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文摘要 
 

明末陸王之學充斥天下，東林君子高景逸眼見末學之流弊，本著矯正王學流

弊的精神，積極倡導程朱之學，極力恢復明初躬行篤實之學風，以挽救頹風。在

批評與救正王學流弊之聲浪中，景逸不偏執拘泥門戶之見，會通眾流，主張格物

窮理的工夫，又崇尚主靜求悟的修養。其折衷程朱、陸王之學，影響所及，開啟

明末清初實學的新蹊徑。 

景逸對於世道人心之針砭，傳統綱常的維繫，和家國政治之意見，一一寓於

其心性義理之學中，具有其重大的意義。本文試圖分析東林君子高景逸之思想，

深入分析其思想內涵與特質，建構其思想核心，以明其經世務實之實學思想內

涵。並從歷史和時代條件出發，以確定景逸東林講學的影響及其實學思想在學術

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對後世的影響。 

全文共分六章，分別是： 

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並對實學的概念作

一個界定。 

第二章「晚明王學的衰頹與救弊思潮的萌芽」，探討晚明王學的衰頽與救弊

思潮的萌芽，從一個學術發展的背景，以推闡學術思想演變的軌跡及過程。 

第三章「高景逸之心性論」、第四章「高景逸之工夫論」，深究景逸之實學思

想理論，分章說明景逸之心性論及工夫論，從景逸思想內涵中以見心性論與工夫

論之關聯性，以勾勒其實學思想之全貌，以見其思想實從王學轉出而歸宗於朱子。 

第五章「高景逸實學思想的體現」，探討高景逸實學思想的體現層面，期與

其思想理論作一個印證。 

第六章「結論」，總結全文，探討景逸實學思想及其在學術史上之意義及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