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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時期日人將心理學這門學科引進臺灣並於大學層級教授之，

從明治 28 年(1895)臺灣有心理學這門學科至今，吾人便以心理學一詞

喚之而鮮問其源。若要討論心理學一詞之最初翻譯問題，應討論明治

時代臺灣及日本學術界重要改革人士與清末中國知識份子之交流問題。

心理學一詞雖是漢文，但其完整譯名之肇基卻不必然要出自於中國。

日人西周(1829-1897)之學問有其精緻與浩大，比起同時代仍未放棄以

科舉試考四書五經以招募人才之清末中國，西周所處時代背景更適合

將許多西方學問翻譯成漢文，漢語「心理學」延用至今，此功當歸諸

於宋代理學家、明代陽明心學者、日人荻生徂徠、清末康有為與梁啟

超、及日人西周等多代思想啟蒙者之共同努力而成就此業。 

 
關鍵詞：宋代理學、明代心學、心理學、臺灣總督府、荻生徂徠、 

日人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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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895, Psychology began as a formal study in Taiwan university 
level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ver a century.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reveal the first one translating the word into Chinese, and to 
investigate how and what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Taiwan, Japa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e first person translating the word psychology into 
Chinese was not necessary to be the Chinese people. 

It was found that the Japanese Nishi Amane (1829-1897) was the 
first person translating the word psychology into Chinese. However, many 
important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and Japan 
all attribu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word'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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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元 1879 年，Wilhelm Wundt(1832-1920)於德國萊比錫大學設立近代

第一座心理學實驗室，自此開啟以“psychology”為單一專門學科，並以所

謂有系統之科學方法來探討人性或人類活動之學術領域。1879 年於是成

為“psychology”脫離古代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神學和靈魂學之重要年代

里程碑，Wundt 更因其於 1874 年所出版之《生理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和其第一座心理學實驗室而被譽為現代心理

學之父。 

 然而“psychology”一詞以 psyche (soul, mind) 和 logos (word, reason, 

plan)之字源意義，就其西文字面上之理解，如何能夠翻譯成今日東方世

界廣為接受之「心理學」一詞？長久以來，至少從明治 28 年(1895)至今

的一百多年以來，臺灣心理學界在此一命題上少見深究，似乎從臺灣有

心理學這門學科開始，吾人便以心理學一詞喚之而鮮問其源。 

 本文題目定為「宋理明心渡，心理緣總督」，其旨意是明顯的，總督

係指 1895 年後日本以殖民者身份殖民臺灣之臺灣總督府概念，既是殖民，

便有殖民國教育。臺灣自 1895 年至 1945 年期間皆為日本屬國，屬國之

意有其劣有其優，劣者或可從清治而日治之政治主體轉變言之，優者則

是臺灣可直接享受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維新以來成功西化經驗之類發展國

家成果；此外，日本在西化之前是漢化的，其漢化基礎可追溯至中國 7、

8 世紀之隋唐時代，初為佛教、佛理之傳入日本而演變為日本佛教，後則

以宋代理學和明代心學渡過大洋而對近代日本知識界產生關鍵性之影

響。 

 本文先討論日本在臺灣實施新時代之西式教育，其中，日本人的確

將「心理學」這門學科引進臺灣並於大學層級教授之，因此若要討論心

理學一詞之翻譯問題，勢必應討論明治時代臺灣及日本學術界重要改革

人士與清末中國知識份子之交流問題。本文論述邏輯為由近而遠倒敘時

代人物與其相關事蹟或學說，以期釐清心理學一詞之成因本末，章節敘

文則以重要人物加以分段撰寫，包括：一、昭和時代（即臺灣日治時期）

高島平三郎、飯沼龍遠和力丸慈圓，二、清末康有為和梁啟超，三、德

川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之啟蒙思想家西周，四、江戶時代之荻生徂徠，

五、宋代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及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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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和時代（即臺灣日治時期） 

