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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

朴榮雨

提　 　 要

《易經通注》作爲清廷第一部帝王學《易》學的教科書，並惟朱子學

是從。然而當其“道統”與“治統”融爲一體於致用之時，卻不無與朱子

《易》學理論和哲學立場有所出入、異同互存、貌同實異之處。如《通注》

對“天人”、對“法天”思想的强調、對君臣關係與君民關係以及“中正”

觀念的詮釋，都與朱子《易》學有所牴觸，此實爲彰顯帝王學《易》學的旨

趣所致。本文僅限於《通注》“元”的概念處理“法天”思想所蘊涵的哲

學義涵。

本文將帝王學分爲“爲己之學”型與“爲人之學”型，進而扣緊帝王學

與道統論的關係，分析《易經通注》帝王學《易》學的核心特徵，並與朱子

《易》學較其異同，依此凸顯《通注》帝王學《易》學對儒家道統觀的關係和

影響。

關鍵詞：《易經通注》　 順治　 道統　 治統　 朱熹　 帝王學　 《易》學　 王心

?　 !"#$%&'()*+,-")./*+01"234*56 ２０１８7 １０8 ２６9～２７
9:;<=>?“@ABCDEF?GH0I+J)K3L'———*5/MN?"2O
PQ0I”+J)K3L'RSTU?VPWXYZ。



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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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朱熹道統觀對清廷帝王學《易》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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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學完善了適合於專制統治的理論，之前作爲國學儒學這時作爲官

學實現了大成。雖然儒學之中本來也包含著對政治的限制和追求人性

解放的根據等，但至此它已成了國家學、帝王學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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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信奉的是儒家，而普通民衆則依存於道家……所以可以説政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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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奉儒家，而社會道德則道家爲尊。瑏瑠

�!ÛÜu56?xö)K，|¤³1!�==�<pw，!¯³1®ÙT。

xyUV*|，�|¤W�#D¿X�Y®m?�¿ª^Ì«ÜQ³ÄÜ。

xy?YZ<Ð£e(¾u×�?��)：

朱子學作爲官僚體制的骨幹，每一個官僚也都不得不像護身符一樣守

護它。朱子學本身此時已經教條化，不再作爲一門學問，而儼然成了一

種官僚宗教———這與孔子之於儒教一樣，朱子也被賦予了神格。由於

清代朱子學作爲學問追求純粹，甚至有著排除朱子之外的其他宋學的

動向，所以思想失去了原來的流動性，已完全陷入了一種没有偶像的偶

像崇拜之中。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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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經通注》在清廷奠定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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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術的分期説，複雜難梳，衆説紛紜，莫衷一是。然可舉諸如梁啓超

的四期説、傅斯年的五期説、胡適的二分説、錢穆的四個階段説、王國維

的清代學術三變説等説法。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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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

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内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絶

相類。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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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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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

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

解放焉不止矣。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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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１６５２年（順治九年）九月，順治帝福臨視察太學，親行兩跪六叩頭

大禮，祭奠孔子，並要求太學師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

治理。爾師生其勉之”瑏瑧他諭令全國奠孔讀經，編撰《資政要覽》、《範行

恒言》、《人臣儆心録》、《御定孝經注》、《御定道德經注》，頒行全國。福

臨還特别令人翻譯滿文五經、四書等儒家經典，督促貴族王公及其子弟

認真研習。他本人率先垂範，努力學習漢文，刻苦研讀甚至背誦先秦、兩

漢、唐宋時代的經典著述，吸納先進的漢族儒家文化，尤其注意正反兩

方面吸取漢族帝王的統治經驗。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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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易經通注》之帝王學《易》學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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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易經通注》對占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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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專言卜筮，其扼要在洗心退藏于密，聖人心易，不過附圖章以顯其

所爲通志、定業、斷疑。……《易》斟酌從違之理，使之吉則趨，凶則避不

至。有初而鮮終，故曰成天下之務，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

下至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歴不能紀。卦爻一設，便自統括无遺，故

曰冒如斯而已。不如斯，豈能已哉。惟《易》開物，故制爲卜筮，使之吉

凶曉然；惟《易》成務，故制爲卜筮，使之趨避劃然；惟《易》冒天下之道，

故制爲卜筮，使志業中之疑根无不豁然。必至疑根盡斷，通始真通，定始

真定。聖人功及天下如此。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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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v[\]》，R １５９。



Â4m，5678。《\]》��kÄ，/�/“�X�”pàÄÌ¡9³。«

�/Om£:�|pê《[》̄ ~�：“å;k�，《[》k<<ï!p�，AÃ�

p^I¡，�£(^=>。”瑐瑣#!?à�w，《\]》/�/Á《v[》��?�

·<¾5�@。�/pu^¿=“《[》�ï!p�”，<ïÑ&??。

!½，ÛÜA¯ÒB#XïCþu®5?“Xd”²>，4ÎÑDEF?¶

)Å+。jL´Xï²>u23?¶)ÅÆ*，�SG《v[》�Eu23?

