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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論文綜合分析了2015年韓國學術界有關中國朱子學的研究成果、索

引對象主要是收錄於韓國研究財團選定的登載集、後補登載集中的論

文(KCI)以及各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出處是韓國教育學術情報院學術

研究信息系統(RISS)與韓國研究情報系統(KISS)。

調查方法如下：

第一：按人物進行分類、按照時間順序調查、整理了有關北宋性

理學者邵雍(康節、1011-1077)、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

川、1033-1107)以及南宋性理學家李侗(延平、1093-1163)、朱熹(晦

庵,1130-1085)的論文。

第二：按照主題分類、從1)經學(易學, 禮學)、2)理氣論、3)倫理、

修養論、4)認識論、5)比較、6)其它等方面進行了整理。

第三：選出所有論文中值得關注的部分論文、對其進行介紹與批

評。

第四：評價此階段的研究成果、並展望未來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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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類

此部分主要調查整理了有關北宋性理學者邵雍(康節、1011-1077)、

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川、1033-1107)以及南宋性理學家

李侗(延平、1093-1163)、朱熹(晦庵,1130-1085)的39篇論文。

關於邵雍和程顥的論文各有2篇；關於程頤的論文共2篇、一篇博

士論文、一篇一般論文；關於李侗、有1篇一般論文；關於朱熹的論

文最多、共32篇、其中、一般論文31篇、博士學問論文1篇。

1) 邵雍(康節, 1011~1077, 一般論文2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Cho, Hie Young
邵康節的易數論如何構成？ = 
How did Shao-Yong`s Number 
of I-Ching organized?

哲學論叢, 
Vol.81, [KCI
登載] 

新韓哲學會

2 Cho. Hie Young

《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
代先天易學家的觀點而言—= 
Philosophy : Implication of 
Risu(理數)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 -with 
Song Dynasty`s a scholar of 
Sun-Chun-Yeok-Hak(先天易學) 
as the central figure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7,[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邵雍的論文主要是關於象數易學的論文、主要探討了易數論的構

成與理數的含義。2014年雖無相關研究、但2015年發表了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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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顥(明道, 1032~1085, 一般論文2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Kil-Su

程明道的”仁說“研究 (I) = A Study 
on the Ren(Benevolence) Theory 
of ChengMingDao (I) - Centering 
on i t s  Cosmolog ica l  and 
Ontological meanings

陽明學Vol.- 
No.41, [KCI
登載] 

韓國陽明學會

2 Lee, Hyun-Sun

程顥的哲學與明代儒學脫朱子學
的傾向 = Cheng Hao's Philosophy 
and the anti-trend of the Chu-
tzu's doctrine in Confucianism of 
Ming-Dynasty

陽 明 學 V o l . - 
No.42,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關於程顥的論文從2014年的3篇減少到2015年的2篇。

3) 程頤(伊川, 1033~1107, 一般論文1篇, 學位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Ho Suk

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
究 =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Philosophy of Cheng 
Yichuan

[國內博士] 大邱韓醫大學 
大學院[2015] 

2 Lee, Jung 
Hwan

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
二程四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
詮釋的意義=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 (Cheng Xue 程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

東 洋 學 , 
Vol.60,KCI登載  

檀國大學東洋
學研究院

關於程伊川的論文、2014年雖1篇也沒有、但2015年共2篇、一篇

博士論文、1篇一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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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侗(延平, 1093~1163,一般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Seung-
yeon

李侗功夫論的時代性含義= 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Li-Dong(李侗)'s Kongfu-Theory(工
夫論)

韓 國 學 論 集 , 
Vol.61, .[KCI登
載]  

啟明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關於李侗的論文、2014年1篇都沒有、2015年有1篇。

5) 朱熹(晦庵,1130~1200, 一般論文31篇, 博士論文1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Kyun, Sang 
Woo

朱子學與伊斯蘭相互文化哲學的接
近—以以儒詮回，以回補儒，回儒
共明爲中心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3,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2 Kim, Kyung 
Soo

通過天人論比較崔漢琦與朱熹的普
遍性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i 
Han-ki and Zhu Xi "s Universality 
examin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Cheonin

韓 國 學 研 究 ，
Vol.54，[KCI登
載] 

高麗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3 Kim, Sea 
Jeong 

朱 熹 哲 學 思 想 的 生 態 論 特 征  =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Zhu 
Xi`s Philosophy

東西哲學研究, 
Vol.77, .[KCI登
載]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4 Kim, Won 
Hee  