高島平三郎、飯沼龍遠和力丸慈圓 

  高島平三郎（たかしま・へいざぶろう，1865-1946）出生於日本慶

應時代(1865-1868)末期，生平跨越明治(1868-1911)、大正(1912-1925)及

昭和時代(1926-1988)前半期，受到明治維新積極西化影響，使其在原已

能精通日文和漢文之基礎上，亦培養出自身英文之閱讀與書寫能力，在

現今日本人眼中，他是位教育者、心理學者、和著述家（誠之館人物誌，

2015），而教育上使其著名一代之事蹟為其終生致力於推廣兒童教育、兒

童文學、家庭教育及心理學（王妍妍、夏艺，頁 53）。在投身教育工作後，

高島平三郎(1893)曾針對師範學校學生出版《心理綱要－師範學校教科用

書》一書，此書為其最早出版之心理學專書，爾後再出版《心理漫筆》(1898)

一 書，該書 之序為 一親 日反清且 自號天 南遯 客之韓國 學者趙 重應

(1860-1919)所寫，趙於序中寫到：「心理漫筆即本於古之性理書籍，參以

歐米哲學之說者」，高島與趙應有私交，從一非日本人之韓國人筆下已可

略窺當代人視外來之心理知識為中國古代談及性理之說，此處直言趙之

性理即為中國之性理，蓋知是時日韓知識份子仍以漢文理解漢文，性理

之說即是宋儒根本，故有此論。 

 高島平三郎之《心理漫筆》(1898)書中說明許多 19 世紀中葉以來與

心理學相關用字之緣由，他尤其推崇長他 36 歲的日本啓蒙思想家西周

(1829-1897)，西周在其《百一新論》(1874a)書中數十次提到「心理」二

字，此二字在中國以四書五經為科舉考試用書之六百多年以來並非慣用

之連用字詞，因此本文主張近世最早確立使用漢字「心理學」一詞為英

文“psychology”之漢文翻譯者，即是日人西周。有關西周個人及其思想演

變之詳細論述，待下文專節再談。 

 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成立於昭和三年（民國 17 年，1928），

其文政學部哲學科之下設立「心理學研究室」，日本心理學會第一任會長

松本亦太郎教授(1865-1943)倡議此研究室之成立，由東京帝大畢業之飯

沼龍遠教授與力丸慈圓副教授來臺創設，另有一位助教名曰藤呎仲（國

立臺灣大學，2016）。松本亦太郎是美國康乃迪克州耶魯大學博士，其博

士論文題目為「聲學空間之研究」Researches on Acoustic Space (Matsumoto, 

Matataro, 1899)。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每年皆在文政學部之下設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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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講座」（臺北帝國大學，昭和 3 年），並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規程」中規定，「心理學專攻者必修科目」包括心理學概論、心理學特殊

講義、心理學講讀及演習、心理學實驗、哲學概論、論理學及認識論、

及倫理學史等七科。一門學問能夠在建立之初便定出如此詳細且有系統

之教學科目，足見構成此學問之基本知識體系已然成熟。 

力丸慈圓之子力丸研二，在臺灣大學校史館口述歷史中（力丸研二，

2016），提到父親原來想當和尚，因此名為慈圓，後來又不想當和尚，想

當學者，便進入東京大學讀心理學，最後在美國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

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題目為「情緒及

內分泌活動」Emotion and Endocrine Activities(Rikimaru, Ji-Yen, 1923)，力

丸研二於此口述歷史中，最後提到父親於臺北的東門被國民黨軍隊開的

車子撞死，沒有補償；對其家人而言，力丸慈圓之事故死亡是他們最不

甘心的事情。 

臺灣自有心理學這門學問以來，已是明治中後期之日本殖民地，日

本殖民臺灣以來，亦已直接將發展成熟且翻譯完成之心理學賦予臺灣，

易主統治的臺灣因此沒有心理學一詞之起源為何的問題，而欲探究此命

題「心理學一詞之起源」之解答，則仍需再往將心理學帶入臺灣之日本

國內尋找。此刻 19 世紀中葉之日本，其變動之劇並不亞於清末中國之欲

振，1853 年 Matthew Perry 黑船來航迫使近代日本開國，1867 年德川幕

府大政奉還，翌年明治天皇上台，維新不過 20 年便勝滿清於甲午，越十

年之 1905 年竟再慘勝俄國太平洋艦隊及波羅的海艦隊。此時日本正在崛

起，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比起清末之中國，日本似乎勝了些，

勝至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極力鼓吹當時中國士人皆需戮力先讀日本所譯西

洋書。 

 
 