E)ýþµ¶)ýþpuj�。

�/p[)�Hx6I_ù��)ã�1/e1³Y��?þm&?。瑐瑤

�/Á《v[》uÖ?kÄ，</JEuýÖÑ±<：

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

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説到那裏；若無那事，亦不説到那裏。《易》

則是個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説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

甚事，皆撞著也。瑐瑥

“KL%×”<¥j《v[》ªA“(¾pÕ”pXï�MY®5?ûN“d>”

ü“e>”。�/SG“KL%×”!?éÎ，±ææx[)MRO·ÅÆ，Yx

ÿ¶E)MRÿ·£-��P?QS。

ò�/p?，��gEp�?《v[》，/£RgEu23?ÅÆ，k<±

¡-。¾x"*u-，£RgE?STvþ,<“|�£×”，Y《v[》ìTp

“KL%×”。JE-“×”，《v[》à“³”。“×”u¥lÔ�·�×U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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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瑐瑥

,-)�，�./�0：《��,-》，. ４，R １６３２。
åVW¯?34，�//�)De(¾u×�?�¿#®?�þ<“ÇÈ;zÂ_”、“Ç
È<e”?e³��。EvÙEï�Yw，x*+?�¿²�<“�1”/“e1”�<=
Ú?¨þ。E!^+，J�»¼“e1”Ye(¾ì»“�1”，Y«£¼J¼ó6G¯
�¤³�，£�¿?Ì�#®!¯�x。VW¯：《�/?®MGñ：ùöe(¾}e"
2?34》（9:：ÖL·M�·�w(��N，２０１１7），R ４０７—４０８。�，VW¯：《ù
I³)/}e"2》（áX：1f5%ÝY，２００８ 7），R １５３。�，Þß\m：《J�/K
�》，R ３４。
,-)�，�./�0：《��,-》，. ４，R ８８５—８８６。



“³”u=lì�ææò“KL%×”Y0Xïl^£“�t¨þ”。Y“�t¨

þ”̂ “�t°Z”ÖGXïlú'，©<“KL%×”©[^“\�¨þ”?�

³]G6Xïlú'?�N“�t°Z”。Xïlì^!N“KL%×”，©X

ïu®p“�t°Z”，̂ _6E�u�1ø?¶î×õ*，å^`®�?Æ2

6£*。�©<�éö6ö�Qú?Xïl®p^õù£abü$5�¿Õ

¯u¤®?ó�cd（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ãuïm?“KL%×”̂ _6Xï

l¶Ã×õR，ù<òå“efgh”̈ þë^^_?。ip，�ì“Xï”Cþ

�0?“Xd”²>，�“e1”Uq�HØj�0�?¿Õ，�©<“$%”?

ykL�。�©<“lìH”?XïL�uo�?¶)ÅÆ。

¾?"u=，《v[》�E/JEpu^±<，©,x6“KL%×”�éÎ

R。Ì¾“《Xm》×?Ée，《[》ke^pÖ”瑐瑦u=，JE¾<《Xm》“�>

n×”�Yx¶î×õ*e3£³，《v[》ì#³YI£×，̂ _£³6¶

î×õ*Ê。�Ì<oQ5w,-)Du-?“efgh”pFä¨þ。�/

«¯'¯6¥“efgh”̈ þue3?koÆ2，©“ef^_”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rÃpqp?6。瑐瑧 ¾Ru´，��“̂ _”#

XïYZ，�/pu^¿=“X ��”à，�r6!��³。[<p\，�/

ÞÍ“Xï”x《v[》*¸±�º?nsÜÅ+。xJE*Ñ¹sM×，“�

1”̄ x9�ÖL?hh“×U”RtVÑ³Ñå?Ì1Ü，Yx《[》*Ñs

“Xï”，“e1”x“Hô”QúR!¯®m�ñ�H?Ì1Ü。��/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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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Ð�》cgu_，《Úv¡¾Î0》，（9:：*P�Q，２００２7），R ２６０９。
É6“ef^_”?³1，�ÝMS¾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 ｉｎ ２００３；Ｇｅｏｒｇ
Ｌａｋｏｆｆ ＆ 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牶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９；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Ｗｏｍｅｎ， ｆｉｒｅ，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牶 ｗｈ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牶 ｔｈｅ ｂｏｄｉｌ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Ｚｏｌｔｎ
Ｋｖｅｃｓ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牶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Åwx�5wef)?�~ãÃ-?,-²�/§ãkoÁ
�²³x��，�0«ÃúÈ�?×õµ5wÁ�¯u#�?5yL��þ。£*�5
Å���（ｉｍａｇｅ ｓｃｈｅｍａｓ）/éÎ%þ（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ｓ）?²³�þ<��?Ãz&
?34Z>。



