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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专著《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儒学思想研究——以山鹿素行与中
江藤树为中心的考察》

 

张捷副研究员的专著《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儒学思想研究——以山鹿素行与中江藤树为中心的考察》于2019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全书共计20万字。

本书以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为模型，深入探讨了日本江户时代初期代表学派之间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诠释路向与特点，分析了其

异同与成因，提出的方法与结论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儒学的海外传播具有实际意义，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在研究方法

上，以中国儒学的理气论、人性论、格致论等为理论框架探讨日本儒者的学说特点及其局限，总结具有日本特色的对中国儒学的改

造方式，探讨其在概念定义、思维方式、道德实践中的差异，并且按照新的诠释角度来梳理其思想的演进过程。在研究结论上，厘

清中国儒学与日本传统神道在学派学说成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侧面的作用，在基础理论的框架下解释各自学派在政治实践中的

不同立场，提出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思维模式的解体是由人性论的构建开始，以人性论为基础展开职分论，从而回应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儒者的价值与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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