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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李相虎 从退溪心学到星湖学转变的两种路径—

—郑逑对《心经附注》解释和李万敷对

四端七情论的解释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第7章 韩国实学的研究

1. 序言

作为“2014年韩国学界儒学研究成果分析与展望”的一部分，本文将集中分析 201

4年韩国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韩国实学”有关的论文。本文将收集 2014年发表

的韩国国内实学论文的目录，并按人物、主题对其进行分类，然后笔者将会其中的若

干篇论文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评论，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的儒学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相关论文主要选取于韩国研究财团的学术期刊，并充分利用了 RISS等数据收集系

统。2014年韩国国内主要学术期刊上刊载的有关韩国实学的论文共计 47篇。为了更

加清晰地把握整体论文发表情况，本报告将这些论文按以下两种方式归类，一、人物

类别，二、主题类别。在人物类别下又将细分为星湖学派、北学派、实学派、其他人

物四类；主题类别下细分为经学、哲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四类。

2. 人物类别的分类

按学派将韩国实学的相关研究论文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星湖学派 7篇

，北学派 10篇，与茶山有关的论文 20篇，崔汉绮（惠冈）4篇，柳声远为首的其他

人物研究 6篇。与茶山有关的学术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有关北学和星湖学派的论文也

比较多。

1) 星湖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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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善熙 身体性、实践性、日常性、公共性:星湖

李瀷上的心学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3 郑焘源 近畿南人学统的重新探讨: 是对道统还是

形而上学的继承？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6

韩国儒教

学会
4 金庾坤

金映镐

林玉均

崔英成

星湖李瀷对《大学》解释的特征分析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6

韩国儒教

学会

5 郑焘源 星湖李瀷对退溪的理解和学派分类：星

湖和近畿南人学问间的临界点以及与“道

东”论的分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8

韩国儒教

学会

6 郑素伊 河滨慎后耽的四端七情论：对贞山李秉

休和茶山丁若鏞思想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8

韩国儒教

学会
7 林富渊 星湖学派的天主教认知及其儒学对策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48

韩国儒教

学会

编

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孙慧莉 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上半期朝鲜文人有关

明移民的记载及其编纂意识——以李德应的

《磊磊落落书》和成海应的《皇明移民传》

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2 金元明

徐世英

洪大容世界观的变化及其现代意义 《东西哲学研

究》72

韩国东西

哲学会
3 金东键 重新评定《热河日记》与《医山问答》的关

系

大同文学研究

85

成均馆大

学大同文

化研究所
4 卢大焕 18世纪后期燕岩一派的燕行和清朝的时局意

识

大同文学研究

85

成均馆大

学大同文

化研究所
5 李澈熙 18世纪韩中文人的教育及天涯知己的朝鲜—

—以洪大容的《乾净洞笔談》和严诚的《日

下题襟集》为中心

大同文学研究

85

成均馆大

学大同文

化研究所

    

如上表所示，研究星湖或星湖学派的论文共有 7篇，其中探讨退溪学与星湖学关

系的论文有 2篇，星湖学派分裂问题的论文 1篇，星湖学对星湖派学者带来的影响 1

篇，星湖思想 1篇，星湖经学 1篇，星湖学派对天主教的认知 1篇。这些论文大多是

对星湖学派继承与发展内容的论述。

2)北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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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卢大焕 五洲李圭景1788～1860)的思想及其在地域

政治史中的地位

震檀学报 121 震檀学会

7 金浩 五洲李圭景的医学论：以《五洲衍文长笺散

文稿》为中心

震檀学报 121 震檀学会

8 申炳周 朝鲜后期百科全书的编著和《五洲衍文长笺

散文稿》

震檀学报 121 震檀学会

9 李建植 李圭景的名物度数之学和与之相关的语言文

字研究

震檀学报 121 震檀学会

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孙炳圭 丁若镛的财政改革论——对于地方财政的

现实认识

韩国实学研究

27

韩国实学学

会
2 陈媛 茶山丁若镛的小学论 韩国实学研究

27

韩国实学学

会
3 郑珉 茶山给僧侣的赠言帖和他的教学方式 韩国实学研究

27

韩国实学学

会
4 白敏祯 丁若镛刑律思想中蕴含的对于德与礼治的

问题意识——《钦钦之书》的研究史分析

及问题探究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学

会

5 林玉均 朱子、荻生徂来、丁若镛《论语》解读的

不同之处1——以公冶长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80

东洋哲学研

究会

6 朴祥里

宋锡准

金艺镐

考察郑齐斗和丁若镛对《大学》的解读 东洋哲学研究

80

东洋哲学研

究会

7 金美素 茶山的功夫论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8 白敏祯 丁若镛经世书对乡礼的规定和共同体构建