1³!=l，v¯´Z�¿��?Ì«Üµ}eL�?Ì«Ü，º�±�。#

!�w，Xïx�/[)*u��?{�|±�}~ü��?。

《\]》456m�/��§¨?®Å+，ßnkR:k�/ÁX)u

_?zÆ。û《\]》4únjÁï!�U�?³1�§，Á《v[·#>_》

“<\H2��，1×Ñ�，�×w�，X×w�”�Ì，《\]》�：

既説心研慮，又豈待卜筮而知吉凶乎？天有風雨露雷之變化，人即有日

用酬酢之云爲。人有日向高明之吉事，天即有休徵滋至之禎祥，聖人于

變化云爲，一定之器，一比度而知其或吉或凶，何以銷弭，何以迎迓！于

變化云爲，未定之來，一考驗而知其有祥无祥，何以斡旋，何以敬奉！知

險知阻，所以知器知來，而孰非易簡之所爲哉！瑐瑨

《\]》ÁXï?å®ýU�?ÏI�·，=^��。�/�/�Xïÿ$?

³¿Ñu¡�，û《\]》���·，±M�� �<j?pkcd。�/ùm

�ijXïx《v[》���u)E�?®å¯。û4únjêÃ��“Ã

B¯?®m³'f��I，ìù±ÿï。”瑐瑩

ip，《\]》µ�/nkRÐ75XïÔ《v[》pko�$，Y=lÐÁ

Xï|³“n”U�、“��”U~，ì=^��，��Ã^《v[》k��A

“$%”、“Z%”、“&Â_p�”Yr5;�“�t°Z”，̂ 0ó�=��ì_

_��ó��±Ö?ó��þ（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Xïó�B(Ês�

�《v[》k�?&?，�[�96��。

ûk"���5�ì±�nj?Ã¸�$：=lå�“e1”éÎu±Ö

?ó�¯¬µ¼�R?�àÑA}e��R?Ã�。�/，ül£Re(¾，

�Î»½¬o�p'¬��，Yo�deìEÛ�ø©�；'lÔ�Ã�p

o�)，Ywl!<°ó���po�)。å�A#Xïu®?�ì“KL%

×”，x“e1”Uq*�ø�N}eÜÙ´¯，=lûE?�ø�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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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h^im：《v[\]》，R １８０。
,-)�，�./�0：《��,-》，. ５，R １６２７。



《\]》/�/p:x"Á“Xï”¶)?�·±<，m�¯<#Al��ÉÊ

²�k�kZ?。

　 　 （二）《易經通注》之存有形上學説

xyo�)[);<s�，Ôm�ÞÍ“ÄÂ”ÍÎ，Yã£·�2�“Â

)”ÍÎ，Y“Â)”?¨Rpqì^“è”?éÎ��ýþ��?�B“��”。

�±g�//ùISCu×�?“tm”éÎ��³)S�éÎ?ºÑ¨Rp

pq。�/[)/《\]》àIºÑp¨Rpqp���Ö±9³。

　 　 １． “元”概念

《[E\]》Á“è”��¨Rpq，<#è���p“�)”*ã£ÅÖY

�ù5�。“è”j�)*õ�Y5，ÔZ�xy@� o�)《[》)¡¢�

《\]》p¨Rkq：

四德尤莫大于元，真陽一點，不落五行、二氣之中。性命太和，包括其域。直

先聖人而立，生天生地之根，天下萬物從此托始。所以亨者天之發用，利者

天之成實，貞者天之歸結，无不本此一元。是元能統乎天德之始終也。瑑瑠

“è”<“����”，�¾“ ¡�”�，<m�r¢�?ºÑkq。“����”

p“�”，«ª±¯¼¥¾“ ¡�”�?;�“¼�”éÎ，Y“�”<;�“�

õ”?“B��”。�，“£|AÃY�”，ÿ�“ÖÂÖÚpp”。¤%²±j!

