ,

Vol.53

湖南史学会（故

全南史学会）

4

Seong,

H y u n

Chang

朱熹哲学中“公共”的意义
《 哲 学 论

丛》 Vol.75
新韩哲学会

5

P a r k ,

Young

Jin

朱熹的社会观与三教合流初审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 72

韩国东西哲学研

究会

6
L e e ,

Chan

《孟子》读解的政治哲学含义及经与史

的紧张-以司马光的《疑孟》和朱熹的论

评为中心

《 哲 学 研

究 》 ,

Vol.49

高丽大学哲学研

究所

复礼”解释的考察》（《东洋哲学研究》，Vol.80 No, 东洋哲学研究会）及Min,

Byong Hee的《<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历史学研究》, Vol.53

No，湖南史学会（故 全南史学会））等。

3）政治、社会

政治、经济部分有 6篇论文，主要包括了探索儒学的现代化、公共意义以及士大

夫社会的变化等多样主题。

在政治、社会部分有 Kim, Kyung Soo的《性理学的时代与朱熹的幻想- 探索儒

学现代化的初端》（《退溪学与儒教文化》, Vol.54 No，庆北大学退溪研究所）、

Kim, Han Sin的《关于南宋时期真德秀民间信仰的新认识（《历史学报》, Vol.221

No，历史学会）、Min, Byong Hee的《<四书章句集注>与士大夫社会的变化》

（《历史学研究》, Vol.53 No，湖南史学会（故 全南史学会））、Seong， Hyun

Chang的《朱熹哲学中“公共”的意义》（《哲学论丛》 Vol.75 No，新韩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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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lm, Sang

Jun
朱熹理气论、宇宙论的现代性

《韩国学论

集 》 ,

Vol.55

启明大学韩国学

研究院

2

B a n g ,

K y u n g

Hoon

朱熹的“性”概念研究

《圆佛教思

想与宗教文

化 》 ,

Vol.61

圆光大学圆佛教

思想研究

3

S u n g ,

K w a n g

Dong

关于胡宏的本性概念的考察

《韩国哲学

论 集 》 ，

Vol.42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4
Lee, Hyun

Sun
谢良佐的心性论研究

《 哲 学 思

想 》 ，

Vol.52

首尔大学哲学思

想研究所

5

J a n g ,

C h a n g

Hwan

朱熹心性论的研究
东国大 博

士论文
东国大学

6
J e o n g ,

Sang Bong
关于程明道的天理和与人性的理解

《韩国哲学

论 集 》

Vol.40

韩国哲学史研究

会

7
Sin, Sang

Hoo
朱熹的未发知觉论

梨花女大硕

士论文
梨花女大

会）、Park, Young Jin的《朱熹的社会观与三教合流初审》（《东西哲学研究》,

Vol. 72 No，韩国东西哲学研究会）及 Lee, Chan的《<孟子>读解的政治哲学含义

及经与史的紧张-以司马光的<疑孟>和朱熹的论评为中心》等。

4）理气、心性论

关于理气、心性论的论文共 12篇，其中不仅包括对朱熹的研究，还涵盖了关于胡

宏、谢良佐、程明道等北宋性理学家的心性论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的多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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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an, Ja

Kyoun

有关朱熹的超越感情论之理性、感

性二元性的心之虚灵性研究—兼对

朱熹感情论的认知主义解释的批判

《 哲 学 论

集 》 ,

Vol.39

西江大学哲学研

究所

9
Lee, Dong

Wook

朱熹与陆九渊的论辩中的客观性问

题

《哲学》 ,

Vol.120
韩国哲学会

10
Kim, Jong

Wook

关于被看做气一元论与唯物论的张

横渠思想的论议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73

韩国东西哲学会

11
Jeon, Yong

Joo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究

成均馆大博

士论文

成均馆大学

12
J o o ,

Kwang Ho

从神话思维看北宋性理学中的“生成”

的意义-以《太极图说》和《元会运

世》为中心

哲学研究》

Vol.50

高丽大学 哲学研

究所

理气、心性论部分中，关于理气论的论文有 Kim, SangJun的《朱熹理气论、

宇宙论的现代性》（《韩国学论集》, Vol.55 No，启明大学韩国学研究院）、Jeon,

Yong Joo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究》（成均馆大学 博士论文，成均馆大学）、

