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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起：日本社會生活中實踐儒家與道家思想

（一）存在於日本社會的『論語』言辭

１、今日は樂しいですか

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學而篇）

２、友達ができましたか、同志

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學而篇）

３、温故知新

温故而知新（為政篇）

４、生涯學習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篇）

５、清貧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篇）

６、上達

下學而上達（憲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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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思いやり、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ないように：「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

靈公篇）

８、柔道、相撲的競技（會釋し讓りあって登り降し）

揖譲而升、下而飲（八佾篇）

９、和・調和、大和

禮之用、和為貴（學而篇）

10、思無邪：稻森和夫的傳記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篇）

○『論語』的言語成為日本人的生活言語、做人處事的生存之道

＊公開場合的講話・致辭：引用『論語』（東洋的經典）

＊『論語』是「東洋の原郷」

＊日本人的漢文涵養和文化傳統

ex長崎大學的同事
＊社會學的教授：我喜歡唐詩、特別是杜甫的詩、能背誦幾首

＊工學院的教授：我喜歡韓非子的文章、壁壘森嚴、能背誦 3



（二）存在於日本社會的道家思惟

１、日本酒：「上善如水」 「李白」 （清酒）

「百年の孤獨」（燒酎）（古來聖賢皆寂寞）

２、「橅」（ブナ）→無用之用、不是有用的木材、却能水土保持
３、「再生工廠」「自然体」「遊び球」「力な」（剛直、僵硬）

４、「終身雇用」「年功序列」（小國寡民的實現）

５、環境思想：循環（山木與河川）、再生（再利用）

６、日本房屋（單門獨院）：人境廬的再現（結廬在無車馬喧）

７、日本庭園的借景：遠近、與天地自然合一

８、日本料理的原點（＊刺身、「生」＝本來の味を生かす→「正味」⇒自然）
９、「○道」（茶道、花道等）：道的兩面性

①「道者路也」：「稽古」＝工夫、流派＝方法→「下學」⇒儒家 ＋

②究極：わび・さび→「上達（於天）」⇒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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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生三歴程：脱俗→入俗→超俗
＊「芭蕉與莊子」（金谷治先生）

俳人（俗）→捨俳人而遊（脱俗、入俗）
→ 『奥の細道』（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超俗）

＊賣茶翁與莊子

僧侶（脱俗）→賣茶（入俗）→賣茶翁（遊於方外、超俗）
↓

為何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存在於日本當今社會

＊現代：讀書的習慣→ 「文庫版」（社會公車電車上的風景）「讀書卡」（小學生）
＊内藤湖南（1866-1934）：書籍和目録學→文化的象徴

↓
＊日本保有中國文化教（育）養（成）的歴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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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
ー日本人的漢文（古典）涵養ー

○「不會説該國的語言、就不能理解該國的文學與文化」的説辭未必適用於日本

１、漢文教養

①江戸儒者：不能説中國語而能創作漢文、注釋中國典籍

＊為何可能：漢文訓讀→「素讀｣（記誦）＋作文的鍛錬
②現在的高校生：不能説中國語而能解讀漢文

＊如何可能：漢文訓讀＋日本語譯＋文法化→「日本方法論」的創出
③現在的日本人融合漢字與假名、聽説讀寫（語言敘述、文章寫作、表達情意）

２、日本漢文學史（神田喜一郎1897-1984）
①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雙重性格

Ⅰ、日本人用漢字和中國語的文法創作漢詩文

Ⅱ、中國文學的旁枝：中國文學史再現於日本

Ⅲ、日本文學的一環：一脈相承、從古代相傳到日清戰爭（1894）、日俄戰爭
（1904）

②英國没有法國文學、法國没有英國文學、但是日本有漢（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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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學術文化在日本的傳承

（一）内藤湖南的理論

①譬喩於氣象學：同一緯度的氣壓移動是波浪狀

＊中國的學術文化在二百五、六十年後、傳入日本

②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鹵水（鹹鹽、「二ガリ」）

＊豆漿（日本文化的原型）＋鹵水（鹹鹽、中國文化）→豆腐（日本文化的創成）
③螺旋循環史觀：横向的空間移動＋縱向的螺旋向上

＊中心（中國）→周邊（日本、横向、受容）、文化的自覺（融合）・創新（縱向、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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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學術史

１、古代：經學

①經典沈潛

聖徳太子「十七條憲法」：五經、論語、孝經、文選字句的引用

②養老令的大學教學科目：以唐令為本、五經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兼習

③『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古寫本

Ⅰ、寛平３年（891）、藤原佐世奉勅撰、３０家目録、四部分類
Ⅱ、足利學校古本（寫本）→紅葉文庫→内閣文庫
中國傳來與日本抄録

Ⅲ、「海内寰宇孤本」→校勘的工作比中國方便、有優異的成果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為清朝校勘學參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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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世：佛教→禪宗傳來
①佛教經典：『南傳大藏經』→ 「海内寰宇孤本」→佛教研究的重要經典
②與生活密切結合：禪宗（臨濟宗）、淨土真宗（日本化的變容）