朱熹與李珥的鬼神祭祀觀 = Zhu 
Xi`s and Lee Yi`s Views on 
Ghosts(Ancestors) and Ancestral 
Rites

栗谷思想研究, 
Vol.31, .[KCI登
載候補] 

栗谷研究院

5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的改革論= 
Zhu Xi`s Zhao-Mu Theory and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大東文化硏究, 
Vol.92, .[KCI登
載] 

大東文化研究
會

6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廟數論與宗廟制的改革論
= Zhu Xi`s Theory of Ancestral 
Table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東 方 學 志 , 
Vol.172, .[KCI登
載]  

延世大學國學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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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7 Noh, Young-
Sil

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
問題=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

道 德 敎 育 硏
究, Vol.27 No.2, 

.[KCI登載]  

韓國道德教育
學會

8 Park, Dong In 朱熹的自我觀與生死觀 
東 洋 哲 學 , 
Vol.44, [KCI登
載候補]

東洋哲學會

9 Bang, Hyun 
Joo 

朱熹的太極形而上學與氣傳承= A 
Study on Zhu-Xi's Metaphysics of 
Taiji(太極) and It's Transition

[國內博士]  建國大學 大學
院,[2015]

10 Byun, Hee-
Wook

大慧的“看話”與朱熹“格物”的哲學
差異=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a-hui's K'an-hua and 
Zhu-xi's Ko-wo : “The Resolute 
Willingness” or “the Elaborate 
Learning”

韓 國 禪 學 , 
Vol.42,[KCI登
載]  

韓國禪學會

11 Seong, Hyun-
Chang

朱熹對顔回的理解 = Zhuxi"s 
interpretation of Yanhui

哲 學 論 叢 , 
Vol.82,[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12 Soh, Jean 
Hyoung

關於朱熹“極”解釋中出現的道
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Division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ji (極)

韓 國  政 治  硏
究 ,  V o l . 2 4 
No.3,[KCI登載]  

首爾大學韓國
政治研究所

13 Shin, Myong 
Jong

有 關 朱 子 與 茶 山 筮 法 的 比 較 研
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vining Method of Zhu Xi(朱
熹) and Dasan(茶山): Focusing 
on the Probability when making 
divination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退 溪 學 報 , 
Vol.138, .[KCI登
載] 

退溪學研究院

14 Shin, Jeong 
Keun

中國哲學:對於朱子之“仁”與“知”的
解法—以“愚仁者”的問題爲中心—
= Zhuxi` solution to the relation 
of Ren(仁) and Zhi(知)

東洋哲學硏究, 
Vol.81,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15 Ahn, Young 
Seok  

朱子與陽明的道德教育論研究 = 
A Study on Zhu-xi`s and Yang-
ming`s Moral Education

儒 學 硏 究 , 
Vol.32 ,[KCI登
載]  

忠南大學儒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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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6 Yun, Jea Hum 朱熹讀書論研究
中 國 學 報 , 
Vol.72 , [KCI登
載]  

韓國中國學會

17 Lee, Sang 
Don

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 
= Chu z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
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殊)

韓國哲學論叢, 
Vol.44, .[KCI登
載]  

韓國哲學史研
究會

18 Lee, Seung-
Yeon

朱子教育思想的現代解讀= Modern 
Reading of the Juja's Educational 
Thoughts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1,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19 Yi, Jong Woo

孟 子 的 是 非 之 心 ， 智 = 善 的 意
義—以朱熹與王守仁的解釋爲中
心—= Mind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nd Knowledge 
of Epistemology are Good 
in Mencius:  The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and 
Wang Shuiren

孔子學, Vol.29 
.[KCI登載]  韓國孔子學會

20
Lee, Jung 
Sang, 
Kim, Jong Du

對養生中呼吸法的考察—以胎息
法及對朱子“調息箴”的收容爲中
心 = Culture : Consideration of 
breathing in curing(Yang-Seng) - 
Focusing on the acceptance of 
Taesikbeop and Zhu Xi`s Jou-Sic-
Jam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9, .[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21 Lee, Cheon 
Sung

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
德規範 = 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22 Lim, 
Byeongsik

朱 子 如 何 克 服 面 對 死 亡 的 不 安 
= How Zhu Xi' overcome The 
Anxiety of Death?

