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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周汝登身為晚明浙江一地重要的陽明學者，其〈九諦九解〉之辯與學術史著

作《聖學宗傳》最受人關注與研究，卻忽略了汝登生前重要的經學著作—《四書

宗旨》。 此書實是汝登重視且有意為之的詮釋之作。他認為《四書》最能傳達孔

門聖道，所以才會在人生的最後六年撰作此書，有意透過《四書宗旨》來寄託、

證成其心學思想，推翻朱子以理學建構的《四書》學，以明陽學心學與孔孟之道

的思想承接與相契性。 

    此書除了在汝登整體的學術思想中不可忽略外，對晚明的《四書》學史的建

構，亦有重要價值。自從陽明揭舉恢復古本《大學》，透過己心來解經後，就逐

漸產生跳脫朱子《四書》學框架，以心學思想來詮解的《四書》宗王著作，如李

卓吾的《四書評》、楊起元的《四書眼評》、焦竑的《焦氏四書講錄》等。考查《新

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可發現當時以陽明心學進行詮解的作品

不少，實不容小覷。但這些數量頗可觀的心學解經之作，卻隨著明亡，王學被清

初學者貼上亡國罪名
1
，加上有清一朝主程朱理學，《四庫全書》不收宗王的《四

書》著作，僅列存目或入禁燬書目中，而漸漸隱沒不顯。但這類宗王《四書》著

作，若拋開政治、官方等意識主導下的定位，在明代《四書》學史上，實有其重

要價值。因為它們反省、跳脫在舉業中僵化固著的朱子《四書》學，嘗試為《四

書》找尋另一條更接近聖賢與自己生命的理解道路，這正是宗王詮釋者，帶給晚

明《四書》學的重要啟發和行動，而汝登的《四書宗旨》正是具體展現此一精神

的作品，無論義理內容或詮釋方法，都能在朱子《四書》學的框假下，提出深具

生命體會和個人特色的詮釋，展露自由開放的新《四書》學精神。 

    此外，身為陽明第二代重要弟子的汝登，其《四書宗旨》一書，正能為王陽

明沒有完整的《四書》著作進行補充，觀察陽明思想對《四書》詮釋的影響，以

及其所提出的《四書》觀點在後學中如何被接受、承繼，進而轉化和發展，由此

展現陽明一脈的《四書》學。  

    以下將以列點的方式，舉出本文的研究成果和論點，展現周汝登《四書宗旨》

在晚明《四書》學史的意義，和對陽明一脈《四書》學的發展貢獻︰ 

                                                 
1 王夫之︰「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

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

(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卷九，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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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衷朱子分經傳、陽明還古本的主張，在《大學章句》的經傳結構下，以反

補傳的立場進行詮釋，兼融朱、王二家的解經說法︰朱子《大學章句》的用

心與首要處就在格致補傳上，朱子以此展現格物窮理的義理思想；而陽明主

張古本《大學》的回復，就是為了反對格致補傳，是一種從思想根本處出發

的行動。陽明此舉影響甚廣，身為後學的汝登自然信從，具體表現在《大學》

詮釋中沒有格致補傳的影子；雖然汝登從陽明反對補傳，但他卻仍受朱子《大

學章句》很大的影響，換言之，在時代上他仍是應科舉而熟讀朱注的士人，

雖然在思想上他傾心王學；因此在《大學》詮釋上，汝登是依循朱子的經傳

順序去做段落詮釋，顯示對朱子移經文、分經傳的舉動並不反對。由此可見，

身為陽明後學的汝登，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其《大學》詮釋在某種程度上，

兼融了朱、王的解經看法。 

 

二、承襲王龍溪「無」作用和「一悟全悟」的工夫義，用以詮釋《四書》的實踐

工夫，展現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特色︰陽明在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

思想下，以去人欲、存天理作為保有本心良知的主要工夫路線，即其工夫重

點在去除會遮蔽本心、妨礙良知呈顯的私欲上。而其弟子王龍溪則更進一步

在四無思想上，發展出無意不為的「無」作用之工夫，並出現「直悟本體，

一悟全悟」的本體即是工夫的一體而化論點。汝登正承繼了此一工夫觀點，

故在《大學》裡，以「無意」釋「誠意」，以「無在之在」釋「正心」；用有

意、無意說明、分判《中庸》的率性與修道；以「勿助勿忘」、「一毫無容外

假、無容造作」來論《孟子》仁義禮智的彰顯和知言養氣的涵養；這些都是

工夫上「無意、不著、不為」之「無」作用的主張、強調。另外，汝登做出

直截立成的詮釋義，如《大學》的「知止至能得，毫無等待」、《中庸》的「心

體平則見物物皆有生意」，正是本體即是工夫和一悟全悟的思想表露。由此

可知，汝登大體上是承襲、運用王龍溪的工夫主張來詮釋《四書》的實踐內

涵，展現充滿王龍溪這一脈陽明後學的《四書》特色。     

 