Joo, Kwang Ho的《从神话思维看北宋性理学中的“生成”的意义-以<太极图说>和

<元会运世>为中心》（《哲学研究》Vol.50 No，高丽大学 哲学研究所）、Kim,

Jong Wook的《关于被看做气一元论与唯物论的张横渠思想的论议》（《东西哲学

研究》，Vol.73 No，韩国东西哲学会）及 Lee, Dong Wook的《朱熹与陆九渊的

论辩中的客观性问题》（《哲学》, Vol.120 No，韩国哲学会）等；关于心性论的论

文有 Bang, KyungHoon的《朱熹的“性”概念研究》（《圆佛教思想与宗教文化》,

Vol.61 No，圆光大学圆佛教思想研究）、Jang, Chang Hwan的《朱熹心性论的研

究》（东国大 博士论文，东国大学）、Lee, HyunSun的《谢良佐的心性论研究》

（《哲学思想》，Vol.52 No，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Jeong, Sang Bong的

《关于程明道的天理和与人性的理解》（《韩国哲学论集》Vol.40 No，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Sung, KwangDong的《关于胡宏的本性概念的考察》（《韩国哲学论

集》，Vol.42 No，韩国哲学史研究会）、Sin, Sang Hoo的《朱熹的未发知觉论》

（梨花女大 硕士论文，梨花女子大学）及 Han, Ja Kyoung的《有关朱熹的超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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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 i m ,

Kwang

Min

朱熹的未发涵养教育过程的含义

《道德教育

研 究 》 ,

Vol.26

韩国道德教育学

会

2
K i m ,

Do Il

朱子关于《大学》解释中的实践问题-

止于至善为何成为独立的纲领

《 退 溪 学

报 》 ,

Vol.136

退溪学研究院

3

K i m ,

S o n g

Ja

濂溪周敦颐的圣人观研究

成均馆大学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学

4

S u n g ,

Kwang

Dong

胡宏的“仁”概念研究

《东西洋哲

学研究》，

Vol.20

韩国东西哲学会

5
A n ,

Jea Ho
程颢“和乐”的修养论官规

《 中 国 学

报 》 ，

Vol.69

韩国中国学会

6

L e e ,

Seung

Hwan

朱子“忿怒”观的道德心理学考察

《 东 洋 哲

学 》 ,

Vol.40

韩国东洋哲学会

7
L e e ,

Chan

道德性信念、感情及道德动机- 以孟

子、朱熹的论议为中心

《 东 洋 哲

学 》 ,

Vol.42

韩国东洋哲学会

8

Z h o u ,

Y u a n

Xia

朱熹的主静说- 会通知觉主义与理性主

义的功夫论

《栗谷思想

研 究 》 ,

Vol.29

（社）栗谷研究

院（故社团法人

栗谷学会）

9

Hong ,

S u n g

Min

朱子伦理学中差等关怀的正当性

《中国学论

丛 》 ,

Vol.43

韩国中国文化学

会

10 Boo, Ji 张载的“大心”功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与格 《东洋哲学 东洋哲学研究会

情论之理性、感性二元性的心之虚灵性研究—兼对朱熹感情论的认知主义解释的批

判》（《哲学论集》, Vol.39 No, 西江大学哲学研究所）等。

 

5）伦理、修养论

关于伦理、修养的论文共 16篇，是按主题分类中论文数量最多的部分。其研究内

容丰富，除了朱子以外，还研究了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多位学者的伦理修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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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n 物致知相关联
研 究 》 ，