東 洋 哲 學 , 
Vol.43,[KCI登載
候補] 

東洋哲學會

23 Byoung 
Ok Jeon

通 過 對 “ 絜 矩 之 道 ” 的 解 釋 看
朱 子 的 共 同 體 倫 理 = Z h u x i ` s 
Community Ethics viewed from 
His Interpretaion of Xie ju zhi 
dao(The Way of Measuring 
Square)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24 Jung, Sang 
Bong

讀《天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
解釋》(楊利華敎授)

韓中人文學論
壇發表論文集, 
Vol.2015 No.10, 
[2015]

韓中人文學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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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25 Jung, Yeong 
Keun 

朱 熹 的 職 業 思 想  =  Z h u X i ` s 
Thoughts on Occupation

韓國思想與 文
化, Vol.80,[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26 Jeong, Woo 
Rak

朱子詩的文化受容與文化應用—
以《觀書有感》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Application of Poetry 
by Zhu Xi -With a focus on 
<Thoughts from Reading(觀書有
感)>-

退溪學與儒教
文化, Vo l .57 , 
.[KCI登載] 

慶北大學退溪
研究所

27 Chin, Hyung 
Joon 

二元論語一元論: 西方二元論語
朱子學一元論的比較 = Resume : 
Unicisme et dualisme

佛 語 佛 文 學
硏究, Vol.101, 

.[KCI登載]  

韓國佛語佛文
學會

28 Han, Sang In

具有教育意義之人間像的君子研
究—以朱子對“君子時中”的理
解爲中心= A Study of Gunja (君
子) as an Image of Educational 
Person: Focused on 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Gunja Sijung 
(君子時中)

教 育 哲 學 研
究, Vol.37 No.1, 

.[KCI登載]  

韓國教育哲學
學會

29 Han, Seung Il 

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
朱熹的“格物致知”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

人 文 學 研 究 , 
Vol.50, .[KCI登
載] 

朝鮮大學人文
學研究所

30 Han, Ja 
Kyuong

未發知覺意味研究—兼論目前韓國
關於'未發'的爭論 

哲學, Vol.123, 
[KCI登載] 韓國哲學會

31 Hwang, 
In Suk 朱熹的自然主義道德觀探討 社會科學教育, 

Vol.18, .   

首爾大學綜合
教育研究院 社
會科學研究所

32 Hwang, 
Jee-Won 

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於《孟
子 》 解 釋 的 差 異 與 其 哲 學 史 意
義 =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Exegetics in Han dynasty and 
Zhu-Xi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of Mengzi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focused 
on Zhao-Qi's Mengzizhangju and 
Zhu-Xi's Mengzijizhu

東 亞 人 文 學 
Vol.31, .[KCI登
載]

東亞人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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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朱熹的論文共計33篇、其中、一般論文32篇、博士學位論文

1篇。關於朱熹的論文居絕大多數、稱其在中國性理學論文中占有壓

倒之勢、也絕非妄言。論文主題也豐富多樣、遍布經學、易學、經

世論、理氣論、認識論、比較、其他等領域、其中、最多的是倫理

修養論部分及認識論經學理氣論等。在將其他對象與朱熹進行比較

的論文中、不僅有朱熹與佛教的比較、與王陽明的比較、與朝鮮儒

學者的比較、還有與西方一元論、政治哲學的比較、甚至還有與伊斯

蘭文化的接近與比較。還出現了既存研究中比較罕見的關於朱熹生

死觀、職業觀等的眾多論文。不僅如此、還有很多關於朱熹的立意

新穎的論文從全新的角度透析了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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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主題分類

本部分分爲1)經學[易學, 禮學], 2)理氣論, 3)倫理·修養論, 4)認識論, 5)

比較, 6)其他等方面、其中經學[易學,禮學]方面論文5篇、理氣論方面4

篇、倫理·修養論方面13篇、認識論方面7篇、比較5篇、其他方面5

篇。

眾多論文的主題新穎、各具特色、範圍上難以找出一個“公分

母”、但卻出現了很多結合現代社會的現狀、基於未見於既存研究中

的問題意識而撰寫的主題豐富多樣的論文、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1) 經學[易學，禮學](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Kim, Jeong 
Shin 

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改革論 = 
Zhu Xi`s Zhao-Mu Theory and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大東文化硏究, 
Vol.92, .[KCI登
載] 

成均館大學大
同文化研究院

2 Kim, Jeong 
Shin

朱 熹 的 廟 數 論 與 宗 廟 制 改 革 論 
= Zhu Xi`s Theory of Ancestral 
Table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ystem

東 方 學 志 , 
Vol.172, .[KCI登
載]  

延世大學國學
研究所

3 Cho, Hie 
Young

邵康節的易數論如何構成？ = How 
did Shao-Yong`s Number of 
I-Ching organized?

