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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言 

  日本的朱子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1]。这种传统，使日本的近现代朱子学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基础与风

格。自二十世纪以后的朱子学史之整体观之，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近年，台湾学者编辑了两

种朱子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2]与《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3]，虽然

其中所收的日文论著条目在记述与分类方面尚有不少遗漏与讹误，但基本上网罗了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

果，我们可以从朱子（名熹，1130～1200）的思想、史学、文学以及学术渊源、事迹、门人与后世的展开等几乎所有

的领域中看到日本学者的足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无疑是整个朱子学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管见所及，到目前为止，介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有五篇：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4]与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5]，华国学《战后日本朱子学研究评述》[6]、高令印《现代日本

朱子学》[7]、钟彩钧《现代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朱子学研究之概况》[8]。其中，后藤与岛田的综述过于简略，无法了

解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史的变迁。华、高、钟三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知识背景的欠缺，以及所掌握的学术资讯极

为有限，他们的文章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与此相比，有关欧美[9]与港台[10]、韩国[11]的朱子学研究的评

述，则比较深入而具体。因此，我们亟需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作一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战后，日本中国学界的结构与方法论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出版于

战后。战后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整体格局、研究群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均与从前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至今为止的六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特点何在？在研究史上又具有怎样的位置与意义

呢？在本稿中，笔者将1946年以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分为以下六期：“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1960年

代的研究”、“1970年代的研究”、“1980年代的研究”、“1990年代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对其间出

版的单行本（包括丛书）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描述其内容的特色与整体变迁的脉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举出的专著

以朱子及其门人研究为主，不包括日本对其本国的朱子学及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又，文中所引日文，均为笔者译。 

一、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中国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在1947年6月，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学会—

—东方学会，其机关杂志《东方学》于四年后的1951年3月创刊。而京都方面的《支那学》则于1947年8月停刊。另一

个日本全国性的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哲学·语学·文学），在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奔走呼吁下，于1949

年10月成立，其机关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于1950年3月创刊。此外，日本道教学会也于1951年成立，其机关杂志

《东方宗教》于同年12月创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中国学界在战后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相互协力与统合

的动向。 

  在学界变革期间的1948年2月，出版了安田二郎（1908～1945）的遗作《中国近世思想研究》[12]，其中收有四

篇关于朱子的论文与两篇关于陈白沙、阳明学的论文。有关朱子的论文，则发表于战前的1939年～1941年之间。由于

安田二郎在1945年辞世，因此《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在规模上远不及战前出版的后藤俊瑞（1893～1961）《朱子の実

践哲学》[13]，但此书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京都学派[14]历来对宋明理学的态度极为冷漠，研究者亦

寥寥无几，而安田则是一个例外。他原本是哲学家田边元（1885～1962）的弟子，先是专攻西洋哲学，后来才转入中

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研究。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における習慣の問題——序説》（《在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

题——序说》）一文。安田在文中通过对《论语集注·学而篇》首章的分析，认为在朱子的伦理学体系中，习惯具有



重要意义。安田援引Félix Ravaisson（1813～1900）的习惯论，指出：“学习”乃是一种习惯的获得，即格物的过

程。安田认为，朱子的心之特质在于受动式的能动性与能动式的受动性，“本来心”（道心）是能动的，而“现实

心”（人心）则是受动的，在习惯上才能实现“心与理一”。同样，理具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两面

性，须于习惯这一事实中寻求构成两面性的原理。在另一篇论文中，安田还对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批判主义

式的朱子研究做了严峻的批判。又，安田关于理气，认为朱子的气如Stanislas Le Gall所云，是一种“瓦斯状空气

状的物质”，而朱子的理乃“意义”等，这些看法后来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自今日观之，确有不妥之处。近现代

的日本学者，大多使用西洋哲学的概念与方法来剖析朱子的思想，安田的著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精通

多种西欧语言的安田，在朱子学的文献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他曾通读朱子文集[15]，并留下了《朱子语类》的译稿