Vol.130

11

S e o ,

G a n g

Hwie

朱熹与王阳明的工夫本领论
《阳明学》,

Vol.37
韩国阳明学会

12
Wang,

So Ran

朱熹与陈良的义理—王霸论辩的教育学

解释

成 均 馆 大

硕士论文
成均馆大

13

L e e ,

C h u l

Seung

朱熹与王夫之关于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

观点比较

《儒教思想

文 化 研

究 》 ，

Vol.57

韩国儒教学会/韩

国成均馆大学儒

教文化研究所

14

Hong,S

u n g

Min

“恕”两种形态与其伦理意义 —在朱子与

戴震伦理学中的位相

《 哲 学 研

究 》 ,

Vol.129

大同哲学会

15

Hwang,

G e u m

Joong

朱熹与Dewev的相遇—韩国教育哲学中

“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韩国教育

史 学 》 ,

Vol.36 No.2

韩国教育史学会

16

S l m ,

H y e

Kyung,

Y o o n ,

Mi Ra

朱熹的养生呼吸法

《韩国体育

哲学学会刊

物 》 ,

Vol.22 No.2

韩国体育哲学会

关于伦理、修养论的论文有 Kim, Kwang Min的《朱熹的未发涵养教育过程的

含义》（《道德教育研究》, Vol.26 No，韩国道德教育学会）、Kim, Do Il的《朱

子关于<大学>解释中的实践问题- 止于至善为何成为独立的纲领》（《退溪学报》,

Vol.136 No, 退溪学研究院）、Jeon, Yong Joo，《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研究》，成均

馆大学 博士论文）、Sung,Kwang Dong的《胡宏的“仁”概念研究》（《东西洋哲

学研究》，Vol.20 No，韩国东西哲学会）、An, Jea Ho的《程颢“和乐”的修养论

官规》（《中国学报》，Vol.69 No，韩国中国学会）、Lee, Seung Hwan的《朱

子“忿怒”观的道德心理学考察》（《东洋哲学》, Vol.40 No，韩国东洋哲学会）、

Lee, Chan的《道德性信念、感情及道德动机- 以孟子、朱熹的论议为中心》（《东

洋哲学》, Vol.42 No，韩国东洋哲学会）、Zhou, Yuan Xia的《朱熹的主静说-

会通知觉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功夫论》（《栗谷思想研究》, Vol.29 No，（社）栗谷

研究院（故社团法人栗谷学会））、Hong, Sung Min的《朱子伦理学中差等关怀

的正当性》（《中国学论丛》, Vol.43 No, 韩国中国文化学会）、Boo, Ji Hoon的

《张载的“大心”功夫论与朱子的批判-与格物致知相关联》（《东洋哲学研究》，

Vol.130 No，东洋哲学研究会）、Seo, Gang Hwie的《朱熹与王阳明的工夫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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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著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关

1
Kim, Hong

Soo

《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

《河南程氏杂言》的作者不明语录鉴别

《东亚人文

学 》 ，

Vol.20

东亚人文学

会

2
Lee, You

Ri
17世纪由日本传入的朱子学书籍的刊行

《书志学研

究 》 ,

Vol.60

书志学会

3
H w a n g ,

Gap Yeon
牟宗三对朱熹哲学理解的得与失

《 汎 韩 哲

学 》 ,

Vol.74

汎韩哲学会

4
Cho, Nam

Ho
性理学的普遍的人类性与差别的民族性

《东西哲学

研 究 》 ,

Vol.73

韩国东西哲

学会

5
Jang, Yun

Soo

有关气学与心学的横断性沟通构造的研

究-以张横渠和王阳明的理论为中心

《 哲 学 研

究》Vol.130
大韩哲学会

论》（《阳明学》, Vol.37 No，韩国阳明学会）、Wang, So Ran的《朱熹与陈良

的义理—王霸论辩的教育学解释》（成均馆大 硕士论文，成均馆大学）、Lee, Chul

Seung的《朱熹与王夫之关于孟子浩然之气思想的观点比较》（《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Vol.57 No，韩国儒教学会/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Hong, Sung

Min的《“恕”两种形态与其伦理意义 —在朱子与戴震伦理学中的位相》（《哲学研

究》, Vol.129 No，大同哲学会）、Hwang, Geum Joong的《朱熹与 Dewev的相

遇—韩国教育哲学中“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韩国教育史学》, Vol.36 No.2, 韩

国教育史学会）及 Sim, Hye Kyung与 Yoon, Mi Ra的《朱熹的养生呼吸法》

（《韩国体育哲学学会刊物》, Vol.22 No.2，韩国体育哲学会）等。

6）其它

其它方面的论文共 5篇。

其它的论文主要有 Kim, Hong Soo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

程氏杂言>的作者不明语录鉴》（《东亚人文学》，Vol.20 No，东亚人文学会）、

Lee, You Ri的《17世纪由日本传入的朱子学书籍的刊行》（《书志学研究》,

Vol.60 No，书志学会）、Hwang, Gap Yeon的《牟宗三对朱熹哲学理解的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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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汎韩哲学》, Vol.74 No，汎韩哲学会）、Cho, Nam Ho的《性理学的普遍