“�è”Y�£�，“è”�^“1Â)pþ�”。

¾Ru´，“è”<�¶¥�?¨Rpq，J<��，·Ñ“¤%Å�，Ô1

Â”?å¯。¾!��，xyx[)MR��s/'±<?)à。#6“è”<

“£|AÃ”，�ºÑ´?|�ÆY-，“èx|”Y“Ãxw”，u^8�ó�=

�?“AÃ”“(Ã”̂ Q“ÃÇ”x<¦Ä!“è”*u2+?�³，©<“Â

)”。xy“ÄÂ”§¨±Ñ“tm”éÎYÖ“è”，Ö=《\]》[à?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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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h^im：《v[\]》，R ９。



ÏIß±/��)<§。

　 　 ２． “人君法天，當法其元”

��xö@� o�)[)?《[E\]》x£¨Rpq?�þüýêÚ

Rm�ij“ÃÇÄÂ”?§¨，Y£ÄÂ?·�vÄì“Ä£è”。x《̈ 》d

p“ã�p1”ì�：

安貞何以得吉？有才而能斂藏，不露德深器厚，直與地之厚德載物同其

順承，故人君法天，當法其元，人臣法地，當法其貞。瑑瑡

《\]》!½u-p“è”³�<¨è，û£´jRY-，ì©ó¥“çè”YS。

《\]》úQ“̈ è”�“ÃÇÄÂ”p¨Rpq，ùú-“ÃÈÄ£¨è”p-?

¨RÆ+，Yû�“ÃÈÄÚ，«Ä£�”。《\]》Á“è”�!�ÏI，Ì/�

¾p“ç¨ß�”à¡�。瑑瑢“ç¨ß�”p�à，PªÈ_xv[“ºÑ”ÅÆR

^QxW«´ül×å´R，©ª/ÃÇ¡<?Å¬，�É�^F�m�。�

¾p��Í�，̄ êÈ_»ÇÈ;zÂ_pÅ¬，<¯/�/QùCu×�

?“ÇÈ;e”Í��¡。

û《\]》±ªã“è”��“çè”µ“̈ è”，“è”ÌgùCuñzp“t

m”�，æ¯<-�²A?ºÑpq，�!��È_l±®»“è”?ýþ，Y

æ¯Pª“�”?ý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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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h^im：《v[\]》，R １６。
x�¾p[)A�*´Q“ß�ç¨”ü“ç¨ß�”p,>½½�®。�?“ç¨ß�”
à，Á�¾pY-<·mO?¶)Å+。û¤]Å?<，�¾pf=á“ç¨ß�”pà，
û4Ñ´Â“è”p¨RkqÆ。±U�¾�Á“ç”/“è”?ÉÊ，£à�Ñ±�，Ñ¯
^“ç¨”�“[pè”，Ñ¯Ñ^“è”�“¤%pÅ”。�¾p：《v[V0》，《̈ ©[0》
（/9：̄ )R5%×ÂÑàÙÚ，１９８０7），R ５；R ７；R １５ m½。��“̈ pèu^/
ç<”pàÄ，<�，R ４２。Á“tm”�^“mÉ”Ip，ì/£“ç¨”µ“è”p¨Rkq
p“B�”Æ°ÑÁ�pÅ±。<�，R ５１７。�¾p±7uAp《v[a0》ì^“è�”
ñz“tm”。�¾p：《v[a0》（/9：²³%�5%R，１９７７7），R １３３。�à，“ç
Ñtm”pàÄ，?�¾p：《v[a0》，R １６６。û´xuAp《v[V0》，°±^“è
�”I“tm”，4±=á“çÑtm”pàÄ，<�]Ål。£à“̈ pè/ç<”ì�V
6《[E\]》pÍ�，ûç¨p:?�qÜY-，Ö±<6《\]》p=çà。



　 　 ３． “元，聖人體天之心”