哲 學 論 叢 , 
Vol.81,[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4 Cho, Hie 
Young

《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代先天
易學家的觀點而言—=Philosophy 
:  Impl icat ion of  R isu(理數)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Changes(周易)』 -with Song 
Dynasty`s a scholar of Sun-Chun-
Yeok-Hak(先天易學) as the central 
figure

韓國思想與文
化, Vol.77, .[KCI
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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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5 Hwang, 
Jee-Won 

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於《孟
子》解釋的差異與其哲學史意義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Exegetics in Han dynasty and 
Zhu-Xi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of Mengzi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focused 
on Zhao-Qi's Mengzizhangju and 
Zhu-Xi's Mengzijizhu

東 亞 人 文 學 , 
Vol.31, .[KCI등
재] 

東亞人文學會

關於經學的論文分爲易學和禮學兩部分、其中、禮學部分有Kim, 

Jeong Shin 的《朱熹的昭穆論與宗廟制改革論》與《朱熹的廟數論與

宗廟制改革論》2篇；易學部分有Cho,Hie Young的《邵康節的易數論

如何構成？》與《<周易>中數理的含義—就宋代先天易學家的觀點

而言—》2篇、以及Hwang, Jee-Won的《漢代訓詁學與宋代朱子學對

於<孟子>解釋的差異與其哲學史意義》。

2) 理氣論(4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Park, Ho Suk

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
究 = 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Philosophy of Cheng 
Yichuan

[國內博士] 大邱韓醫大學 
大學院,[2015] 

2 Soh, an 
Hyoung

關 於 朱 熹 “ 極 ” 解 釋 中 出 現 的 道
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Division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ji (極)

韓 國  政 治  硏
究, Vol.24 No.3, 

.[KCI登載]  

首爾大學韓國
政治研究所

3 Bang, Hyun 
Joo

朱熹的太極形而上學與氣傳承   = A 
Study on Zhu-Xi's Metaphysics of 
Taiji(太極) and It's Transition

[國內博士]  建國大學 大學
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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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4 Jung, Sang 
Bong

讀《天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
解釋》(楊利華教授)

韓中人文學論
壇發表論文集, 
Vol.2015 No.10

韓中人文學論
壇

有關理氣論的論文共4篇、其中、包括Jung, Sang Bong的《讀<天

理的含義：朱子天理觀的再解釋>(楊利華教授)》、Soh, an Hyoung的

《關於朱熹“極”解釋中出現的道德與政治能否分離的理論考察》及

Park, Ho Suk的《關於程伊川“理”哲學理論體系的硏究》等。

3) 倫理·修養論(13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Seung-
yeon

李侗功夫論的時代性含義 = 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Li-Dong(李侗)'s Kongfu-Theory(工
夫論)

韓 國 學 論 集 , 
Vol.61, .[KCI登
載]   

啟明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2 Jeon,  Byung 
Wook

通過對“絜矩之道”的解釋看朱子的
共同體倫理 = Zhuxi`s Community 
E t h i c s  v i e w e d  f r o m  H i s 
Interpretaion of Xie ju zhi dao(The 
Way of Measuring Square)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3 Park, Kil-Su

 程明道的“仁說”研究 (I) = A Study 
on the Ren(Benevolence) Theory 
of ChengMingDao (I) - Centering 
o n  i t s  C o s m o l o g i c a l  a n d 
Ontological meanings

陽明學, Vo l . - 
No.41,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4 Shin, Jeong 
Keun

中國哲學:對於朱子之“仁”與“知”的
解法—以“愚仁者”的問題爲中心 = 
Zhuxi` solution to the relation of 
Ren(仁) and Zhi(知)

東洋哲學硏究, 
Vol.81,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5 Lee, Cheon 
Sung

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
德規範 = 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

東洋哲學硏究, 
Vol.83, .[KCI登
載]  

東洋哲學研究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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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6 Yi, Jong Woo

孟 子 的 是 非 之 心 ， 智 = 善 的 意
義 — 以 朱 熹 與 王 守 仁 的 解 釋 爲
中心 = Mind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nd Knowledge 
of Epistemology are Good 
in Menc ius:  The Focus o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 and Wang 
Shuiren

孔子學, Vol.29, 
[KCI登載]  韓國孔子學會

7 Lee, Tchi Eok

關於宋代性理學家仁思想的小考
= A Brief Review on Benevolence 
of Neo Confucian Scholars during 
Song dynasty

國 學 研 究 , 
Vol.28 , .[KCI登
載] 