③繼承五山傳統、近代以後的佛教研究盛於中國

３、近世：儒學→日本儒學異同於中國儒學 ＊江戸儒學的兩面性

①江戸儒學：中國近世思想史的再生

＊學派：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古學派・漢唐注疏學派・折衷學派・考證學派

②字句解釋：日本的、獨特的解釋

ex「攻乎異端、斯害也矣」的「異端｣
Ⅰ、一般：異於聖人之道的思想

Ⅱ、荻生徂徠（1666-1728）
異端者、指政治對立的政黨（『論語徴』）

＊荻生徂徠『論語徴』為清朝劉寶楠『論語正義』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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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文獻批判

＊伊藤仁齋（1627-1705）＊三部作：『論語古義』『孟子古義』『語孟字義』
→早於戴震（1723-1777）『孟子字義疏證』

○『論語』分上下

論語二十篇相傳分上下、猶後世所謂正續集之類乎。

蓋編論語者、先録前十篇、自相傳習、而又次後十篇、以補所遺者。故今合為二十

篇云。何以言之。

蓋觀郷黨一篇、要當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間、則知前十篇既自成書。

且詳其書、若曾點言志、子路問正名、季氏伐顓臾諸章、一段甚長。及六言六蔽、

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等語、皆前十篇所無者。其議論體製亦自

不與前相似。故知後十篇乃補前所遺者也。（『論語古義』總論）

＊「郷黨篇」的異彩

＊體裁的分歧（語録問答與長篇議論）

＊管仲批評：上下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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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分上下

孟子之書或以為孟子自著、或以為門人之所撰。今詳其書、體製各殊、皆歸又別、

似不出於一手。

蓋梁恵王・滕文公二篇是一體、離婁・盡心二篇是一體、公孫丑・萬章・告子三篇是

一體。竊疑公孫丑・萬章・二篇是公孫丑・萬章所記、而其他諸篇或雜以孟子之筆歟。

Ⅰ、此書前三篇備記孟子事業出處、至於離婁始有議論、故今定前三篇為上孟、

後四篇為下孟。

Ⅱ、蓋古人之學、以經世為務、而修身以為本、明道以為之先、皆所以歸夫經世也。

Ⅲ、故孟子之書者、當於前三篇觀其歸趣、而於後四篇知其所本也。 （『語孟字義』
上）

＊體裁：梁恵王・滕文公、離婁・盡心、公孫丑・萬章・告子

＊主旨

Ⅰ、梁恵王・滕文公・離婁為上孟、盡心・公孫丑・萬章・告子為下孟

Ⅱ、上孟（三篇）：出處行誼、經世之用、下孟（四篇）：修身、明道

Ⅲ、上孟：（三篇）：觀其旨趣、下孟（四篇） ：知其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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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語孟字義』附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程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古人進學次第、孔子教育綱目

仁齋：孔孟未嘗言明明徳、誠字可施於身而不可施於意、生財有道非孔氏之言

○『中庸』：『樂經』錯簡→舉十證論考
首章自「喜怒哀楽」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経之脱簡、誤

入于中庸書中耳。何以言之。其説非止叛六經・論・孟、推之一書之中、亦自相矛

盾。第宋明諸儒多以然附儒、而不察其合于孔孟之旨與否、所以不知其言之叛孔

孟。今發十證而明之。・・・此十證者皆據中庸本文以及六經・論・孟而言之、非予臆

説。且喜怒哀樂四字及以中和連言者、獨見於樂記、蓋贊禮樂之徳云。故曰古樂經

之脱簡。先儒不察、遂以未發之中為道學之根本準則、到今為千古學問之深害、不

容於不辨。（『中庸發揮』總論）

＊與儒家經典不合→據經典・論語・孟子而考察
＊「喜怒哀樂」與「中和」：「樂記」之文、（『禮記』）→樂經之脱簡
＊「實證的」學問方法論的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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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近代：中國學
①日中學術的總合：出版事業（明治〜昭和）

Ⅰ、『漢文大系』『漢籍國字解全書』出版及其意義

ⅰ、『漢文大系』：服部宇之吉編輯

明治41年（1909）～大正5年（1916）、22巻、38種

→江戸儒者以漢文注釋中國古典
→中國明清學者的注釋
＊同時代（中國明清與日本江戸時代1603-1866）學問成果的顯示
ⅱ、『漢籍國字解全書』：早稻田大學、明治42（1910）～大正6年（1917）、４輯、45册

→江戸時代中國古典的日本語譯
＊庶民教育：教育普及（從三都到地方）・教養富殖（漢文素養）的象徴

Ⅱ、意義

ⅰ、近世日本於中國學、及「日本的」中國學的總決算

ⅱ、顯示近代日本於中國古典學養的所在

ⅲ、提昇市民教育水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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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京都中國學：日本近代中國學→日本近代中國學的代表
Ⅰ、考證學：清朝學問方法的祖述

Ⅱ、批判江戸漢學：偏狹（只有宋明）俚俗（入門初學的）

Ⅲ、「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1912王國維送狩野直喜歐遊詩）
＊京都中國學的特質