三、除了強調本體即是工夫和「無」作用的工夫義，也重視心參境驗和人倫孝道

的踐履工夫，足見汝登對心體把握和實際驗證的兼顧︰汝登對《大學》、《中

庸》中的實踐工夫，主要以「無」作用和本體即是工夫的觀點詮釋之；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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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孟子》中，則展現在生活落實、體證的工夫要求。在《論語》裡，

對「學而時習之」章做出「吾論學每有心參境驗之旨，首一節是心參，次二

節是境驗，朋友之樂是順境，不知不慍是逆境，境上打得過，時習之學始真、

德始成」
2
，並認為《孟子》的仁政王道成就，來自本心良知的確立，然後

落實於人倫孝道的實踐，故說「堯舜無奇，只是人倫上盡分」
3
。由此可見，

汝登詮釋下的工夫內涵，並非只有純粹的心體工夫，還要求在現實生活中落

實以成就人物，是己心與實際接合的兼顧。  

 

四、詮釋上兼採漢注與宋明儒說，在義理闡微之際輔以漢注的字句訓詁，加強詮

釋論說；宋儒經說中，唯對朱注特別批判，顯示汝登的心學傾向和學派意識

濃厚︰在明代後期，逐漸興起檢討宋學、重估漢學的風氣，汝登可能受此影

響而採用古注；亦有可能受陽明回復古本《大學》的啟發
4
；但若推究其根

本原因，應是為了使義理詮釋有更完滿地呈現，故融入古注的字義訓考，作

為己釋的加強、證明。另外，在宋明儒經說中，屢屢批評朱注，對陸王一系

的宋儒陸象山、楊慈湖和明儒王陽明、王龍溪、鄒元標等人說法則肯定並闡

明之；顯示汝登在心學傾向下而生的朱、王學派意識，影響其徵引和判讀，

有意透過批判朱注來彰顯陽明學派的解經成就。 

 

五、對本心良知和返求己心的強調，是個人道德主體性精神的彰顯與發揚，對當

時因舉業而造成義理與個人身心懸隔兩橛的情況提供反省與對治的思考︰

汝登承繼陽明的學貴得之於心和心體明即是道明的思想，將之運用入詮釋

中，處處展現返求己心的提醒和呈露本心良知的強調，用以闡明聖人之道內

在於吾心中，故要人返求身心做工夫，讓聖賢道理、仁義禮智切切實實從自

家生命中湧現而出，而這才於己有益的學問、工夫。此種回歸己心的的思想，

正是重新從舉業、朱注處拿回自身的道德主體性，透過己心、自家生命直接

領悟聖人之道。 

                                                 
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82。 
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580。 
4 林慶彰︰「陽明恢復《大學》古本的用意，自是因朱子《大學章句》無法彰明聖人聖人作《大

學》的本旨有以致之。然此一事，更徹底表明朱子經說雖懸為功令，但義理上的矛盾卻也不少。

對朱子的權威確實造成不少的打擊。另外，「格物」、「誠意」的先後問題，要徹底解決，不得不

回復到聖人的本經來，則有啟導後人重新思考經學價植的意義在內。因而對漢代以來的經說重新

檢驗，更是明末清初辨證群經的先導。」見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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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整理、說明，可以看出汝登《四書宗旨》在《四書》學史上的意義

和價值︰首先，此書呈現了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樣貌，補足二王

《四書》著述未完足的缺憾；其次，承繼陽明心體為上的精神，具體展現為自由

開放、三教同旨、漢宋明經說兼採的新《四書》學精神；最後，書中返求己心和

要求落實體證的工夫，不僅澄清陽明後學空虛狂蕩的誤解，也代表汝登對當時學

術風氣反思後的兼融主張。 

透過此研究，再加上前人的相關成果，可對汝登《四書宗旨》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瞭解其經學如《四書》方面的成就和價值；但筆者限於能力，尚未將汝登

《四書宗旨》與同時代學者的《四書》著作進行參看、比較，因而無法再更細膩

深入地呈發其《四書》詮釋的特殊性，此為往後筆者可再著力之處；另外，相較

於朱子一派的《四書》研究，陽明學派的《四書》研究成果似乎略少，若要完整

呈現明代《四書》學的樣貌，仍需更多研究者投入、關注陽明學派的《四書》研

究。最後，筆者限於學力，在分析、推論上必有未盡周延妥當之處，恐無法更深

入地彰顯其中幽微，還懇切盼請學界先進能不吝給予指正、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