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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

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23] 

  绍兴十八年（1148）四月，朱熹殿试中等，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赐同进士出身。[24]时年十九，年少英俊。其攻

习王弼《易》学，取得了理想中的结果。朱熹是《易》学专业出身，这件事对于研究朱熹理学，其意义是十分重要

的。 

  注释： 

  -------------------------------------------------------------------------------- 

  [①]《伊川易学的形成及发展》，载《国际易学研究》第6辑。文中所谓“思维模式”，即体用思想。相同的思

想还见于余著《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第八章。 

  [②]当然，统论一卦之体，并不仅有“卦主”这唯一的条例。《明彖》曰：“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

爻也。”说明还有其它各种“统论一卦之体”的条例存在着。而《卦略》统论屯、蒙、履、临、观、大过、遁、大

壮、明夷、睽、丰等卦，就采用了相当灵活的方法，没有使用卦主条例。 

  [③]《周易略例·明彖》。 

  [④]句读依楼宇烈《王弼集校释》。 

  [⑤]《老子》第三十八章注。 

  [⑥]这里应说明，王弼摈落的只是汉人浮泛不根的象数家言，而没有回避《周易》中基本的象和数（“大衍之

数”无疑是《周易》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王弼看来，四十有九之数之“用”，非但不构成形上太极的障碍，

而且还是形上太极“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的方式之一。 

  [⑦]《今古文经学新论》，第529页。 

  [⑧]同上，第531页。 

  [⑨]《新安月潭朱氏族谱》卷一，转引自《朱熹年谱长编》卷首《新安朱氏世系》。 

  [⑩]《韦斋集》卷九《上赵漕书》。 

  [11]《重刊韦斋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朱熹集》卷九十《屏山先生刘公墓表》，第4585页。 

  [13]《朱熹年谱长编》第76页。 

  [14] 参见《朱熹年谱长编》76-77页。 

  [15]《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0页。 

  [16]《跋家藏刘病翁遗贴》，《朱熹集》卷八十四，第4342页：“熹蚤以童子获侍左右，先生始但以举子见期。

而熹窃窥观，见其自为与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请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为开示为学门户。” 

  [17]朱槔《玉澜集·自作挽歌辞》：“天涯念孤侄，携母依诸刘。书来话悲辛，心往形辄留。” 

  [18]《朱熹集》卷二，第106页。《朱熹年谱长编》系此诗于绍兴十四年（1144）。 

  [19]《朱熹年谱长编》133-134页。 

  [20]《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之一。 

  [21]《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

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 

  [22]李方子《紫阳年谱》，转引自《朱熹年谱长编》第108页。 

  [23]《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第2623页。 

  [24]《宋代政教史》第989页：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同进士及第；第三甲、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

甲，同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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