的特征分析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9 方仁 茶山对景芳爻变说的看法 哲学研究 131 大学哲学会

10 李真形 茶山丁若镛的外官制改革论——以《经世

遗表》为中心

韩国思想史学

48

韩国思想史

学会
11 林忠军 丁若镛推移说和汉宋易学——朱熹、毛奇

龄推移说对茶山的影响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北学派相关的论文共有 10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在震檀学报上发表的，探讨李

圭景著作的 5篇论文。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洪大容的论文 2篇、朴趾源的论文 1篇、李

德应的论文 1篇以及关于洪大容和朴趾源著作比较分析的论文 1篇。其中比较分析北

学派和清朝时局或人物关系的论文尤为引人注目。

3) 丁若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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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辛源俸 丁若镛占卜书籍中易学观的研究——朱熹

与毛奇龄比较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3 卢智贤 比较明清时期注释学家与茶山对“咸有一

德”的释读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4 李俸珪 从明清之际思想变动的角度看待茶山学的

特征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5 李容周 刘宗周和茶山的“心性论”比较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6 蔡振礼 丁若镛“仁”说的东亚儒学意义：对乐、

刑、政之基础的看法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7 Ke v i n

N .

Cawley

他者中自我的痕迹 :茶山对希腊儒学

Christo-Confucianology的发现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8 李淑熙 茶山丁若镛的善恶观以及“行”理念：伦理

学与宗教层面的重合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19 许敏 对圣体中“恶”问题的考察：丁若镛对欲望

的分类以及欲望间的关系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文

化财团
20 郑向峰 茶山的人际关系论和他对孝、弟、慈的实

践

韩国哲学论集

4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编

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李政祐 崔汉绮思想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 东洋哲学研

究 80

东洋哲学

研究会
2 具滋翼 惠冈崔汉绮“气学”中“悟”的意义 东洋哲学41 韩国东洋

哲学会

3 徐英伊 崔汉绮气学的隐喻性解释 哲学 121 韩国哲学

会
4 白俊哲 探究崔汉绮的理想社会论——以《大学》八条

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

集 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研究丁若镛的论文共有 20篇，是所有人物研究分类中研究数量最多的。茶山学

的兴盛其中一个原因是得益于《茶山学》独立期刊的创办。在这些论文中，哲学领域

的论文有 7篇、经学 7篇、经世 4篇、教育 2篇。由此可见，茶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其哲学和经学思想的研究。

4) 崔汉绮

研究崔汉绮的论文共 4篇，它们都是对惠冈哲学的研究，其中对惠冈气学研究的

论文有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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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宋杨燮 磻溪柳声远的地方制度改革论 韩国实学研究27 韩国实学

学会

2 李根浩 淡窝洪启禧的社会经济政策构想——以

良役变通论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27 韩国实学

学会
3 金德珍 存斋魏伯珪的现实认识和经济改革论 韩国实学研究27 韩国实学

学会

4 金璟镐 栗谷学派的心学和实学——站在“警觉意

识”和实践的岔路口

韩国实学研究28 韩国实学

学会
5 韩正吉 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和朝鲜后期实学

——以批判认识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

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28 韩国实学

学会

6 徐正和 朝鲜后期实学派的婚礼论——以李翼、

丁若镛、许传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编

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庾坤

金映镐

林玉均

崔英成

星湖李瀷对《大学》的理解特征分析 儒学思想文化

研究 56

韩国儒教

学会

2 陈媛 茶山丁若镛的小学论 韩国实学研究 韩国实学

5) 其他

其他人物分类下共有 6篇论文。其中值得关注是从心学角度比较分析栗谷学派和

实学的论文，以及比较阳明学和实学的两篇论文。

3. 按主题分类

按主题分类来看，与经学相关的论文有 9篇、哲学的有 22篇、政治经济的有 11

篇，其他的有 5篇。通过以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实学和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当丰富

。

1)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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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学会