《\]》u×�?¨RpqÔ�“è”，Y!“è”�µ<±��ù�A?1

��。ß�J?Üo<�¶Í�H?ºÑkq，Y<�“5”_zÆ，!Ì<�

6“p5´”l�=á?s�。《\]》Á“è”̂ “Â5”_zÆ，�Í�=Í=

Æ?�·。《\]》x《ç·"-》@(C“çè®b，Â_e4”�ìp_，�5

“è，Âp54”瑑瑣?�·：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

天之道，故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也。

#6x!½u-p“Âp5”Ô“AÃ�Âp5”，�!��ÃÇ¤“�Âp

5”，E�¸®<“AÃ”，·ì“Âp5”²#“�'”®ÃÇp5。xy\U

《\]》“è”éÎ，×¦x¸-Ñp“�5”éÎ。��1el^“�5”�G

“Âp5”，«¦Ä“è”p)¼ó。

!½Ñ_Ã]Åp¤�，©<R~“è”<“��”，Y!½ìà¾“5”。

^“�”/“5”;<ñz�¶“è”。¹E，��|_Ã±®±ÏI�ã“5”/

“�”<¡º��?¶)ä»。�<“5©�”éÎpuj�。“5©�”pä

»，H�“Ü©³”，��“5©³”，©óã£Í�y®6áT“�´”s�?�

Í�ÿ�WÙ。[káTÁ“5”?ñà：

由太虚，有天地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瑑瑤

áTfúI-“5©�”pà，ª#ÃpÜ/5xx6t¼p(½¾p*ßÑ

Om“�2”p9óYZ，�!，�¶“³¼/�”，�Y“³Ü/w¿”YZ?

“5”·�“�”uÀÁ?Üo。áT�Q“51Üv”pàÄ�：“51Ü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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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h^im：《v[\]》，R １３。
ðÂÃ�0：《áTÝ》（9:：*P�Q，２００８7），R ９。



4。Ñ¨ìÑ�，ÑÜìÑv。S6Üì?6v，S6vì?6�，̂ -Y�

4。”瑑瑥!½u-“S6Ü”“S6v”“S6�”m-Ä，xxTG6“�2”?S

®Üo。《\]》Á5?zÆ：“+«!5，KKÅÅ，Û©òYò©Û。”瑑瑦�Y

j《v[》pÍ�_ñz“5”pS®：

天地之理備於《易》，而《易》之理具於吾人之心。其動靜云爲之宰，妙乎

無聲無臭者，吾心之太極也。其幾動神發，順乎酬酢萬變之應者，吾心之

儀象卦爻也。其舉而措之事業，守之而貴，行之而利者，吾心之吉凶大業

也。圖畫之詳，形容此心之易簡，此心之用符合圖畫之精微，豈有間哉！

雖然學固，未有窮也。瑑瑧

《\]》ÁÃ5paÆu_pñà，ãÿ¶½¾p《[》³Ç3x�¶5päå

*。!5S¾^“tm”、“=C”、“{f�d”、“(}if�e”̂ ÈQ“×Â”

“(Â”p¨þòÉÖG。Y£#®|³ì“[`”、“%Ê”mS�“�t°

Z”。《\]》uè?“Ã5”̄ Ç3¾!Ë(?µ�，³óGö5w,-)p5

y�.?SÖUq。瑑瑨 fª《\]》�úI-Ô^“�”pS®�G?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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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ðÂÃ�0：《áTÝ》，R ３７４。
h^im：《v[\]》，R １７３。
<R]，R １９９。
åÄ¢¾（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Ã?³Ü<n6��nsYZ。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Ｗｏｍｅｎ，
Ｆｉｒｅ，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牶 ｗｈ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ｒｅｆａｃｅ”，ｐ．ｘｉｉ． ÛÜ?��EÌµu®?Å��
�?vÄ<É6ÛÜ¾!��_EÌÑÅÆ?ä»?Ã5。（“ｏｕｒ ｂｏｄｉｌ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ｕｓ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ｒ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ｈｏｗ 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Ä¢¾ÍÑ¥5É65wä»p{Nst，S¾§ã<��2s?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ã<Å�þ?（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ãÑ¬þÎso（ｇｅｓｔａｌ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ã
ÑÖõ²�?（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éÎ.1'_®5w-�，5w-�Ç301ä
»Í，ÅÆ´µ³ÜÍ。Ý?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Ｗｏｍｅｎ，Ｆｉｒｅ，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牶
ｐｐ．ｘｉｖ ｘｖ．ïa，Ä¢¾µlÏù=áÃ?5y²�òÄ6��stY¨Z。
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牶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６ １７．Ð}Ñ�（Ｋｖｅｃｓｅｓ）
Á§ãst*?“ä»2”̄ ¿?´Ò，Ｚｏｌｔｎ Ｋｖｅｃｓ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牶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１７ ３８．



ÿWÙà<“è”?S®，û《\]》!?ñàßúöTJÓÔ“�”x“è”?�

®ú¡。

²´“5©�”pñà<Á<Õ，jghRY-，ÍÑ“è”/“5”p:?

|xÜêÚ�ÑîÖx。¾《\]》u-，#“è”��“AÃ�Âp5”!?Í

Î�×，“è”|6“5”。¹E，���éÃ-ß·�çÃ5�.?deo±®

±»�AÃ?�1¼2，«j“è”Y�。mm>¯¾!，��Â_��1e

l?Jo，HÑ“e1”x�，�Ñ“�1”x5。UV*|pxy�¿d³Zð

Ú´Z£Ì1Ü。¤p，xyu×�?“�5”ÇP!�?�$，�Z�“�1”

/“e1”³Y��?��?1e��。

ªY，×ØA“è”éÎ^%¼Gxy�¿p´ÿ³ÄÜ，<×¼RòÙJ

o�Ãp“5”����ýþ�]，�<=ÍR?�]。/!¡Á，£¶ÍR?