二、清末康有為和梁啟超 

康有為(1858-1927)是廣東南海縣人（時人稱其康南海），祖父康贊修

至父親康達初之二代讀書人身份為其營造出書香世家之背景，此有利於

他在史學、理學、經學等方面之中國傳統學術養成教育（李雲漢，頁 138）。

身處 1894 年日清甲午戰爭戰敗之光緒朝，清廷被迫於 1895 乙未年割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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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部及臺澎之地、賠巨款、承認朝鮮獨立，此事件直接導致孫中山必

須走向革命道路，但對康有為和滿清朝廷來說，康有為只認知到變法是

必須之手段且不可再緩，但其所受之傳統儒家教育卻又告訴自己，像孫

中山之倡言革命卻是不太能做也不太願意做的。康有為幾經努力終於有

機會親近光緒皇帝，光緒本人也欣賞他，但是比起慈禧太后，光緒無勢

且寡眾，一場本欲救亡圖存之變法，竟無可奈何地演變為新舊之爭與帝

后之爭，於是這場變法只持續了百日（光緒 24 年，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便以康有為、梁啟超奔走日本和譚嗣同六君子被殺而告終。 

 梁啟超(1873-1929)是廣東新會縣人（時人稱其梁新會），是康有為極

為看重之弟子，康梁欲變法，只可惜找錯了人，找到了勢力不夠強大的

光緒皇帝，但他們二人仍是有遠見的，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亦是有計畫、

有目的之舉，因為二人都在 1897 年（光緒 23 年）甚至更早之時便強烈

感受到日本明治變法之有成與中國維新變法之恐敗。甲午之後，康有為

(1971; 1992)於〈日本書目志自序〉提到「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

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

氣則化光電重，業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

橫絕宇內也。（句略）。今日之欲強，惟有譯書而已。（句略）。夫中國今

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

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句略）。大地之中，變法而

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句略）。日本文

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

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以日本為農夫，

而吾坐而食之。」文中透露出多種訊息，第一，泰西泛指歐美各國。第

二，理則心倫生物即是心理、倫理、生理、物理。第三，具漢字組成之

日文已盡譯當時歐美有用之書，吾人讀日文譯書便可瞭解歐美新知。第

四，中國人變法欲成，需通物理，此物理即是 16 世紀歐洲科學革命以來

各種科學之學問。 

康有為雖不諳英文，無法直接閱讀西方典籍，但其可看清日人進步

之所由而鼓勵時人讀其譯書，梁啟超非常肯定此論點，在閱畢上文後，

1897 年（光緒 23 年）同年亦撰一文〈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梁啟超，

1936/1988）補述康志，曰：「南海先生言之既詳矣。（句略）。願我士人讀

生理、心理、倫理、物理、哲學、社會、神教諸書，博觀而約取，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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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越明年之 1899 年（光緒 25 年），梁啟超再

寫〈論學日本文之益〉，曰：「學英文者經五六年而始成。（句略）。學日

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句略）。

先通日文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肆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吾

之為此言，非勸人以不必學英文也，特於學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

文云爾。（句略）。余輯有和文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

而所得已無量矣。」由梁啟超此二篇論文中可更具體地歸納出以下資訊，

第一，康梁二人肯定「心理學」之漢文用字來自日人所譯西書。第二，

清末中國似乎崇日甚於崇西洋。 

 1904 年，清光緒 30 年，中國自隋唐以來執行 1300 多年科舉制度最

末一年甲辰年之一甲進士為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三人（德宗景皇帝

實錄，2015）。清末中國直至 1905 年才廢除科舉，加之明清科舉皆限考

四書五經相關之經、義、策、論，吾人雖可明確指出，中國有心學（王

陽明之學）亦有理學（宋儒之學），但「心理學」三字連用實在不是明清

六百多年以來漢語中之慣用字詞。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皆鼓吹時人習日

文、讀日譯西洋書，這日譯西洋書中直接使用「心理學」為書名之代表

書籍，最早可溯及日人西周譯自 Haven 著作 Mental Philosophy 之「心理

學」（中譯為《奚般氏著心理學》）（西周譯，1875），事實上以今日觀點

來翻譯此書當譯為「心智哲學」，但西周在使用「心理學」一詞後，其後

的“psychology”書籍，亦皆直接譯為「心理學」了。西周於是成為「心理

學」此一漢譯學術專稱之關鍵人物。 

 
 

