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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伏羲。終于朱子。

臣按。朱子之後。有眞德秀，許衡。以儒名世。而考其出處大節。似有可議。故
不敢收載。至於皇朝名臣。亦多潛心理學者。第未見可接道統正脈者。故亦不
敢錄。

臣按。朱子之後。得道統正脈者。無可的指之人。張南軒。與朱子爲道義之交。
有講論之功。蔡西山以下諸公。皆有得於朱子之學。故略著行迹如左



麗末。鄭夢周稍有儒者氣象。亦未能成就其學。迹其行事。不過爲忠臣而已。
客艴然曰。子以爲吾東數千載之閒。無一眞儒。何言之過高耶。主人笑曰。子
問我。我不敢不以正對。豈其樂爲過高之論耶。夫所謂眞儒者。進則行道於一
時。使斯民有熙皥之樂。退則垂敎於萬世。使學者得大寐之醒。進而無道可行。
退而無敎可垂。則雖謂之眞儒。吾不信也。箕子變夷之後。更無善治之可法。
則是進無行道者矣。東人所著之書。未見深明乎義理。則是退無垂敎者矣。吾
豈妄言以誣百代之人耶。

問。我朝學問。亦始於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然權近入學圖。似齟齬。鄭圃
隱號爲理學之祖。而以余觀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則道學。自趙靜
菴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樣已成矣。然退陶似遵行聖賢言語者。而不見其
有自見處。花潭則有所見。而見其一隅者也。



近觀整菴，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整菴最高。退
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菴花潭。多自得之味。
退溪多依樣之味。一從朱子之說



我國學問, 箕子時事, 無書籍難考。三國時, 天性雖
有粹美, 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雖爲學問, 只主詞
章。至麗末, 禹倬、鄭夢周後, 始知性理之學。及至
我世宗朝, 禮樂文物, 燠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
之次言之, 則以夢周爲東方理學之祖, 吉再學於夢
周, 金叔滋學於吉再, 金宗直學於叔滋, 金宏弼學於
宗直, 趙光祖學於宏弼, 自有源流也



YGCS 35:4a, 一以聖賢爲準則。敬義夾持。知行竝進。不
由師承。自得其妙

Namdang chip 34:24a, 栗谷先生不由師承。洞見道體。

Namdang chip 34:52a-b, 栗谷李文成公，尤菴宋文正公。
俱得朱子之統於五百餘載之後。爲東方萬世道學之宗。

Songja taejŏn 214:27a, 東方道統在石潭

Chonjae chip 25, Sŏ Kyŏngmong yogŏl hu, 栗谷先生繼孔
孟之道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