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
———以“生死議題”爲中心的討論

范旭艷

提　 　 要

在清代辟佛老的文化氛圍之中，知識精英對於佛、老思想，儘管承認其益

於教化的社會功能，在理論上，卻保持儒學概念之純浄性。然而，民間學人致力

於“和會三教”觀念的建構。知識精英與民間學人就此命題呈現出不同的價值

取向，使儒學在清代呈現出回歸原典與和會佛老的兩種文化走向。兩種文化

走向間互相拉扯、對話，使得儒學在清代，展現出觀念重構的思想史意義。

本文以劉沅（１７６８—１８５５）爲主綫，通過對生死議題的探討，觀察他的生命

體驗以及對“和會三教”議題的理論建構。作爲民間學人，他處於官方與民間、

知識精英與大衆之間的雙重邊緣。獨特的地位，促成了他的“和會三教”思想。

通過對劉沅的個案研究，可見三教交涉思想在清代呈現出觀念建構的走向。

文章前言部分簡述清代官方與知識界對於佛、老思想的態度，此爲劉沅

“和會三教”思想的“他者”與對話對象。其次，界定劉沅和會三教時的儒學立

場。“吾儒”的立場，是三教和會之基點，佛、道思想在儒學的範疇内和會。復

次，分别以生死議題中“壽”、“孝”（側重於葬禮中之孝心、孝行）兩個概念爲核

心，探析劉沅如何和會儒道、儒佛。“壽”，是儒、道共享的概念，劉沅通過儒道

兩方面的雙向論述，分别强化儒學的宗教性、道教的道德性，使得二者得以接

榫。“孝”，是儒佛間的矛盾點，對於儒佛的和會，劉沅更加突出儒家的立場，以

儒家之孝義來詮釋佛教，選擇性地接受佛教喪葬禮儀。本研究展現了在官方與

知識界以外，儒學在清代的豐富面相與闡釋空間以及和會三教觀念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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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清代官方、知識界的辟佛老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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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供奉與之處，著該督撫一律更正，以崇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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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妣操持閫内，禮無不舉，獨不令釋道治懺醮。或曰：“太夫人不受一卷

經耶？”先妣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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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

神存者。今學仙學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

生不滅，仍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立德、立功、立

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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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友教同學，從無自炫自恃，欲求知於當時，傳名

於後世者。故曰：‘不知不愠，乃爲君子。’孔孟不遇於時，亦惟與從遊諸

人，問難講習，世所謂删定纂修諸事，皆後世推崇之詞。……因爾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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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德必壽：儒學的宗教化論述

0�3ä�M&6°，s1¨�+geÈ¹--&^ 。£《Sâ·ò

６０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六期）

瑑瑠 -!Û：《èw¥f�Î———�AdBÎ)ù=&si》，《�b�{YS`9�©》，
１９９５ î* ６ +，ï ３８３—４８７。



Ez¬oÇ》�，_ûüÇÕff：“Ðß：‘QfÊk，@3£Þ。’ZòEz¬，

�n£ÞJpñ？gìH��Ã~I´。KcÑWM"，¼½Á�öô#@

E，rùTuÍ，JKÈÅ，~¡LM。QM)Â£Þ，Æµ�\？NO¦ÝÈ

Ï，PÞM±，òí<=，**5-Þ，û�Q9，|g¥}，s°µ0\？”瑑瑡ò

E、z¬、öù�£Þ，ÐI´ÐfM；NOw¹¥}：#µ�0MÞ，wÈ¹�

Ù·�&ä？´s1J^gù-&) 。�Ã) ，!ð£z~�1Y�

“?0Á¥”，Ó#0�3�¥�Ár&6°。

“?0Á¥”̀ �《��》。《��》：“�Æ?�T3！0#]Þ，�#QW，

���µMt。4�÷M，WZhM。N?0Á�Æ¢，Á�Æÿ，Á�Æ*，

Á�Æ¥。”èp9+`6e'，“Á�Æ¥”·�·p+“4�÷M，WZh

M”。:Q（１４７９—１５４２）《��v�》ß：“*Ç0#]Þ，¢Ç�#QW，ÿÇ

���µMt，¥Ç4�÷M，WZhM。”瑑瑢4��wM"X9�，Çs�¥。

è�M5Þ¥)~S，��çß：“�îà�Ñd。”瑑瑣YRM（１６１９—１６９２）《à

âf�》瑑瑤、Z)¿（１７３６—１７８４）《àâ�-》瑑瑥Óo��&çè。AQ

（１６２３—１７１３）《��ÖØ》Ó#�îàÑ4，�çÈ¾%Æ4î。瑑瑦6?P《�

��ÖØ》×��Ó#dÞzÆi5~S，ÃU�~1¯áÓ�M�。��，

3Þ&�è+&£ó�&îQ，CÃÐyRÐ¤�����&îQ&)*，£

ù&&MAM�，HcÆRB&H�。瑑瑧Ç§6çÙ¥30&6°) ，T}

È`�03�¥M&Ár6°，�a²（１６９６—１７７３）《!àâ�Û》ñ2ô

¶§MS：“Á�Æ¥J，5�SM。~RWMÈ�¥，gÆvNT。”瑑瑨Ó�?