���]，ül¤%¤×ppq，�¤oQ“tm”。《\]》Á《#>R》@f�

ð@AC“<\《[》Ñtm，<Ö=C，=CÖ��，��Öid”�"ñà：

是故《易》者，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而皆自有太極始。天下有洗心藏

密之理，闔闢无其機，變通无其緒，合天道民故，于神而明之之域，不得已

而名之曰太極。瑑瑩

“tm”Ñ“Ú5Û�p³”，<“ÜYIppH”。ù©à，=Íp5yå^L

�?¶ÍµÝ，<�¶ÍÜo?ºÑ¨þ，<��=Í5yp5wÁ�Y²#

Öøp?¶Í|³。/“è”��=ÍÜýþpq¡n，ïR£¿，îÑ£å。

　 　 ４． “大人即天”

《\]》ã��ó�=�?Ã/“Â”?ÉÊÁºx��，ÅÖó�=�x

“�è”Uq?·�vw。¤p，×Ø“(Ã”����³¨bñpÃ¬-�：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全體乾道，渾然無私，曾

７１《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瑑瑩 h^im：《v[\]》，R １６１。



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

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天地之間，未有之事，皆天地間本有之理。大人即

天，是以先天後天。瑒瑠

!�,¯?ó�=�，³�#Jo»。Bó�=�¤ÖG“è”p´ÞÜ，

xG¼¼�Uq*，©x·�¯K*，̂ ·�×õã£Sßmÿ¶½¾¤%

¤×pû%p*��î¼，ß�sîxÂ_àá��×õ*，Sß®âãä

。"*u-“|Â”/“wÂ”û¥“|6Â¯Yó”/“nó6Â¯Y�”。

�<ã��ó�=�p“(Ã”，«ú·�×U¤½³¯å¤æ?“*�”,]。

8m¼!×vÐ¯±��“Ç�¯*”?“*@p�”?bñ，£ÃÌ<“/Â³

£)”，“/98³£I”、“/�¯³£Ï”�É6“/çÜ³£12”，m!�

bñ，v¯à!Ã´,�Gs“è”p�®。#!-×，Bèée1Úé?G¼

ÃÇ¯�G“(Ã”“̄ *”bñ，¹EÛÜ�^Í!ÃÇ�“²VY±E®”?

“è�”s。

《\]》ã“(Ã”8�¯�G“è�”?ó�=�，Ì<�êënäÂ±9

`®�¿pÌ1Ü，ß£®^)ì9á?5í。“è”±¯Ñ�¢�?îïüð

ñ，“è”<¤´´ÿÿ，äÞäò?´óôõ。

　 　 ５． “天下無二元”

“Â_²Aè”!K,<《[E\]》É6“è”éÎ?¶)Å+*�·-

s，4<�êmJo�¿õæiÑ¿Y-�²A?m�¿¬。ù�e(¾u

×Ø?“�1”“e1”³Y��?³�Ü�¿�þ，É!ömHd。xyp_

?Èö÷4±¯§J��5“��”。ùö^'k<�6e(¾¤¥?“�

1”，'EÉ6#“J�”ÊE¤øù?Ú�s。È_úÑ^“�” û“J�”

?ü!，YýþÖ56“̈ è”p“Éÿ”，ÿ!"��ykå¯?“çè”！《\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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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h^im：《v[\]》，R １５。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天下無二元，元氣一動即乾，稍緩即

坤。大者無所不統，至者無所不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

施地之道也。瑒瑡

“è”·“�”pÜo，u^/��“³”p“tm”�ë�î，“è”�ó�=

�u®，µ“ç”/“̈ ”���，H�“�p�”Y“²u±1”，��“̈ p�”Y

“²u±m”。“è”;3“ç”på¯/“̈ ”på¯，�Y3¡6AÃü(Ãp

5yno。�!，ææÑ�¶“è”，�¯1"½¾，øùÂ_¤Ë，'E·¹´

Þf�?¯¬，ÿ²�æï�“è”̂ Ê#$�，CaÖ%s。

#《\]》“è”?§¨�^×¦5，J/�/mù�)lÁ“è”ú©ª¨

Rpq?�·��÷øs。�ùC^'p《[》)Á“è”?³1Y-，“è”ú

<��“��”*?�¶�ü“�)”*?�¶)，üÁ�6�¯*?�¯，¾!