的人类性与差别的民族性》（《东西哲学研究》, Vol.73 No, 韩国东西哲学会）及

Jang,Yun Soo的《有关气学与心学的横断性沟通构造的研究-以张横渠和王阳明的

理论为中心》（《哲学研究》Vol.130 No，大韩哲学会）等。

4. 主要论文的分析与批评

从以上论文中选取几篇进行了分析。

1)Lee, Seung Hwan在《朱子“忿怒”观的道德心理学考察》中试图从道德心理学

的观点考察了朱子关于“忿怒”的理解。虽然他认为在道家、佛教和斯多葛学派中，应

把“忿怒”看做是应该去除的否定性心理状态，但朱子则与此不同，认为“忿怒”是在应

当忿怒时做出的正当反映。在朱子看来，心的本来状态如同镜子，能够如实的反映出

当前状态。就这一点而言，Lee, Seung Hwan说道，可以说朱子与感情相联系，站

在强烈的认知主义立场上。如果说“忿怒”这一感情是对所面对状态做出的正当、客观

反应，那么为何会产生感情上错误？Lee, Seung Hwan说道：“朱子从两个方面说

明了感情中产生错误的原因”，其一是因为根植于现象意识深层的以自我中心的信念

体系，即“私心”；其二是因为先行的感情不消失、反而凝聚并持续影响后序状态的这

种“滞留”现象。在他看来，当通过修养彻底克服这两个问题时，主体就能够再次如实

地反映客观状态。可见，Lee, Seung Hwan主张，这样获得得感情的“无私性”是实

现德性人格的道德心理学性必要条件。他的论文探讨了“忿怒”这一崭新的主题，并最

终将其归结为修养论。

2）Lee, Chan在《道德性信念、感情及道德动机- 以孟子、朱熹的论议为中心》

中，围绕道德动机的主要论争点中之一—“触发行为与判断的内心状态在本质上是什

么？”这一问题展开了议论。为此，Lee, Chan以关于道德信念与欲求的现代哲学讨

论为基础，探讨了《孟子》中的“谷粟章”和“熊掌章”，并进一步根据朱熹的解释，试

图探索道德动机的性理学解法。产生于信念与欲求之间的道德动机论争，其焦点聚集

在因果性力量上，最终转换成“什么触发了道德行为？”，即寻求原因之本质的问题。

另外，性理学的问题意识把重点放在实践论，即“如何进行道德实践”上。最终，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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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之修养、感情之中节问题联系了起立。关于感情之中节的讨论是为了保证道德客

观性而进行的努力，而从性理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立足的话，这则是试图阐明真理内

化的过程。

3）Han, Ja Kyoung在《有关朱熹的超越感情论之理性、感性二元性的心之虚灵

性研究—兼对朱熹感情论的认知主义解释的批判》中说道：“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与

感性是相互对立的；但与此相反，近来的感情认知主义者则强调说，理性与感性不是

对立的，反而具有立足于理性的合理性与指向性的认知性性质”。 Han, Ja Kyoung

说，东洋哲学研究者也在近来的这种研究趋势下，显现出从认知主义解释“‘公’的道德

性感情”的倾向。此论文中，包含了对以认知主义解释“‘公’的道德性感情”的批判。这

是因为理性-感性中的理性，即使作为感性基础的情况下，仍然作为一种思维，只不

过是追求普遍的抽象性思维而已。本论文中，Han, Ja Kyoung揭示说，朱熹所讲的

“‘公’的道德性感情”不是始于与个人身体有关的感性的，也不是始于作为抽象思维能

力的理性的，而是指超越理性-感性的二元性，始于心灵深处的灵明性（灵性）之中

的。在性理学中，心之“灵明性”意味着超越一体中相区分的界限，指“虚灵不昧之

性”。 Han, Ja Kyoung并没有讨论心之灵明性（灵性）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下与近代