3 林玉均 朱子、荻生徂来、丁若镛《论语》解读的

不同之处1——以公冶长为中心

东洋哲学研究

80

东洋哲学

研究会
4 朴祥里

宋锡准

金艺镐

考察郑齐斗和丁若镛对《大学》的解读 东洋哲学研究

80

东洋哲学

研究会

5 方仁 茶山对景芳爻变说的看法 哲学研究 131 大学哲学

会
6 林忠军 丁若镛推移说和汉宋易学——朱熹、毛奇

龄推移说对茶山的影响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7 辛源俸 丁若镛占卜书籍中易学观的研究——朱熹

与毛奇龄比较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8 卢智贤 比较明清时期注释学家与茶山对“咸有一

德”的释读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9 白俊哲 探究崔汉绮的理想社会论——以《大学》

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

心

韩国哲学论集

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李相虎 从退溪心学到星湖学转变的两种路径——郑

逑对《心经附注》解释和李万敷对四端七情

论的解释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2 金善熙 身体性、实践性、日常性、公共性:星湖李瀷

上的心学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3 郑焘源 近畿南人学统的重新探讨:是对道统还是形而

上学的继承？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6

韩国儒教

学会
4 郑焘源 星湖李瀷对退溪的理解和学派分类:星湖和近

畿南人学问间的临界点以及与“道东”论的分

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8

韩国儒教

学会

5 郑素伊 河滨慎后耽的四端七情论:对贞山李秉休和茶

山丁若鏞思想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58

韩国儒教

学会
6 林富渊 星湖学派的天主教认知及其儒学对策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 48

韩国儒教

学会
7 金元明 洪大容世界观的变化及其现代意义 《东西哲学研 韩国东西

如上表所示，研究经学的论文共有 9篇，其中研究《周易》的论文有 3篇、《大

学》3篇、《诗经》1篇、《论语》1篇、《小学》1篇。可见关于《周易》、《大学

》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关于丁若镛经学的研究十分突出，论文达 7篇之多。

2)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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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英 究》72 哲学会
8 金美素 茶山的功夫论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

哲学会
9 李俸珪 从明清之际思想变动的角度看待茶山学的特

征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0 李容周 刘宗周和茶山的“心性论”比较 茶山学 25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1 蔡振礼 丁若镛“仁”说的东亚儒学意义：对乐、刑、

政之基础的看法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2 Kevin

N .

Cawle

y

他者中自我的痕迹 :茶山对希腊儒学

Christo-Confucianology的发现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3 李淑熙 茶山丁若镛的善恶观以及“行”理念：伦理学

与宗教层面的重合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4 许敏 对圣体中“恶”问题的考察：丁若镛对欲望的

分类以及欲望间的关系

茶山学 24 茶山学术

文化财团
15 郑向峰 茶山的人际关系论和他对孝、弟、慈的实践 韩国哲学论集

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16 李政祐 崔汉绮思想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 东洋哲学研究

80

东洋哲学

研究会
17 具滋翼 惠冈崔汉绮“气学”中“悟”的意义 东洋哲学41 韩国东洋

哲学会
18 徐英伊 崔汉绮气学的隐喻性解释 哲学 121 韩国哲学

会
19 金璟镐 栗谷学派的心学和实学——站在“警觉意识”

和实践的岔路口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20 韩正吉 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和朝鲜后期实学——

以批判认识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

28

韩国实学

学会
21 卢大焕 五洲李圭景1788～1860)的思想及其在地域政

治史中的地位

震檀学报 121 震檀学会

22 郑珉 茶山给僧侣的赠言帖和他的教学方式 韩国实学研究

27

韩国实学

学会

探讨哲学问题的论文共有 22篇，其中研究四端七情论等心性论问题的论文有 6篇

，通过对四端七情论的探究来讨论思想传承问题的论文有 2篇，比较心学和其他学派

思想的论文有 2篇。另外，还有 4篇论文主题与仁或善恶等伦理学问题有关，2篇与

宗教问题有关。除此之外，还有 8篇论文主要探讨学派或思想家们的世界观或功夫论

的特征问题，以及 2篇研究学术继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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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孙慧莉 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上半期朝鲜文人有关