三、德川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之啟蒙思想家西周 

  西周（にしあまね，Nishi Amane，1829-1897）出生於日本仁孝天皇

文政 12 年，父親是津和野藩的醫生，西周年輕時初於大阪接受儒學與漢

語訓練，後到江戶（今東京）學習荷蘭語及英語，1862 年至 1865 年到荷

蘭留學（近代日本人的肖像西周，2015）。然而為何要留學荷蘭？這一切

須得自 1492 年地理大發現談起。十三世紀時，中國宋代所發明成熟之指

南針技術隨著蒙古鐵騎急速且短暫地統治歐亞大陸，因而散播至歐洲與

小亞細亞，歐洲人遂將指南針技術轉而應用於航海，在遠航能力與造船

技術改善後，歐洲人既往西航行也往東航行。1565 年，西班牙國王 Phi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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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命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總督殖民菲律賓，西班牙船從墨西哥千里迢迢

地航行跨越太平洋而來到菲律賓中部宿霧，之後在與日本相當之緯度探

索出回程順風（即日本黑潮），於是利用黑潮航經美國加州而抵達墨西哥

的 Acapulco。1600 年，荷蘭人 Olivier van Noort 循西班牙航道從太平洋

來到菲律賓，二個月後在馬尼拉擊沉西班牙船「聖地牙哥號(The San 

Diego)」（該沉船於 1991 年由法國考古學家 Franck Goddio 和檔案學家

Patrick Lize 於馬拉灣尋獲。參閱：湯錦台，頁 72），van Noort 回荷蘭後

廣為宣傳自己在遠東之經歷，於是好奇的荷蘭商人們便開始集資，且為

了處理遠東貿易事物而在 1602 年於阿姆斯特丹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

（亦稱聯合東印度公司或荷屬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荷蘭），此組織有權

發行貨幣、招募傭兵、與其他國家訂定條約、統治殖民地等，其遠東重

要貿易總部即為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1624-1662 年，荷蘭

佔領並統治臺灣，這期間因中國清朝正值鎖國時代，荷蘭無法打入中國

市場，因而在東亞發展出日本、臺灣、印尼之帶狀貿易航線，日本幕府

自此便與荷蘭商人維持較為和平之商業交流模式。然而日本亦害怕外國

勢力會導致國家持續內戰，於是約在 1641 年（荷蘭商館遷至出島）至 1853

年（黑船來航）維持二百年之鎖國政策，這期間只開放長崎港外的人工

島──出島，除了中國以外的外國人中，僅准許荷蘭商人在此生活與貿

易。 

 因此在長達二世紀鎖國政策影響下，西周在 30 歲之前僅能接觸到荷

蘭人，選擇留學荷蘭應該是必然之選擇。如諸多現今文獻所記載的，西

周留學歸國後，將許多西方重要知識與學問用語翻譯成東方文字，而此

時西周在學術上所使用主要之東方文字，是漢字。西周自身兼具深厚精

緻之漢學基礎及博通浩大之西洋新知，上句中之「精緻」與「浩大」二

詞即出自於其《致知啟蒙》(1874b)一書，從書名便知此書當借名於《大

學》及《易經》，致知是《大學》八條目之一，蒙字則源自《易經‧序卦

傳》「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穉可通稚，即幼

稚。西周如此命名此書，完全反映出期待日本當代人在受到時代鉅變及

大環境衝擊的非常時期，極需深刻瞭解事物之理〈致知〉，並極需從鎖國

所造成的蒙稚中重新學習西方新知〈啟蒙〉。他在此一時期所定名之重要

漢 字，包 括： 哲學 (philosophy)、 科學 (science)、 理性 (reason) 、 悟 性

(understanding)、觀念(idea)、實在(being)、主觀(subject)、客觀(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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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induction)、演繹(deduction)等（西周，1874a；高島平三郎，1898）。