  韓國國學振興
院

8 Park,  Dong 
In 朱熹的自我觀與生死觀 

東 洋 哲 學 , 
Vol.44 , .[KCI登
載候補]

韓國東洋哲學
會

9 Yun, Jea 
Hum 朱熹讀書論研究

中 國 學 報 , 
Vol.72, .[KCI登
載] 

韓國中國學會

10 Lee, 
SeungYeon

朱 子 教 育 思 想 的 現 代 解 讀  = 
Modern Reading of the Juja's 
Educational Thoughts

社會思想與文
化, Vol.18 No.1, 

.[KCI登載] 

東洋社會思想
學會

11 Hwang, 
In Suk 朱熹的自然主義道德觀探討 社會科學教育, 

Vol.18, 

首爾大學綜合
教育研究院 社
會科學研究所

12
Lee, Jung 
Sang / Kim,  
Jong Du

對養生中呼吸法的考察—以胎息
法及對朱子“調息箴”的收容爲中
心 = Culture : Consideration of 
breathing in curing(Yang-Seng) - 
Focusing on the acceptance of 
Taesikbeop and Zhu Xi`s Jou-Sic-
Jam

韓 國 思 想 과 
文化, Vol.79 , 
.[KCI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13 Lim,  
Byeongsik

朱子如何克服面對死亡的不安？ 
= How Zhu Xi' overcome The 
Anxiety of Death?

東 洋 哲 學 , 
Vol.43,[KCI登載
候補] 

韓國東洋哲學
會

關於倫理·修養論的論文共13篇、在按主題分類部分中所占比重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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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論(7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Lee, Jung 
Hwan  

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
二程四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
詮釋的意義 =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 (Cheng Xue 程
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

東洋學, Vol.60 , 
.[KCI登載]  

檀國大學東洋
學研究院

2 Noh, Young-
Sil 

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
問題 =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

道 德 敎 育 硏
究, Vol.27 No.2, 

.[KCI登載]  

韓國道德教育
學會

3 Byun, Hee-
Wook

大慧的“看話”與朱熹“格物”的哲學
差異 =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a-hui's K'an-hua and 
Zhu-xi's Ko-wo : “The Resolute 
Willingness” or “the Elaborate 
Learning”

韓 國 禪 學 , 
Vol.42 , .[KCI등
재]  

韓國禪學會

4 Lee, Sang 
Don

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 
= Chu z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
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殊)

韓國哲學論叢, 
Vol.44,[KCI登
載]  

韓國哲學史研
究會

5 Han,  
Seung Il 

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
朱熹的“格物致知”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

人 文 學 研 究 , 
Vol.50,[KCI登
載] 

朝鮮大學人文
學研究所

6 Kim, Woo 
Hyung 

從道德認識論的觀點看“智”與“知
覺”問題—性理學中關於“智"德之兩
種立場的現代解釋 = Problematics 
o f  J i  (智) and J igak (知覺)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pistemology: Modern 
Interpretat ion of  the Two 
Positions in Seongnihak (性理學) 
in relation to Intellectual Virtue

東西哲學研究, 
Vol.75 , .[KCI등
재]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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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7 Han, 
Ja-Kyoung 

未發知覺意味研究 兼論目前韓國關
於'未發'的爭論 –

哲學, Vol.123 , 
.[KCI登載]  韓國哲學會

5) 比較(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Shin, Myong 
Jong 

有 關 朱 子 與 茶 山 筮 法 的 比 較 研
究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vining Method of Zhu Xi(朱
熹) and Dasan(茶山): Focusing 
on the Probability when making 
divination with the Book of 
Changes

退 溪 學 報 , 
Vol.138 , .[KCI
登載] 

退溪研究院

2 Ahn, Young 
Seok  

 朱子與陽明的道德教育論研究  = 
A Study on Zhu-xi`s and Yang-
ming`s Moral Education

儒 學 硏 究 , 
Vol.32 , .[KCI登
載]  

忠南大學儒學
研究所

3 Chin, Hyung 
Joon 

二元論語一元論: 西方二元論語
朱子學一元論的比較= Resume : 
Unicisme et dualisme

佛語佛文學硏
究, Vol .101 , 

.[KCI登載]  

韓國佛語佛文
學會

4 Kim, Kyung-
soo

 通過天人論比較崔漢琦與朱熹的普
遍性 = Comparative study of Choi 
Han-ki and Zhu Xi "s Universality 
examin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Cheonin

韓 國 學 研 究 ，
V o l .54  N o .， 

.[KCI登載] 