明移民的记载及其编纂意识——以李德应的

《磊磊落落书》和成海应的《皇明移民传》

为中心

韩 国 实

学研究28

韩国实学学会

2 卢大焕 18世纪后期燕岩一派的燕行和清朝的时局意

识

大 同 文

学 研 究

85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所

3 李澈熙 18世纪韩中文人的教育及天涯知己的朝鲜—

—以洪大容的《乾净洞笔談》和严诚的《日

下题襟集》为中心

大 同 文

学 研 究

85

成均馆大学大

同文化研究所

4 孙炳圭 丁若镛的财政改革论——对于地方财政的现

实认识

韩 国 实

学研究27

韩国实学学会

5 白敏祯 丁若镛刑律思想中蕴含的对于德与礼治的问

题意识——《钦钦之书》的研究史分析及问

题探究

韩 国 实

学研究28

韩国实学学会

6 白敏祯 丁若镛经世书对乡礼的规定和共同体构建的

特征分析

东 洋 哲

学42

韩国东洋哲学

会
7 李真形 茶山丁若镛的外官制改革论——以《经世遗

表》为中心

韩 国 思

想史学48

韩国思想史学

会
8 宋杨燮 磻溪柳声远的地方制度改革论 韩 国 实

学研究27

韩国实学学会

9 李根浩 淡窝洪启禧的社会经济政策构想——以良役

变通论为中心

韩 国 实

学研究27

韩国实学学会

10 金德珍 存斋魏伯珪的现实认识和经济改革论 韩 国 实

学研究27

韩国实学学会

11 徐正和 朝鲜后期实学派的婚礼论——以李翼、丁若

镛、许传为中心

韩 国 哲

学论集40

韩国哲学史研

究会

编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构

1 金东键 重新评定《热河日记》与《医山问答》的关

系

大同文

学研究

85

成均馆大学

大同文化研

究所

3)政治经济

对政治经济等经世论领域内容进行探讨的论文共有 11篇，其中有关社会制度改革

问题的论文有 4篇、经济问题的论文 2篇、法律和婚礼问题的论文 1篇。

4）其他



- 102 -

2 金浩 五洲李圭景的医学论：以《五洲衍文长笺散

文稿》为中心

震檀学

报 121

震檀学会

3 申炳周 朝鲜后期百科全书的编著和《五洲衍文长笺

散文稿》

震檀学

报 121

震檀学会

4 李建植 李圭景的名物度数之学和与之相关的语言文

字研究

震檀学

报 121

震檀学会

5 李钟黙 《五洲衍文长笺散文稿》中展现的朝鲜逸书 震檀学

报 121

震檀学会

其他类别中的五篇论文都是对古文献特征进行分析的作品，其中分析研究李圭景

著作的有四篇，比较研究洪大容和朴趾源著作的有 1篇。

4. 主要论文分析及评论

2014年《韩国实学研究》期刊以三个特辑的形式收录了韩国实学研究的相关论文

，这些论文构成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以“朝鲜后期实学家的现实意识和社会经济

改革论”为主题，27卷中共收录了四篇论文，另外，以“重新评价心学和实学”为主题

，28卷中同样收录了相关的四篇文章；二、《大同文化研究》以“多角度分析 18世

纪燕行录”为主题收录了 3篇文章；除此之外，《震檀学报》则以“第 42届韩国古典

研究专题讨论会：综合探讨《五洲衍文长笺散文稿》”为主题收录了 5篇论文，并针

对这些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在“重新评价心学和实学”主题下发表的金璟镐的

《栗谷学派的心学和实学——站在”警觉意识”和实践的岔路口》和李相虎的《从退溪

心学到星湖学转变的两种路径》的两篇论文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实学的实质和内涵

。

通常而言，我们认为实学是对栗谷学派学问的继承，但是金璟镐却提出了一种与

众不同的见解。他通过介绍栗谷学派的心学概念，分析了栗谷学派心学发展的轨迹以

及栗谷学派对治心和修己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了栗谷心学与实学内在可能的

联系。因此该论文不仅为自朝鲜后期以来逐渐僵化的实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

角，也引起了学界对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对栗谷心学的重新重视。作者认为栗谷学派心

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即“警觉意识”，而对实现这种“警

觉意识”现实化而进行的尝试，也就是栗谷学派为“实践”提供的相应的心理实用性和

规范，就体现了栗谷学派的实学思想。作者指出，栗谷学派的这种态度可能与北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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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厚生论”有关。作者还进一步论证道，包括朴趾源在内的儒学文人一直坚持践