而關於本文論述之主要詞彙「心理學」，西周在其《百一新論》(1874a) 書

中數十次提到「心理」這個漢詞，雖未稱學，實則已然以專門之學視之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頁 24）。 

然而西周是日本人，其所使用之漢字應有其根且有所本。西周曾留

學荷蘭，留學之人雖然視野大開，但其留學之所學也仍與留學前之本國

內教育息息相關，西周年輕時在日本所受教育是非常傳統之日本儒學，

而眾所皆知的，日本儒學必須來自於古代中國。西周的啟蒙讀物是《老

子》、《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 12 歲時在津和野藩專授朱

子學的養老館中學習宋儒朱熹之學，18 歲時因生了一場大病，使得他藉

由養病期間能有機會閱讀到日本更早期之一代儒學家、思想家、古文辭

學家──荻生徂徠之重要著作，包括《論語徵》及《徂徠集》（刘小珊、

徐臻，頁 92）。西周受到荻生徂徠之影響極深，而荻生徂徠原來是程朱信

徒，但其晚年卻轉變為陸王心學實踐者，因此欲再進一步瞭解西周學問

之源頭，可再上溯討論荻生徂徠之其人其事。 
 
 

四、江戶時代之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おぎゅうそらい，1666-1728，寬文 6 年至享保 13 年）是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儒學家和古文辭學者（陈毅立，頁 66），後世

稱其學為徂徠學，其中較著名之著作為《辨名》（荻生徂徠，1903a）與

《辨道》（荻生徂徠，1903b）二書。《辨道》書中有云：「服道，先王之

道也，思孟而後降為儒家者流，乃始興百家爭衡，可謂自小已。（句略）。

惻隱羞惡，皆明仁義本於性耳，其實惻隱不足以盡仁，而羞惡有未必義

者也，立言一偏，毫釐千里，後世心學，胚胎于此。（句略）。程朱諸公

雖豪傑之士而不識古文辭，是以不能讀六經而知之。（句略）。以今文視

古文而昧乎其物，物與名離而後義理孤行，於是乎先王孔子教法不可復

見矣。（句略）。得王李二家書以讀之，始識有古文辭。（句略）。六經其

物也，禮記論語其義也，義必屬諸物而後道定焉。乃舍其物，獨取其義，

其不泛濫自肆者幾希，是韓柳程朱以後之失也。」 

荻生徂徠《辨道》之論述強烈地透露出以下訊息，第一，先王之道

存在於孔子之前，子思、孟子之後即被降格為儒家。第二，心學源於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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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性論（性、心二字之古音亦通也）。第三，王李二家指的是明代王世

貞與李攀龍，此點待後段專文再論。第四，唐宋之後已失先王之道；清

代學者顏習齋 (1635-1704)曾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顏

習齋先生年譜 2》，李塨，頁 52），荻生徂徠與顏習齋之觀點可謂不謀而

合。 

《辨道》再曰：「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句略）。理無形故無準。（句

略）。天理人欲之說可謂精微已，然亦無準也。（句略）。先王孔子皆無是

言，宋儒造之，無用之辨也，要之未免堅白之歸耳。」徂徠批評宋儒，

力道精準且強烈，在解釋明代王陽明心學源自孟子之外，更是極力倡導

今人必須識得古文，以利於用古文解古文，而這一點係受到明代李攀龍

和王世貞之影響。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古典籍資料（貴重書等）網站中，可搜尋到荻

生徂徠（1720，享保 5 年）編著有《唐後詩》三冊，書中收錄最多者為

明代李攀龍(1514-1570)與王世貞(1526-1590)所錄詩文，共計李攀龍之七

言絕句 300 首、五言律詩 100 首、五言絕句 25 首，王世貞之七言絕句 113

首、五言律詩 100 首、五言絕句 56 首。這王李二家所錄之唐代古文辭共

計 694 首，這數量是荻生徂徠所收錄詩文中之絕對多數，略而推之，欲

知影響荻生徂徠知識之來源，應繼續循著李攀龍與王世貞之學問主體而

往前尋找。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傳第一百七十五》（明史，2015）中有李

攀龍與王世貞傳，《李攀龍傳》曰：「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句略）。

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句略）。攀龍才思勁鷙，

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並稱王李。」《王世貞傳》曰：「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句略）。好為詩古文。（句略）。其持論，文必西漢，