高麗大學韓國
學研究所

5 Kim, Won 
Hee  

朱熹與李珥的鬼神祭祀觀 = Zhu 
Xi`s and Lee Yi`s Views on 
Ghosts(Ancestors) and Ancestral 
Rites

栗谷思想研究, 
Vol.31 , .[KCI登
載候補] 

栗谷研究院

6) 其它(5篇)

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1 Seong, Hyun-
Chang

朱熹對顔回的理解 = Zhux i"s 
interpretation of Yanhui

哲 學 論 叢 , 
Vol.82 , .[KCI登
載]  

新韓哲學會

2 Jung, Yeong 
Keun

朱 熹 的 職 業 思 想  =  Z h u X i ` s 
Thoughts on Occupation

韓 國 思 想 與
文化, Vol.80 , 
.[KCI登載] 

韓國思想文化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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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著者 論文題目 期刊 發行機關名

3 Jeong, Woo 
Rak

朱子詩的文化受容與文化應用—
以《觀書有感》爲中心 =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Application of Poetry by 
Zhu Xi -With a focus on <Thoughts 
from Reading(觀書有感)>-

退 溪 學 與
儒 教 文 化 , 
Vol.57,[KCI登
載]  

慶北大學退溪
研究所

4 Lee, Hyun-
Sun

程顥的哲學與明代儒學脫朱子學的
傾向  = Cheng Hao's Philosophy 
and the anti-trend of the Chu-
tzu's doctrine in Confucianism of 
Ming-Dynasty

陽 明 學 V o l . - 
No.42, .[KCI登
載]  

韓國陽明學會

5 Kim, Sea 
Jeong  

朱 熹 哲 學 思 想 的 生 態 論 特 征  =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Zhu 
Xi`s Philosophy

東西哲學研究, 
Vol.77,[KCI登
載]   

韓國東西哲學
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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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論文分析與批評

1) 主要論文分析

1) Jeon, Byung Wook在《通過對“絜矩之道”的解釋看朱子的共同體

倫理》中、以兩種方式解釋了朱子的“絜矩之道”。其一是在揣測

他人之心時、應堅持公平的原則；其二是切實地把握他人之需、視人

如己、保證他人各得其所。這兩中立場都具備合理的論據、並且符合

“平天下”章的整體論旨。最後、我們得知絜矩之道必須綜合以上兩種

立場、也即是說、絜矩之道是指“在揣測他人之心時、要以自身之心

爲基准了解他人之心、把握他人所需、然後視他人如己、保證其各得

其所的方式”。Jeon,  Byung Wook指出、本文的首要任務是闡明以上

觀點。絜矩之道并不是通用於一切狀況的行爲規範、原則上說、絜矩

之道是在實現治國以後才要求的。所謂實現治國、是指所有人被爲政

者在家庭內部進行的道德實踐感化、從而自己也產生了試圖進行道德

生活的慾求。因此、以上所說“他人之心”是指獲得了試圖在家庭內

部進行道德實踐之欲求、與此相同、“自身之心”是指爲政者自身希

望能夠在家庭內部進行道德實踐之心。《大學》傳9章中的“恕”具

有獨特的意義、是爲政者能夠實現治國的內在條件、是爲政者試圖扮

演道德模範的姿態。本文的第二個任務是、揭明當爲政者通過“恕”

實現治國以後、才要求其實行絜矩之道這一事實。另外、本文中還說

明了君子爲了適時地履行絜矩之道、必須以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的道

德修養爲前提、並且說明了絜矩之道的具體適用對象是經濟問題和人

事問題這一事實。

2) Lee, Sang Don在《從理一分殊論看朱子的格物致知說》(Chu z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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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yifenshu (理一分

殊))中說道、格物致知的關鍵在於對“理”與“知”的理解、朱子

對“理”的理解在“理一分殊”中得到充分體現。“理一分殊”具

有社會倫理的脈絡、月印萬川的意義及渾然與粲然三個層面。萬物之

中普遍存在著一個理、進而呈現爲分殊之理；未發時渾然一體、進而

發顯爲已發的粲然條理。因此、居敬不僅局限於認識理的心理准備

階段、且即物窮理不同於科學知識探求。概而言之、科學知識是難

以通過朱子的格物致知而獲得的。因此、近代科學知識的產出不僅要

轉向認識主體、而且還要轉換對於自然界的存在論的理解、這可謂

是現代格物致知研究的新方向。

3)Lee, Jung Hwan的《程學傳統中的格物、致知、窮理—二程四

代初傳弟子的詮釋與朱子再詮釋的意義》 (Gewu 格物, Zhizhi 致知, 

and Xiongli 窮理 in the Cheng Learning(Cheng Xue 程學) Tradition ?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Representative Direct Disciple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Zhu Xi's Reinterpretation)一文、旨在探