行“正德”，这种将心的问题视为思想和行为基础的特点属于心学的范畴，而朴趾源思

想的特殊性在于他强调“利用”二字，这也是他与心学分道扬镳，而更多地被评价为实

学学者的原因。所谓心学到实学的转换，换言之就是从强调正德到强调利用的认识论

转换，通过认识论的转换，使思维与经验世界更加贴近。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毋庸置疑的是，星湖李瀷是在继承退溪思想上发展起来的。

李相虎在他的论文中对这一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并以郑逑对《心经附注》解释和

李万敷对四端七情论的解释为中心，对退溪心学到星湖学转变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中展

现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作者指出李瀷的《心经附注》是以郑逑的《心经发挥》中表露的主要观点为基础

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说，李瀷通过对郑逑思想的继承，间接地继承了退溪的思想。另

外，李瀷和退溪思想的这种关系也可以从李万敷那里得到认证，后者将李瀷的四端七

情论归类为西厓派。

李万敷在其论述中肯定了李瀷以“性发为情”为基础提出的“理之发”，并从一性二情

的角度，再次承认了李瀷所论述的“四端和七情相互对应的关系”。由此看见无论是在

私交还是在学术上，李瀷和李万敷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作者认为李瀷与退溪

思想的继承关系不仅仅是经由郑逑和许穆实现的，而且有可能是经由西厓派学者李万

敷实现的。该论文的这种提法具有很大的学术参考意义。

郑 焘 源 的 《 近 畿 南 人 学 统 的 重 新 探 讨 :

是对道统还是形而上学的继承？》一文也是对星湖学派学统的考察，但是它与上文李

相虎的观点大相径庭。该文指出，一般而言，近畿南人对退溪思想的继承应该遵循以

下路径，即是从退溪到寒冈郑逑、然后到眉叟许穆、再到星湖学派依次传承的过程。

作者在探讨中发现，退溪思想传承的路径其实应该有两条——经由寒冈郑逑到眉叟许

穆的主要传承路径和经由旅轩张显光到白湖尹鑴的次要的传承路径，二者都最终指向

了星湖学派。继而作者从朱子学“道统”的视角出发探究发现，关于“近畿南人思想传

承于退溪学统”的传统看法还有待商榷。既然这种看法尚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以这

种错误看法为依据的、具有反朱子学或脱朱子学特点的实学，就与以近畿南人学统的

思想为依据而建立的学统或道统理念之间相互矛盾。因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对以下

这种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即不考虑人物具体的思想内涵及其哲学或思想历史，只是一

味地根据历史上形成的哲学派别或体系来对人物进行评价的做法。

作者在文中进一步反诘，“这种借用学统或道统理念，而试图将‘从近畿南人到星湖

学派’的流派统一起来的这种设想在现实中真的是可操作的吗？”如果说道统或学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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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对心学继承问题的探讨，只有充分证实从退溪到星湖心学流派的发展情况，我