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而藻飾太甚。」上述二段中，天寶(742-755)

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大歷(766-779)則是唐代宗李豫的年號。荻生徂

徠《唐後詩》多集結王李所錄詩文，加之明史此處慣稱王李，可見前述

《辨道》引文中之所謂王李即是指王世貞與李攀龍。王李好古文辭，此

處姑且不論及王李與其時人對今古文之辯與好惡，王李作風的確使得初

讀朱子學之荻生徂徠，晚年亦開始漸離朱子、好三代之文、進而極力推

崇古文辭學。 

王世貞在李攀龍死後，獨領文壇二十年，因此可再聚焦探討世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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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王世贞年谱》（郑利华，頁 33-34）之嘉靖 18 年(1539)，引元美《讀

書後》卷四《書王文成公集後》：「余十四歲從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讀

之，而晝夜不釋卷，至忘寢食，其愛之出於三蘇之上。」文成是王陽明

(1472-1528)之諡號，據此，終可說明王世貞年少時即已遍讀王陽明之書，

基本上是推崇王陽明的致良知及心學等主張的，只是他一方面提倡復古，

同時也批評箝制士人思想之科舉制度及王學末流（非王陽明本人）對當

時社會風氣有其不良影響（卓福安，頁 1）。荻生徂徠能認同王世貞，因

而一併能欣賞陽明之學，這點在其《辨名》一書中可深感其道。 

荻生徂徠 (1903a)《辨名》中為中國三代以降乃至於宋明之際的重要

儒家字詞提出個人定義和歷來匯整式之說法，其中與本文主旨直接相關

者，即為「性」、「心」、「理」等三字。徂徠論「性」曰：「性者，生之質

也，宋儒所謂氣質者是也，其謂性有本然、有氣質者，蓋為學問故設焉。」

此為批評宋儒欲以變化氣質之說以達到聖人境界，如此則不用學問了，

徂徠並且認為宋儒的本然之說是妄說而已，宋儒所分天命之性（或稱自

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實不可分。 

徂徠論「心」曰：「心者，人身之主宰也。為善在心，為惡亦在心。」

此處雖未提及他使用的是王陽明四句教之說，但其為善為惡皆在於心，

以心言善惡之說，似乎已是王陽明「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

之動」之換句話說。再者論「理」曰：「理者，事物皆自然有之。以我心

推度之，而有見其必當若是，與必不可若是，是謂之理。凡人欲為善，

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欲為惡，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皆我心見其

可為而為之。故理者無定準也。」至此亦完全呼應前述《辨道》所言之

「善惡皆以心言之者也」及「理無形故無準」。 

荻生徂徠的論心與論理，幾乎已經為一百年後的西周奠定了「心理

學」之漢譯用詞，溯史至此，可謂西周所譯「心理學」一詞係直接承襲

自荻生徂徠，此一脈絡可論之為荻生徂徠因王世貞而倡古文、王世貞推

崇王陽明心學、王陽明遍讀考亭之書（黃宗羲，頁 181）而反批朱子理學。

朱熹 (1130-1200)言理、陽明(1472-1528)言心、世貞(1526-1590)所倡古文

東渡幕府之國而荻生徂徠(1666-1728)好之、最終以西周(1829-1897)精緻

浩大之中日儒學及西洋諸學基礎而確定譯出漢詞「心理學」，心理學於甲

午戰後再而輾轉進入臺灣，歷史似有其必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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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代朱熹和明代王陽明 
  陽明心學與朱熹理學都是大學問，本文僅為探討其使用「心學」、「理

學」對現代「心理學」一詞之影響，故所能處理之相關知識和論述篇幅

實為有限，畢竟心學和理學之內容有其深度和廣度，這不是一篇學術論

文就可以簡而言之的。而由於宋代理學出現在明代心學之前，本節稍變

之前的倒敘撰寫順序，改以順序方法敘文，先論宋代「理學」，再論明代

「心學」。 

朱熹（1130-1200，南宋高宗建炎 4 年至寧宗慶元 6 年），字元晦，

號考亭，徽州婺源人，後世尊稱其朱子。朱熹自命師承孔孟二程（馮有

蘭，頁 763），其思想中與本文主旨最直接相關者，係其所完全接受之程

伊川（1033-1107，即程頤）的「理一分殊」之說。宋人張載(1020-1077)