７０２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_ûü'：《Sâ》，"ÄàS�4Ñ�S（ê¹：ÂÃÄ�Å，１９５８ î），ï ７３３。
:Q：《��v�》，54，《ûÄ+ô9�n��》（éê：a&ÂÃÄ�Å，１９８５ î），*
２０６ `，ï ７８０ p。
��：《��f��ç》，ï ２５。
YRM《àâf�》5%Ñ�（�¬：xï�0，２０１１ î），ï １２７３。
Z)¿：《àâ�-》，ï １２９６。
AQ：《��ÖØ》，《!¹�n��》，* １６５ `，ï ９２ p。
^?$《÷�b+�》5\，“���Á�Æ¥”，�G&N #6ó�&îQ，�çßà�
Ñd，JôÇß�à�Ñ4d，t\çß�àd，%J&ÛË，g©¾#a。
�a²：《!àâ�Û》，5 ８７（éê：\+�í，１９９２ î），ï ５０７９—５０８０。



0Á¥È¹L#Ár&¡F，《��》¢ �&oÑf~S，}È«HôWMÈ

�¥，��，£�'e，�¥30Mê�Ár6°。

3�[T（１６２７—１７０５）£�33;ÊW&&-�，Ì#��1�c3Þ

�ó¥306°&'Ë：

問：至講大德必得其壽，而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是僅以身論矣。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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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豈仁於顏子哉？老彭八百，豈德之遠過於舜哉？愚意如斯，敢祈

剖示。

先生曰：即以壽夭言之，有形壽，有名壽，有神壽。七十百年，此形壽也；

流芳百世，此名壽也；一念萬念，此神壽也。若氣斷神滅，則周公不若旦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及文王在上之言，皆誑言矣。曾謂聖人而誑言乎

哉？信得此，則盜蹠期頤之死，乃是真死，而顏子三十二亡，未嘗真

亡也。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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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之論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此在王者錫福之道，君子自求之志，誠

有然者。若末章之意，只是平列其目，而無所輕重。如必於五者之中，挈

攸好德爲主，則君子而不得福者有之矣。顏回之夭，原憲之貧，冉耕之

疾，司馬牛之憂，仲由之不得其死，豈皆無好德者哉？議論雖高，實非

經旨。瑒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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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大德之人，必有大德之報。即如位也，禄也，名也，壽也，皆人世所希

幸而難必者。大德則必得之，其故何哉？位禄名壽，皆非可以人爲也，天

實主之。天亦何私，惟其人自爲。瑒瑢

９０２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　

瑒瑠
瑒瑡
瑒瑢

`�7�：《G8!G》，《ûÄ+ô9�n��》，６８ `，ï ９３ p。
7�：《G8!G》，56，《ûÄ+ô9�n��》，６８ `，ï ９３ 9。
!ð：《��S-》，ï ７３。



6ó“¥”，���ÞÊS�“�îà�Ñd”，~!ð`�03¥M&ÁrO

Ý。?0��J，�¡¹�¥。èt��ÁZ，Þ&¥)CQ\¡，Q&)*D

a×sÞ&0�。�?0J，Q1ãÆ�¥。03¥MsÁr&vy6°。

vÃ，dB]ÞÁr�¥。!ðÓ#¥W、Wë´�¥：“g《Sâ》RM，¥W

îoà�Ñd……Wëîà�Ñd。”瑒瑣v5“p¥<Ñ，�¥\Ñ，9¥ýÑ”

&ÛË，×¥W、Wë$rs¥J。2ÂH&ºoeBi“?0Á¥”&) 。

Ãw，!ð£3WÊ�/�，È*1`�´�) ，�：

然自古聖人無不長年。仁者壽，大德必壽，孔子已言之矣。瑒瑤（《家言》）

然聖人必得其壽，乃因大德。瑒瑥（《正譌》）

夫子所以言仁者壽，大德必壽，此理先儒不知。瑒瑦（《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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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全在集義。内無毫髮之私僞，外無怠肆之偶乘。心依於仁，動循乎

理，而凡嗜欲戕賊之事，自斷斷不爲。仁者壽，大德必壽，職此其由也。瑒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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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夫子嘗言之。氣

數不齊則貧困短折，固所常有。學道者内而存養，清其神明；外而檢攝，

踐乎倫理；夭者壽，愚者智，貧困者安全，此聖人所以補造化之窮，安有盡

人合天之學而尚不能延年且餓殍乎？孔孟不如此云也，曰：“學也禄在

其中”，“仁者壽”，“大德必壽”，大德則禄位、名壽必得，“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至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及吉凶悔吝，大《易》尤多言之。若仰