Y'。¾!k�，《\]》Á“è”u8?�?ÏI，x《[》)MR�A�&£

j?�®，ß£Áwö，�£ÁæÞo?ÆÇ<øzÜ?。

五、 結　 　 語

《[E\]》��xy@� o�)《[》)¡¢�，Jx[)MRÑA?

ÃV'p½。k"EUÁ6《[E\]》��p�Â，®5¾_?²´：@�，

《\]》Om�/[)pÆÇ，Y��[)xùI³)*(�“e1”�0êó

�=�;�¯^1øêÚQú?ó�|ì。xB)£V=*|��，�Ñ

»{z�}�6|}pR?®M¼2。x)ÐË£Áøp¯öQú_，ê)

x}��¤¼2©<(¬P²Ð£w6��_RÜÈ*6x�，Y·�?v

þì<21Ë£+iÁ,?Qú：

首先，重用或表彰所謂的理學名臣。瑒瑢 這樣，無論在身體力行的方面還

９１《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瑒瑡
瑒瑢

h^im：《v[\]》，R １５。
-./：《*+§¨M》（R�：�§()5%R，２００１7），R ３９０。



是在知識闡述方面，官方都已經可以驕傲地宣稱，最出色和最優秀的人

物都入吾彀中；其次，是一方面通過上諭和詔書，一方面通過考試制度，

轉手接過漢族文化知識傳統，用更大的聲音和更高的調門推介儒家的

或者是理學的思想。瑒瑣

《[E\]》�xy�0“e1”R?ó�|ì，“e1”̧ /“�1”²³¯!

¯´Z´ÿ?�¿��。Á�/Y-，“�1”n6��Y`®³´på，“e

1”ìòå《v[kÆ》Y×�。《[E\]》xxy�¿Byx*?Úéµ{�

ù<�“e1”�0¼�R�H|³，_¼�D®m·�¼�R?Ì«Ü。

《[E\]》?[)ÅÆ，Ìx60ü|1¯öp“)Kkq”!�ýþR，

©�o�)ú0£k�ú&，<uÑE)µ�)x�e³Â_Sß“\E

®”?¼2。《\]》Ì<��o�e³Â_¯å^¥¦?��。ß±gEÖ)

ep�ð|Ì�2?ðÌp)，�ÌöT《\]》¤0üm《v[》k�Â_“$

%Z2”p¼�¦2?“|�p}F”!�ú&。

É6《[E\]》x[)³´R?st/QS，k"¨ij《\]》\U

“è”Ym£ÕÖ=�/'�î?[)éÎ：�<ij“ÄÂ”?§¨，ï�<

sîÞÍ“�5”éÎ。《\]》pu^ij“ÄÂ”ÍÎ，<¤ÅÖ“ÃÇÄÂ”

�3Q“Â)”6Â_ÃË。《\]》pu^ÕÖ“�5”ù<¤ÃÇ:k“è”Y

3Q“Â)”。ÃÇ^“è”«Z“AÃÄÂp5”，©#“è”Y]«“�5”；�

Y#“ÄÂ”4ÜYSß“�5”。

iY-p，xyo�)《[》)��“è”éÎ，f/�//ùICDx

《[》)*(×�“tm”̂ ��¨Rpq?�·ÛRï¿，û“è”éÎêwö

��øzÜ?ÆÇ。�“è”?4Üu45�“Â)”/“�5”=¶éÎ，x{

zãV(}7?(xË©�m±�ab?�®。k"E#Á《[E\]》uo

Q?[)éÎ，�®5²´，x�o�)p��4Üpq±<“tm”Y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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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M》，R ３９０—３９１。



�w，̀ ¥ÚëL�_“ùI)K”/“x�)K”?�î，̂ i²《\]》

4ÎÁ��)ÑËr5：

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

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

問是理想的，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

是懷疑的。瑒瑤

6*�6Ý7，H±¯�pYé89，�±¯ýpY�:;。ÑM^�u��

?)K，k��“|�p}F”，k�o�e³Â_u®。±��õæ³¨/�

³Y(ÊÖL/¼2。

0<k"ÿ�×´Uq，�^�5)KñÁ6xyo�)u°ß?)K

Z>，�Ëëz&，�YëO34。6*jÉ6“Xï”pñà/ÏI*，�=

ÖÛÜÁ“>ª×U”uo�?Hô/l??�Hy@/�A“lìH”?�H

¯¿；Yj“è”éÎ*ì�BC��1el�Ñ?“)”/“5”，©“Â)”/

“�5”。¤p，#]«“�H¯¿”/“Â)”“�5”，4ZLxGöDËR'