〈正蒙‧乾稱篇〉（即後人所謂〈西銘〉之出處）曰：「天地之帥，吾其

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金泉注釋，頁 194）。伊川弟子楊時認為

此說與墨家兼愛無異，伊川於是以「理一分殊」之說來為張載辯護其民

胞物與並非墨家精神。 

《易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易經‧說卦傳》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宋代學者將二句中的「性」

字解釋為天命之性或自然之性（荻生徂徠稱之本然之性），並自行增加氣

質之性以補充說明如何才能夠至命（掌握命運）、至聖人（變成聖人）。

宋人解析了「性」字，當然也想解釋「理」字，在北宋邵雍(1011-1077)、

周敦頤(1017-1073)、張載、程頤前仆後繼地論道、論性、論理的時代背

景下，朱熹終集邵周張程（指程頤）之大成，在其手中完成上述「理一

分殊」之理學系統架構，此即後人所謂程朱理學。 

「理一分殊」簡而言之，便是道理只有一個，放在不同人事物上討

論則可以有很多個。而由於受到周敦頤《太極圖說》和邵雍《皇極經世》

等周易哲學之影響，朱熹的究極之理，即是太極。古希臘時代哲人柏拉

圖曾提及「eidos, idea, Idea」之說，今譯之為「理型」，蓋言許多物體有

一個共同名稱時就有一個相應觀念或理型；歐洲中世紀時亦出現「共相」

(the universal)一詞，指的是普遍物之概念，意即一個名詞（如兔子）可指

涉許多個體（此兔、彼兔），此即為共相。原來東、西方在天地萬物的終

極道理上，似有同源，但為異發（賴世烱，頁 191）。 

既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但凡同一事物多可略分為二股抗衡之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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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和朱熹之學，是為程朱理學，當代可與其媲美者，當推程明道

（1032-1085，即程顥，程頤之兄是也）、陸象山（1139-1193，即陸九淵）

和王陽明之學，是為陸王心學。 

王陽明（1472-1528，明代憲宗成化 8 年至世宗嘉靖 7 年），初名雲，

改名守仁，字伯安，諡號文成，浙江餘姚人，因築室於會稽陽明洞，故

世稱陽明先生。《明儒學案》（黃宗羲，頁 181）之姚江學案曰：「先生之

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

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

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

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匯整此段重點，即是第一，王陽明遍

讀朱熹之書而無所得，第二，在居夷處困之龍場悟道，突然領悟到吾性

即有聖人之道，不需向外尋求。 

王陽明是位唯心論者（馮有蘭，頁 816），本段引其論「心」之二處

重要文句，第一，「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

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

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傳習錄上‧薛侃錄》」（李

生龍，頁 174）。第二，「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

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

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

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傳習錄下‧黃省曾錄》」 （李生龍，

頁 479）。對王陽明來說，人只有在心產生作用時才是具有人性與天理之

人，這點亦呼應陸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說。若要再

與西方知識比較連結，可思考古希臘時代哲學家 Protagoras of Abdera 

(481-411 BC)，其名言為「人是萬物的尺度。」（傅佩榮，頁 43）。此句原

文為“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Of the things that are, that they ar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they are not.”推衍其意即人可自行認定所有事，

視之是則是，視之不是則不是。 

總結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前者主張「性即理」，後者主張「心即理」，

這二種主張對於身處舊勢力德川幕府末期至新氣象明治維新初期的日人

西周來說，當時代之中、日官學皆是朱子學，而朱子學所代表者皆是舊

朝舊代。相對之下，陽明學傳到日本之後竟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日本民族

主義色彩的日本陽明學（張崑將，頁 269）。荻生徂來和西周於晚年皆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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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理學為守舊因陳，而視陽明心學為創新實踐，如此便不難理解西周