事俯畜俱無所資，一家飢寒而置之不顧，曰“吾樂道也”，有此不近人情

之聖學乎？瑓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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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Ed�¤S》ß：

至謂顏子仁人，聖人不免短命，學道爲無益。……顏子年二十八，頭髮盡

白，其短命也，由秉質太弱，且其學有諸己而未充實。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夫子表其“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意，以勵門人。其時顏子有郭内

外之田，何嘗極貧？因其敏而好學，故夫子屢爲嘉賞，使天假之年，聖人

故自易易。夫子止言其“三月不違仁”、“見其進，未見其止”，未嘗言已

仁已聖。誤解而致阻人學道，故不得不反復而辯論之，豈妄薄顏子哉？

修身必先守身，身修即誠身，盡性至命，與天合德，而何不能挽迴氣數？

故聖人之學去病延齡，免於飢寒，乃其小效，惜乎人罕行之耳。瑓瑢

öW¹)，sCóQÎH¤d<，~`Q&¹TÊ§Ù《¥W》�“�¬%”&p

�。nöW&aÐ¡¢#“i]ÜÜ”，~p“�]”；“È0ì”，~p“�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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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云其（顔回）已爲聖人也。自濂溪極推之，而人遂以爲仁人聖人。

且仁聖不免短命，又謂顏子甚貧，則爲聖人亦不免於貧。貧窮短命，人所

畏也。於是，以聖爲不必學矣。愚恒力辨其非，豈故薄顏子而反先儒哉？

爲學道者破其疑障耳。富貴貧賤，處之如一，不必是聖賢。凡知趣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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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澹定者，即能之。如此亦不得齊聖，謂化富貴貧賤，即與聖齊，又太

淺視聖矣。瑓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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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德無終既：道教的儒學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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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九皇，綱維七政。而南極老人，壽考維祺。天光下照，地德上承。命

自天申，德由自作。二極周迴，人之性原根本，於兹紀别。茍能思受氣之

不偶，返維皇降衷之本然，則大德必壽。瑓瑧

2“)”“0”“�”“Ê”�1fÞ�&8，~pfí¹�c©�`，xE!ð}

p¢£fí&ÖÔHIM��è《«êG:》。~“)$Qå，0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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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G:》ß：“Q¬�È，fh�Î。”!ðçQ：

接運，接續其命運。長生，性真不朽之名。……看誦經者，心口相維，有

實功而後可。聖賢不言福利，而曰得福無量者，德至者慶自來。夫子繫

《易》，所以三致意也。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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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老子曰：“人壽不過百年，節省之可至千歲。”人以其長年駐世，謂爲神仙

之祖，不知聖人之道，存養浩然，神氣之粹然者，與天通，其粗者，亦可以

壽。仁者壽，大德必壽，故卻病延年，乃大學之小效耳。豈有壽考康寧，

反爲異端乎？瑔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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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子之學，豈易能哉？世人以其短命而謂有德與仁，不必皆壽，由是求福

澤於《中庸》之外。長生也，金丹也，棄倫常也，甚且邪術百端。是以不

得不明辨之，而豈以薄顏子歟？瑔瑡

５１２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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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孝： 儒佛的交融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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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倫常：儒佛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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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老固非滅人論，守枯寂也。……老子之子爲中山將，文佛妻曰耶輪陀，

子曰摩睺羅，十八歲生子，入檀特山静養十二年而歸，妻子完聚，壽八十

二而終，曷嘗廢人倫乎？……西番之棄人倫也，乃其舊俗，惜佛後無佛

正之。瑖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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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僧道藉以養無告之窮民，幸免飢寒，勢難更畜妻子。外夷之無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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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其舊俗，佛後無佛，故不能相繼而興禮教。……誰謂出家便無父母乎？

至於不畜妻子，不務葷酒，固情勢不得不然。瑖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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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1M&�aS：“=RÍÚ”LB&à9�Þ3{ë01》，《�BS�{》，２０１５ î

* ５ +，ï ６—２７。

È�=：《4í3Î)à�》，《9¨39í》，éê：4+���^_，１９８５ î，ï ４９６。

二、外文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ｅｉｗｅｒｔ，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３．

Ｊｕｄｉｔｈ Ａ． Ｂｅｒｌｉｎｇ，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Ｇ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Ｗａｙｓ牶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Ｃｈｉｎｇ，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Ｉｒｅｎｅ 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Ａ． Ｆｏｇｅ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ｄ牶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Ｋａｉｗｉｎｇ Ｃｈｏｗ（äg÷）．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Ｒｅｔ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７２２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ｂｙ Ｌｉｕ Ｙｕａｎ，

ａ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Ｆａｎ Ｘｕ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ａｏ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ｓ ｍａｄ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ｗｈｉｃｈ ｇａ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ｗｏ

ｔｒｅｎｄｓ，ｎａｍｅｌｙ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 Ｄａｏ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ｕ Ｙｕａｎ，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ｒｕｒａｌ ｅｌｉｔｅ

８２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