理性相区分的、性理学的道德感情在什么样的意义下，需要解释成深层心灵之灵性的

表达而不是理性的扩张。

 
 

5. 评价与展望

2014年度韩国儒学研究中，关于中国宋代儒学的论文共有 49篇。首先，就按人物

分类而言，关于周敦颐的论文有 3篇，张载 3篇、程颢 3篇、谢良佐 1篇、胡宏 2篇

、朱熹 36篇、真德秀 1篇，其中，关于关于朱熹的论文数量占绝对上风。2014年度

关于宋代儒学的硕、博士论文共 8篇（博士 3篇、硕士 5篇），其中有 6篇（博士 2

篇、硕士 4篇）是关于朱熹的。

宋代儒学涵盖了理气·心性论、伦理·修养论、政治·社会、经学及礼学等多个领域

。而大部分的宋代儒学研究论文也都是涵盖了这些领域。就按主题进行分类的论文来

看，经学有 7篇，礼学 3篇、政治·社会 6篇、理气·心性论 12篇、伦理·修养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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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他方面有 5篇。其中，伦理·修养论占得比重最大。虽然其中也有关于其他儒

学者之伦理·修养论的研究，但关于朱子伦理·修养论的研究占据着绝对优势。其次占

比重较大的是关于理气·心性论的论文。理气·心性论部分中，不仅研究了朱熹的心性

论，而且也对胡宏、谢良佐、程明道等多位学者的心性论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是关于

朱熹的论文最多。再其次是关于经学的论文，共 7篇；另外，关于政治·社会的论文

，共 6篇；关于礼学的论文 3篇，其他方面的论文 5篇。

朱熹哲学对整个朝鲜时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关于朱熹的研究占绝对压倒

性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了准确理解朱子的思想，理解作为其学问目的、思

想基础的北宋性理学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即使是为了理解朱熹，也必须首先研究北

宋性理学。就大部分的论文偏向于朱熹这一现状，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但却难以说这

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非常遗憾的。关于程伊川的论文 1篇也没有；关于邵雍的论文

虽有 1篇，但由于不是儒学论文，被排除在外。

关于朱熹的论文中，显然存在着很多因对“理与气”、“心 性 情”等基础概念的误解

而产生的错误。尤其是 Han, Ja

Kyoun忽视了“性发为情”中的“情”不单纯之感情，而意味着心之作用的全体的这一事

实，主张“朱熹将感情看作理性的发显”（13页）。“情”不仅是“情感”，还是理性/非

理性的思维、道德/非道德的意志、情感等心之作用的全体；“性”是形而上的根据。

因而提出了“由性（理）而发之情怎能有不善？”这样的问题。笔者所引用的 Lee,

Seung Hwan的主张也忽略了这一点。

此论文的决定性错误在于主张“虚灵性”是四端、道心等“公的道德情感”的根源。作

为其典据，笔者列举了朱子对《大学》中“明德”的注释中的“虚灵不昧”以及《中庸序

文》中出现的人心道心说中的“虚灵知觉”。笔者的错误就始于“在性理学中，虚灵不

昧是说未发指示心理活动”（24页）这句话。但却没提出任何典据来支持这一主张。

另外，他虽把注 30作为“性理学称这一虚灵不昧的心理活动为未发知觉”主张的典据

，但注 30中却没有能够保证这一主张的正当性的内容。2

如果笔者对《大学章句大全》中编辑的“虚灵不昧为明；‘具众理应万事’为德；‘具

众理’为未发，‘应万事’为已发”等注释进行探讨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这一

注释明确显示了虚灵不昧之明德（心）兼未发、已发的事实。不仅如此，在“心虚者

心之寂；灵者心之感”这一注释中，把“灵”规定为已发之心的作用。但无法理解“灵”

如何成为未发，它是否相当于“比感性或者理性更深的深层心理之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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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朱子在《中庸序文》中所主张，心之虚灵知觉虽一，但发于“形气”之私成为“

人心 ”，源于性命之正成为 “道心 ”。 “公的道德之心 ”源于 “性命 ”，即 “理 ” 3

。因此，退溪把四端规定为“理之发”或者“发于理”。

日后，期待各个领域的众多研究者能够以有深度的学问研究与省察为基础，撰写

出更多与现代社会接轨的关于宋代儒学的高水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