在翻譯西文“psychology”時，初期曾思考使用朱子理學「性即理」之「性

理學」，但最終卻仍選擇了富有朝氣、且能帶領日人走出鎖國氣氛的陽明

心學「心即理」之「心理學」。 

 

 

六、結語 
  心理學這門學科是從歐美大陸傳入東方世界之舶來品，其研究內容包

含人類大腦、感官、意識、學習、記憶、人格等知識結構，這整套知識

內容幾乎已是自成一派，由此西方知識角度來看東方儒學、心學、理學、

道學、禪學、佛學、乃至於先秦百家之學，可發現東、西方之知識體真

是不可等量觀之，亦無須以優劣高低而分之。且對於已接受百年新式教

育之臺灣人和中國人來說，我們如要拓展心理學之知識，可將心力放在

發展本土心理學或華人心理學上，而不需要在古代中國的知識體中去尋

找古代中國是否有名之為心理學之學問何在。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國學

問在古往今來的東西方人類歷史中早已佔有一席之地，且無法被取代，

但要論及專指現代心理學內容之學問，今人則不需以今日心理學之價值

而去檢討古代相關學術，更不可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因此研究者認為，

若要以今視古，古代中國可以有現代心理學分章分節之相關思想，但古

代中國並沒有任何一種學派知識或任何一本專書能夠等同於現代西方心

理學，其中最簡單的證據便在於現代心理學教科書之前幾章中，談的是

大腦結構和生物基礎，這是古代中國所缺乏的專業知識。然而若是以古

視今，則可謂除了神經生理學方面的現代科學知識之外，現代心理學中

所探討的各種人心的議題，在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禪宗、宋代

理學、明代心學的一系列東方哲學中，也都幾乎討論過了。也正因為如

此，日人西周才會採用離他時代背景最接近、知識內容最相關的心學和

理學，將“psychology”譯為「心理學」。 

汪凤炎在討論漢語「心理學」一詞是如何確立的文章中 （汪凤炎，

頁 196），引用执权居士 1872 年發表於上海《申報》之文章〈附論西教

興廢來書〉，其先論證执权居士為中國人，再引其文「雖格物、化學、天

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而教猶必中立為孔子之大教」，接著指稱执权居士

雖未將「心理學」三個字一起使用，但與日人西周直接使用心理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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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雄所見略同。事實上這番推論引用的是歷史研究中所謂的孤證，此

證刊登處是清末在上海所出版的報紙，执权居士是否是個中國人都還需

要受到檢驗和論證，其所提及之單篇論述之學術效力，似乎難以與同時

代康有為所著〈日本書目志自序〉和梁啟超所著〈讀日本書目志書後〉

等同觀之，更遑論此《申報》孤證文章之前端、系統性之知識體系，難

尋矣。 

1875 年，46 歲的日人西周於日本文部省出版《心理學》一書（西周

譯，1875），在此之前必已長年使用「心理學」一詞在討論著心理學相關

之知識內容，加之西周年輕時已心慕晚年受到明代李攀龍(1514-1570)與

王世貞(1526-1590)影響之荻生徂徠之學（牛建科，頁 18；陳毅立，頁 66），

而王世貞是甚喜王陽明心學之人，這使得荻生徂徠雖然起初信奉朱子學

（宋儒理學），後來卻崇尚以古文辭學直通三代之文，這種不同世代傑出

人物的以心觀心之法，已得陽明心學之旨趣。 

    日人西周在 16 至 19 世紀中國與日本學問流轉與傳承之歷史背景下

接觸到歐美世界之各種知識，將“psychology”最先譯為心理學，這是非常

合理的，心理學一詞雖是漢文，但此譯名之肇基卻不必然要出自於中國。

日人西周其學問有其精緻與浩大（西周，1874b），比起同時代仍未放棄

以科舉試考四書五經以招募人才之清末中國，西周所處時代背景更適合

將許多西方學問翻譯成漢文，漢語「心理學」一詞不論在臺灣、中國、

乃至於全世界都能受到廣泛接受與使用，此功當歸諸於宋代理學家、明

代陽明心學者、日人荻生徂徠、清末康有為與梁啟超、及日人西周等多

代思想啟蒙者之共同努力而成就此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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