?�E�³�·Ñ?F^EÛ<�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B¯#《\]》!�

?y@Y=ÖÑ)Ñ5?EÛ<�Ü，ÁLxË=E#¯ö?ÃY-，Ö·þ

®34?ýþs。

（作者：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所 責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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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àÔÊÈ)@*~h�7"Áxö)K/ùI³)?ÉÊp´�。È)@�：《xö
)ê?��》（9:：*P�Q，２００９7），¦MR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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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Gls，H\Ó]：《Ð�》。9:：*P�Q，２００２7。

ðÂÃ�0：《áTÝ》。9:：*P�Q，２００８7。

�/：《��ðÌÝ]》。9:：*P�Q，２０１１7。

h^im：《[E\]》，《w3")*�+,�》k。/9：/0123�4，１９８３7。

�¾p：《v[V0》。《̈ ©[0》，/9：̄ )R5%×ÂÑàÙÚ，１９８０7。

�¾p：《v[a0》。/9：²³%�5%R，１９７７7。

,-)�，�./�0：《��,-》。9:：*P�Q，１９８６7。

JKLm：《xM;》。9:：*P�Q，１９７６7。

ð)z：《"M\Æ》，《� ¹¤》k。9:：*P�Q，１９３６7。

T#U：《xö)Ké´》。R�：R�Ó�5%R，１９９８7。

T#U：《*+V(}7)KM》。Â8：Â8Ó�5%R，２００３7。

È)@：《xB[)》。9:：123�4，２００４7。

È)@�：《xö)ê?��》。9:：*P�Q，２００９7。

DEF：《GH/)K：IxpJef[)/gh[)》。/9：/0()5%*5，

２０１２ 7。

WX：《=ÐE)ÓÔ"FÙ》，《WÕ�|Ö,Ý》。�9：�E5%×ÂÙÚ，１９９８7。

Þß\：《J�/K�》。9:：ÖL·M�·�w(��N，２０１３7。

-./：《*+§¨M》。R�：�§()5%R，２００１7。

OPE¾，q"IQ：《(xo+》。9:：R'¢)"S5%R，２０１７7。

!µI：《*+J�M》。DÐ：DÐ()5%R，２０１５7。

VW¯：《�/?®MGñ：ùöe(¾}e"2?34》。9:：ÖL·M�·�w(��

N，２０１１7。

VW¯：《ùI³)/}e"2》。áX：1f5%ÝY，２００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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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Ｗｏｍｅｎ，Ｆｉｒｅ，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ｈｉｎｇｓ牶 ｗｈ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牶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９．

Ｚｏｌｔｎ Ｋｖｅｃｓｅ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牶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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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ａｒｋ Ｙｏｕｎｇｗｏ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ｎｇｋｙｕｎｋ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ｕｎｚｈｉｓ

（ｒ． １６４３ １６６１） 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ｕ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ｏｆ ｎｉｎｅ ｆａｓｃｉｃｌｅｓ，ｔｈｅ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Ｆｕ Ｙｉｊｉａｎ 傅以

漸，Ｃａｏ Ｂｅｎｒｏｎｇ 曹本榮，ｅｔ ａｌ． ｏｎ ａｎ ｅｄｉｃｔ ｉｎ １６５８． Ｉ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Ｚｈｕ Ｘｉｓ

（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ｐｌａｙ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ｄａｏｔｏｎｇ）ａｎｄ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ｚｈｉｔｏｎｇ）ｉ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ｅ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Ｚｈｕ Ｘ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Ｚｈｕ Ｘｉ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ｔｓ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ｘａｇｒａ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ｄｅａｌｓ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ｌａｗ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ｙｕａ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ｎａｍｅ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ｉｍ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ｃｏ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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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ｓ

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Ｚｈｕ Ｘｉ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ｉｊｉｎｇ ｔｏｎｇｚｈ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ｕｎｚｈｉ，Ｄａｏｔｏ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Ｚｈｉｔｏｎｇ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Ｚｈｕ Ｘｉ，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ｏｙ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Ｚｈｏｕｙｉ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ｒｏｙａｌ ｍｉｎｄ

５２《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