討程伊川的四代初傳弟子—呂大臨, 楊時, 謝良佐,遊酢對於格物、致

知、窮理的解釋、由此積極地揭明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在程學傳統中

所具有的“革命性創新”的意義。筆者認爲、朱熹並未承認《大學》

在經傳中的權威、而是在假定格物致知部分已遺失的情況下、插入

了《格物補亡章》、並主張這一解釋是以二程對於格物致知的觀點爲

根據的。就學問的延續而言、直接求學於二程的四代初傳弟子是如

何解釋格物窮理？他們的觀點與朱子的解釋有何不同？本論文比較、

探討了諸文獻中二程四代初傳弟子對於格物、致知、窮理的解釋、

闡明道各種解釋雖然存在著儼然的不同、但在根本旨趣與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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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致的。也即是說、四代初傳弟子在解釋格物、致知、窮理時、

都基於“一理”與“合內外之道”、主張主體之本性與心的單一、普

遍之理依據天理自然發顯到外部對象的是單純地、內向的自覺與認

識。其中、相一致的內容在二程語錄中可以驗證。朱子則反對這種

徹底向內的傾向、把對外物對象的關注作爲格物致知的基本條件、

提出了對於格物、致知、窮理的全新解釋、由此試圖在二程的學問

傳統中重新確立起儒家最基本的學習方法(例如對儒家經傳的閱讀)。

4) Lee, Cheon Sung的《透過朱子的“仁說”看基於自然的道德規

範》(Morality of Nature based on Zhuxi`s Ren(仁)-theory)一文、立足於

“道德多元主義社會中、仁義禮智作爲儒家代表性的德目、能否仍然

在社會中作爲引領美好生活的指南或者超越其它德目而而成爲核心

價值？”這一問題意識而完成。爲了探明這一問題、有必要首先探討

一下朝鮮時期性理學家普遍認同的朱子學中有關“仁”的見解。朱子

有關“仁”的綜合、縝密分析、成爲了擴張與主體相關的性理學基

礎與儒學發展的契機。在基於自然性對道德本性進行省察這一層面、

把"仁"定義爲“心之德愛之理”是朱子學中對於人之本性、即對於人

性的代表性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元亨利貞這一自然界的變化一

樣、人的道德性也是基於自然所賦予的生命力的發顯。自然界所具有

的源源不斷創生萬物的生命力、在人而言、就是不忍人之痛這一最

初的感情。由此、確認了人類是能夠與天地相通的自然中的一部分。

其自然性在将元亨利貞與仁義禮智相對應的過程中得以明示、因而、

朱子主張“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心之綱”、同時把人的

道德性具體化、即仁義禮知。另外、朱子試圖明確代表愛的道德感

情及在日常中與本體相關聯的仁之精神、即試圖通過感情與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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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與差異、在人的心中確立起行爲的道德基准。這種思維一方面

奠定了儒學所追求的實現日常道德化的深層基礎、另一方面則成爲努

力追求涵養工夫的基石。如此、在基於自然性、追求日常道德化的朱

子學中、以仁義禮智爲代表的儒學道德條目、超越了強制性及實用

性、成爲本性的自然發顯。

以上簡練地整理了幾篇論文、雖然出發點各異、但對於自身主張

的論證都極具說服力。

2) 論文批判

1)Noh,Young-Sil的《從朱熹鬼神論的觀點看知行的乖離問題》(The 

Discrepa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u 

Hsi's Concept of Spirit)是一篇問題眾多的問題。在本論文中、筆者在缺

乏對朱子學基本理解的情況下、以教育學界某一特定集團對朱子學說

的歪曲理解爲基礎展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把理規定爲“邏

輯性原因”的部分。在朱子學中、通常認爲理是一切存在的實質性存

在基礎、是運動的主宰者。荒唐的是、本論文主張鬼神是“理”的代

行者、是引導人類存在合於理的勢力、進而主張鬼神是“氣”的代

行者、並且采取擬人化的手段、認爲鬼神即是理之能動性的發顯。因

而、暫且不看對於朱子學理解的深度、此文能否堪稱爲論文也值得商

榷。

2) Han, Seung Il的《對於認識主體之感情的研究—以朱熹的“格物

致知”爲中心》 (A study on the feelings as cognitive subject - Mainly Zhu 

Xi`s Theory of Gewuzhizhi(格物致知))一文也缺乏對於朱子學的基本理

解。其中、筆者將“情”成爲“感情”、因此、對於“無情者”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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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節出現的《大學》第四章、筆者解釋道"即使是無情者、也具有懼

