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全文首章介紹陳確的生平、著述和學術宗旨，次章介紹陳確的思想背景與學術淵源，屬外

緣之分析。

三章綜論《葬書》的背景，包括中國歷代的喪葬禮俗，以及宋代至清代有關喪葬禮俗的

著述。

四章分析《葬書》的宗旨和寫作動機。陳確撰作是書的動機包括變通古禮、提倡孝道、攻

撃葬師、駁斥風水以及拯救人心風俗。《葬書》的宗旨則為諷世勵俗，刻書以救世；批判葬師，

求實理實益；言葬綱領，主族葬、深葬和儉葬。

五章分析《葬書》全書的內容，言葬綱領為「及時、族葬、深埋、實築」；六字葬法

是「時、近、合、深、實、儉」。以上三章，屬內緣之分析。

六章概述《葬書》的影響及評價，七章為全文之總結。

作者簡介

孫廣海，祖籍廣東潮安，1952年出生於香港。半工半讀完成中學教育和研究院課程。先後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74〜 78）、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83〜 85）、香港大學中

文系研究院接受教育。研究院明清史學文學碩士論文〈柯維騏宋史觀發微〉，師承趙令揚教授（81

〜 83）；哲學碩士論文〈陳確《葬書》之研究〉，師承何佑森教授（1931〜 2008；88〜 94）；哲

學博士論文〈阮元學術思想研究〉，師承梁紹傑教授（95〜 02）。

歷任中學中文科老師、中文科主任講席 32年；現為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兼職導師、

客席講師、課程編撰。論文有〈阮元研究回顧〉、〈阮元揅經室遺文再續輯補〉、〈由羅香林《香

港與中西文化交流》說起的一件學術界公案：日治淪陷期（1941〜 42）誰人繼任香港大學中文

系主任？〉、〈四十五年來（1962〜 2007）中國大陸的胡適研究〉、〈胡適傳記文學的理論和實踐〉

等篇。

研究興趣包括：漢字學、詞匯學、文體學、中國語文教學、古代歷史文化、

古典文獻研究、清代學術思想、文學研究等。未來亦會關注百年以來香港的儒學史和學者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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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確（1604～1677），浙江海寧人氏，本名道永，清順治時改名確，字乾

初。稟性耿直，堅貞剛毅，為明代萬曆年間有名學者，受業於浙東學派大師

劉宗周（1578～1645），於儒家思想之研究別具卓見，尤其推崇孔孟仁義之說。

明末年間，屢試不第，於是寄情山水，賦詩言志，撰文論述，弘揚儒家道統。

其學術理論，主張「道無盡，知亦無盡」（《大學辨》），儒道合一，重視心性

修養，極力反對宋明以來之迂腐封建禮教思想，對宋儒周敦頤（1017～1073）、
朱熹（1130～1200）之理學多有尖銳批評。其人高風亮節，不屈權貴，立地頂

天，不與培塿為類，有傳統儒家學者風範，為學德高尚之表表者。明亡而不

為清人利誘，潛心歸隱著書，盡見特立獨行之儒者風骨。明末遺老黃宗羲（1610
～1695）與陳確為同門友，交情深厚，曾謂其「學無所依傍，無所瞻顧，凡

不合於心者，雖先儒已有成說，亦不肯隨聲附和，遂多驚世駭俗之論」（《陳

乾初先生墓誌銘初稿》），評述篤實可信。 
乾初先生，天才絕出，精曉書法、篆刻、音樂、彈棋雜技，文藝修養豐

廣，一生好學不倦，讀書無數，著作等身。《葬書》乃其特意針貶封建思想，

而又最具批判力量之代表作。此書《四庫全書》（編撰於 1773 年）未有收錄，

可見清人對其思想及影響力之顧忌。陳氏《葬書》於其死後一百七十多年後

才刊行面世，清人政治逼迫遺老學者於此亦略可知矣。誠然，是書刊出亦未

為清世士人高度重視，歷來論述及辨析此書者不多，能將之條分縷析討論而

別開格局以辯證者更少。今孫廣海博士出版之專題著述，將乾初先生書中偉

論作全面而深邃之剖析闡發，能填補幾百年來古今論者之不實不足，居功匪

淺，為研究清代學人思想之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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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孫廣海博士，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乃同

門學長，其人儒雅淳厚，正直不阿，學問豐腴，見識廣博，經史詩文，辭章

考據，無不通達。孫博士致力於中文教學，積學四五十年，一直教研兼修，

黽勉上進，於餘暇擔任大學兼職導師，敬業樂業，啟導後學，孜孜不倦。又

常賜我文稿，論講研究，惠以南針，廣資教益。廣海賢兄研治學問，別具心

法，不但審慎精細，涉獵廣泛，而且用功過人，辨析事義，建構理論，細緻

深邃，一絲不苟，其論析解說，輒多過人之見，於學術界貢獻有嘉，成就之

宏大，無可限量。鄙人不才，學殖荒落，識見淺陋，茲讀孫氏大作，眼界大

開，獲益殊夥，不勝幸焉。今承所命，撰文引介，惟瓶管之見，紕繆之言，

只在濫竽充數，於學問大道茫然而無所寸進，愧為之序焉。誠然，珠玉在前，

讀者自有慧眼辨識。孫博士此鉅著刊行必為學界大放異彩，振興文教，惠澤

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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