[16]。通观其文，确能引用文集与《朱子语类》而作到收放自如。安田对文献的全面梳理与把握，再加上严密的逻辑

分析，使他的一些研究如“习惯论”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今不容忽视。 

  宇野哲人（1875～1974）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17]是概论性的书籍。此书是战前出版的《儒学史》（上

卷）[18]的续篇，其根干乃宇野的博士论文《洙泗源流论》。全书在时代上涵盖了自北宋至清末的儒学，所论人物自

胡瑗至谭嗣同，书名虽题为“近世儒学”，内容上实则分为“近古”（宋～明）与“近世”（清）两大部分。宇野将

宋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儒教的革新”、“士风的改善”、“儒、道二教的融合”、“佛教的影响”四点（2～7

页），除了第二点以外，基本上因循了《支那哲学史讲话》中的看法[19]。对于朱子的哲学，则从“宇宙论”、“心

理说”、“伦理说”、“名分论”四个范畴进行了考察。宇野还指出：朱子乃主知论者，富有科学性、实证性的倾

向，而阳明则是主意论者，具有理想性的倾向，乘朱子实证论之弊，兴起了阳明理想论。宇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

科大学汉学科，是岛田重礼（1838～1898）与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学生。宇野在明治末年先后游学中国[20]

与德国，后来长期担任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教授，是东京方面“汉学”式研究的主帅，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多出

其门。宇野在中国哲学史与宋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与普及性的工作，除了主著《支那哲学史讲话》、《支那哲

学の研究》[21]以及《二程子の哲学》[22]以外，他译注的《四书讲义：大学》[23]、《四书讲义：中庸》[24]以及

《论语新释》[25]等书籍在战后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巨大。 

  今井宇三郎（1911～？）的《宋代易学の研究》[26]出版于1958年。本书深入地考察了“《周易正义》与宋代易

学”、“河图洛书象数论”、“《太极图》考”、“无极而太极考”、“二气五行考”等宋代易学史上的主要问题。

本书虽非专论朱子，但其中有很多篇幅都触及到了朱子的易学，总体上资料翔实，持论平允，是日本易学研究领域的

重要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有两种朱子学文献的译著出版。由和田清（1890～1963）校阅，河原正博（1912～1993）译注的《宋

名臣言行录》中册于1948年出版[27]。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计划将其中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全部译

出。到中册为止，已经译完了第六卷，遗憾的是下册（第七卷～第十卷）最终未能刊行。1949年，出版了由中国语言

学家仓石武四郎翻译的《论语》[28]。本书是一本很独特的译著，在解释上完全以朱子的《集注》为准，并参以《语

类》，而译文的文体则为现代日语口语，贯彻了仓石彻底摒弃旧式训读的理念。由于仓石的古典修养极深，全书又一

依朱注，故其脉络前后一贯，译文简明流畅而准确，堪称《论语》日译史上的名著[29]。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研究之深入，与各种文献索引编纂之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朱子文献的整

理方面，后藤俊瑞于1950至1960年代初，编纂了《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其中包括《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

书或问索引》[30]与《诗集传事类索引》[31]三种。与一般的索引书籍不同，其书的体裁并非是“一字索引”，而是

分门别类的“语句”索引。这一系列索引书籍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通观1950年代，朱子思想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专著出版，但是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刊行了大量有关朱子研究的专题

论文。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与积蓄阶段。 

二、1960年代的研究 

  通过潜忍不发的长期积蓄，使日本学界在1960年代步入了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并迎来了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第

一个出版高峰。 

  首先是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32]一书的出版，此书在日本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楠本生于儒学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是宇野哲人的弟子，与后藤俊瑞被称作继承了宇野学统的“双

璧”。楠本曾游学德国，后来在九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三十余年，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

佐藤仁（1927～）、福田殖（1933～）等皆出其门下。《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分“宋学”与“明学”两部分，



此书虽然是宋元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但涉及朱子与朱门诸子的章节（第一编第四章）亦颇有发明。比如楠本用“全

体大用”来概括朱子的思想体系，认为朱子的这一思想为黄榦、陈埴、陈淳等弟子所继承。楠本的目光停留在朱子的

社仓法与《仪礼经传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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