ⅰ、求是：以言語學（文字・音韻）、正確解釋文獻的意義

ⅱ、心印：咀嚼字句、考究事實、確實理解文獻内容→清朝考證學方法論的祖述
ⅲ、無雷同：不苟同中國既有的定説、樹立新的學説

a、『呂氏春秋』：雜家→百科全書、反映從分裂到統合之時代思潮的書籍（内藤湖南）
b、華夷之辨→文明社會（中華）與素樸民族（周邊民族）的消長推移（宮崎市定）
Ⅳ、新領域的開拓→文化主體性的形成→日本東洋史學（通用於世界漢學）的樹立
ⅰ、中國戯曲、小説的研究：盛於中國、大正〜昭和前期中國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ⅱ、清朝學術：清朝歴史文化研究的先驅

ⅲ、東洋史：日本、特別明治時代的學問

ⅳ、敦煌文書：與世界漢學接軌道→京都與北京、巴黎並稱世界三大漢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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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近代的中國古典解讀

１、『尚書正義』

朱子：五經中最劣 VS
吉川幸次郎：中世重要史料

＊六朝的論議方式、經書注釋的方法（煩瑣）、人生觀（天生命定論）

２、『論語』解讀

①金谷治：「人間孔子」 ＊伊藤仁齋「學而篇第一章是小論語」

②和辻哲郞：人類的教師 ＊世界四大聖人：釋迦、孔子、蘇格拉底、耶穌

③宮崎市定：儒家的倫理學→ 道徳修養（仁・忠・恕）＋社會實踐（詩以言、禮以立）
④吉川幸次郎：逝川之嘆→ 樂觀與悲觀（『論語』注釋史）

３、『史記』解讀

①内藤湖南：歴史編纂（口傳＋取材＋公文書）

文化史：『春秋』〜 『呂氏春秋』〜『史記』

②宮崎市定：「身振りの文學」臨場感→都市文化
③吉川幸次郎：兩面價値（ambibalance的反映）→「高祖本紀」
司馬遷寓褒貶的春秋筆法 ＊ 「常識への反抗」

④林田愼之介：人間劇場→刺客列傳：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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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高祖本紀』開端→司馬遷叙述心理的探求 ＊ 「常識への反抗」

①高祖沛県豊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對王朝創業者的尊敬）

②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出身平凡）

③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於

其上。已有身、遂産高祖。（帝王・天子的感生神話）

④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美須髯（特異・尊敬）。左股有七十二黒子（質疑）。

Ⅰ、隆準而龍顔→異於常人
Ⅱ、美須髯→常人亦有
Ⅲ、左股有七十二黒子→荒誕

↓
＊司馬遷叙述心理的探究

反映司馬遷對獨裁王朝兩面價値觀（ambivalence、 肯定與批判的心理）⇒
尊敬與嫌惡漢朝王室的矛盾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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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戰國末期〜秦的時代思潮：從分裂・専門到統一・統合

①町田三郎：『呂氏春秋』・時令、『管子』・國富論（經濟政策）

②内藤湖南：『呂氏春秋』非雜家、是百科全書（文化史）

５、史學突破：内藤湖南（中國史學、唐宋變革論、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

宮崎市定（東洋史學、宋代是東洋的近世）

６、中國思想

武内義雄：中國思想史學、中國思想風土論（ex三國：魏儒教、蜀道教、呉佛教）
金谷治：現實合理主義、複眼的思考 （『中國思想を考える』）

７、文學

①陶淵明

＊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起筆奇抜⇒「自祭文」
②杜甫

＊吉川幸次郎：中國古今第一詩人、杜甫的創始→杜甫千年後的異國知己
③蘇東坡

＊小川環樹：空前絶後的天才、蘇東坡的創始→蘇東坡東瀛神交
○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雙璧：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 21



④三國演義

＊毛宗岡「三絶」：諸葛亮（智絶）、關羽（義絶）、曹操（奸絶）→天生命定論
VS

＊日本的改寫：曹操名譽的回復、諸葛亮・關羽的人格化

＊吉川英治：長編叙事詩、二大英雄：曹操與諸葛亮

＊北方謙三：凄美追夢圖、英雄曹操

＊陳舜臣：宗教慈悲的物語、五斗道教母少容（虚構人物）

⑤孤獨感 ＊斯波六郎

＊人間境遇：屈原的執着、項羽的窮途末路、陶淵明的守拙、李白的孤高

＊生命不安：陸機：生命短促、王羲之：人間微小、杜甫：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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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文化形成要素及經緯

１、日本文化的特質：從日中文化交渉的觀點來思考

①吉川幸次郎：日中文化同文同種而有異質性

Ⅰ、日中兩國同文同種

同種是嚴然的事實、國土相鄰、意識文化同質而親善。

Ⅱ、理解文化的異質性、交流而深化自己的文化。

２、要素

①求是：價値判斷→向上・超越
②心印：理解・融合→繼承・發展
③無雷同：取捨・判別・突破→文化的主體性
④文藝復興的精神：自覺（現狀突破）、再生、創成

＊宮崎市定文藝復興論

３、經緯

①受容→判別→融合→創新
↓ ↓

② 受容（接受） 變容（「日本的」・日本獨立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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