怕百姓意志之情”。但依據常識、此時的“情”與“懼怕之情”並不

是相同的感情、而是“實情”、“事實”的意思。

此文從題目開始就犯了錯誤。在朱子學中、“性發爲情”的“情”

指的是心之作用的全體、其中包括了與“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

相同的“感情”、與“辭讓之心”相同的“意志”、判斷是非善惡的

“理性”等。認識主要屬於“知”的領域、但認爲感情是認識主體的

主張是極其荒唐的、且喜怒哀樂之情又怎能成爲“即物而窮其理”主

體？ 

對於朱子《中庸序》中的“或生或原”、筆者認爲：“根據對於

心之所從來的知覺、將心區分爲人心和道心。… 由於人之想法各異、

因此、如若認爲我之心出於性命、即使是人心、也與道心無異。”由

此主張可易知、筆者嚴重歪曲了朱子學的基本概念與基礎理論。另

外、就其“知之窮極即格物”這一主張而言、可知筆者連作爲研究對

象的“格物致知”的基本意義都未能准確把握。

論文中處處存在著未能論清楚的主張、對於作爲致知之內容的

“理氣不離不雜”的擴充說明也未闡釋清楚。另外、將“道心是知覺

道理底”錯誤理解爲“道心知道理之底”、使得本文的可信賴度大

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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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與展望

以上按照主題人物、主題分類整理了2015年韓國關於中國朱子學的論

文。2014年對所有的學位論文進行了整理、但2015則排除碩士論文、

僅以博士論文與一般期刊(KCI登載集、KCI登載候補集)爲對象進行了

整理。

第一、按照人物分類、整理了北宋時期的性理學家邵雍、程顥、

程頤及南宋的李侗、朱熹等5名儒學家。按人物分類中共計論文39

篇、其中一般論文38篇、博士學位論文1篇。具體來看、關於邵雍

的、程顥的論文中各有一般論文2篇；關於程頤的論文共2篇、其中

博士論文1篇、一般論文1篇；關於朱熹的論文最多、與其它人物相

比具有壓倒之勢、共計32篇、其中一般論文31篇、博士學位論文1篇。

與2014年相比、2015年出現了2014年未曾出現的關於邵雍與程

頤的論文、但卻沒有關於周敦頤、謝良佐、胡宏、陳德秀等人的論

文。2014年共計刊登期刊論文49篇、就按人物分類來看、關於周敦

頤的有3篇、張載的3篇、程顥的3篇、謝良左的1篇、胡宏的2篇、朱

熹的35篇、陳德秀的1篇；碩博士論文共計8篇(博士3篇、碩士5篇)、

其中6篇(博士2篇、碩士4篇)是關於朱熹的。

朱熹哲學經過朝鮮前期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關於朱熹

的論文在數量上占壓倒之勢也是理所當然的。但爲了真正理解朱熹、

理解構成朱熹思想之基礎的北宋性理學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所有論文

中、主要偏重於朱熹這一事實雖可理解、但似乎並非理想狀態。

第二、按照主題分類中、主要分爲1)經學(易學、禮學)、2)理氣

論、3)倫理、修養論、4)認識論、5)比較、6)其它等。2015年一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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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表的有關中國朱子學的論文共計40篇、其中、各類別的論文數

量爲經學(易學, 禮學)5篇、理氣論4篇、倫理、修養論13篇、認識論7

篇、比較類5篇、其它類5篇。而2014年則爲倫理、修養論16篇、理

氣心性論12篇、經學7篇、政治社會6篇、禮學3篇、其他類5篇。就

按照主題分類來看、2014年与2015年、關於倫理、修養論部分的論

文最多。

在按人物分類中、關於朱熹的論文占了絕大多數、而在按主題分

類中、關於倫理、修養論的部分占多數。這是韓國學術界的巨大研

究成果、期待日後研究者能夠基於這些深入的研究、創造出水平高

於中國的朱子學研究論文。

最後、期待能夠出現更多有深度的論文、挖掘既存研究中還未出

現的與朱子相關的學者、並與韓國社會接軌探究出更多豐富多彩的

主題。在現代社會重新詮釋朱子學意義重大、且是日後當行之路與目

標、這也必將是韓國學術界的新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