们才可以将星湖学派归纳为近畿退溪学派。这种看法与《韩国实学研究》上刊载的“

重新讨论心学和实学”一文是相辅相成的。

就文章的研究结果来看，作者认为寒冈的思想其实与南明心学更接近，而不是退

溪心学；而旅轩则可被称作是自立一派；白湖和眉叟则更多的受到了其师兄旅轩的影

响。作者还将旅轩“一原经纬”的说法评价为是判断性发为情命题下四七论的标准，也

是建立他个人理气论的根本。

因此，作者总结道，近畿南人流派的思想先后只是受到了南明思想、寒冈、独立

学派旅轩、以及受旅轩理学影响的白湖和眉叟的影响，与道学流派毫无关系。这种主

张与前文李相虎的说法有天壤之别。

与这种主张类似，郑焘源在他的另一篇论文《星湖李瀷对退溪的理解和学派分类
：星湖和近畿南人学问间的临界点以及与“道东”论的分离》中通过对《道东录》的分

析，探讨了李瀷思想所具有的特征。

他认为在对星湖思想进行归纳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它与近畿南人一般特征之间

的相似性，但我们却很难看出它与正统的退溪学体系存在联系。另外星湖思想的归结

与星湖自身建立的学术目标相互矛盾。星湖将退溪思想作为其治学的基础，同时也强

调他与近畿南人学派代表人物眉叟之间的关系，并且，他在编纂退溪著作的过程中，

试图将自己定位为退溪学派的私淑者。星湖的这种主张后来经由樊岩蔡济恭得以体系

化，但是因为其自身融合了党派、地缘、血缘色彩和学缘色彩，使他难以实现构建思

想时所提出的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星湖学派开始否认他们与退溪学派的关系，这

种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四七新编中发》中，也体现在当左右派就退溪思想解读进行

争论时，他始终保持的沉默态度中。另外，如果参考星湖对退溪思想解读的代表著作

《道东录》、《四七新篇》、《李子粹語》等，我们也可以发现星湖思想的这一变化

特征。如果说《李子粹語》准确反映了正宗的退溪学体系，那么《道东录》则是星湖

的原创性著作，它反映了星湖在《四七新编中发》和《星湖史说》中提到的星湖自身

的哲学思想。由此可见，星湖以退溪为思想源泉的最初主张与它在实践中实行的自我

启发的主张之间是相互分离的。

《李子粹語》如实地反映了星湖自称其为退溪思想私淑者的内容。但是该书却并

不是星湖或者星湖左派编写的，而是以顺庵为代表的右派编写的。顺庵几乎参与了《

李子粹語》编写的全部过程，他甚至亲自对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校对。这使得道东所自

称的《道东录》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在星湖去世之后，贞山曾以私人收藏为借口抄

写了星湖的原著，这一举动体现了双方在学术上明显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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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庵在成为星湖门下弟子之前就已经大致完成了对自己思想体系的构建，与主张

通过阅读退溪正宗的著作来实现“自得”的星湖相反，他主张“谨守规矩”。后期的星湖

学派认为，与以邵南、顺庵等星湖右派的主张不同，星湖所重视的学风是“自得”。星

湖既主张对道统进行继承，也强调学问中的“自得”。这应当归咎于他同时受到了道学

和实学的影响。星湖思想的这种特点影响了后来的星湖学派，即右派强调星湖思想中

道统的重要性，而左派则更重视实学思想。星湖思想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日后星湖学派

的分裂，这体现了 18世纪以来朝鲜朱子学脱道学化的特点。

金善熙的论文《身体性、实践性、日常性、公共性：星湖李瀷上的心学》集中研

究了李瀷的心学思想。论文开篇指出心学作为儒学传统的一部分，它也探讨了宇宙中

人的地位以及人作为宇宙存在的一部分，如何对道德进行实践。从这一点上来看，它

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修养论等理论复杂地交织融合在一起。不同时代的学

者们以不同地方式研究着心学，其中有阳明心学、朱子心学、退溪心学以及星湖心学

。与前两篇论文不同的是，金善熙的这篇论文集中于对星湖心学的研究，并没有涉及

对星湖思想继承性问题的探讨。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这篇论文也是对李瀷心学的直

接探讨，所以有必要在评论这篇论文时，把它和前两篇论文结合在一起讨论。

该论文试图探究作为心学的星湖哲学的理论内涵及思想目标。作者认为星湖心学

并不是探讨形而上学的根源性、对宇宙的包容性、价值认识及时性内容，而是讨论自

觉、思考、判断、道德的实践等如何逐渐分化为认识和道德实践二者的过程。因此，

作者指出星湖心学将讨论的中心由形而上学的、理念的“性”转移到了涵盖物理基础和

具体作为方式的具体的“心”。

因此，将这种评价与郑焘源论文中所主张的心学进行对比分析，笔者认为，郑焘
源认为从退溪到星湖，道统和学统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如果能够发现星湖心学的学问

特征，就可以在此基础了解到退溪学统和心学的意义是如何被继承、变通以及发展为

实学思想的。

探讨实学经学思想的论文共有 9篇，其中林玉均的论文比较了韩国茶山与中日其

他学者对论语的不同解读。这类型的研究有助于从全局的视角把握东亚儒学的发展情

况，因此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

5. 评价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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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2014年实学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和连续性的

特点，研究涉及了从经学和哲学思想到以政治、经济为内容的经世论等各个领域。我

们可以乐观地判断未来实学研究有期望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实现更大的学术成果。在

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对星湖学派学问定性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韩国国内对实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对朝鲜后期新思潮进

行定性的水平。即便如此，韩国实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只有对实学思想

和现有的性理学、近代思想进行比较，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为其定性。其次，在分门

别类对各个思想家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应当尝试将他们的研究综合起来进行总体性探

索。最后，笔者期望未来实学的研究能够与经济、艺术等各个领域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