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是對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這部家塾《詩》學教育讀本所做的綜合研究。第一章

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說明本書的選題意義及研究範圍。第二章論述呂祖謙的身世和學術思想。

呂祖謙復雜的成學背景和學術體系，使很多研究者在探驪得珠之前，免不了要花費一些辛苦

功夫，所以本章除了概述呂祖謙的家世、傳略和主要著作之外，另對其「中原文獻之傳」和不

入《宋史‧道學傳》給出新的解釋。這些努力意在還原呂祖謙的本原面貌，為論述《呂氏家塾

讀詩記》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基礎。第三章從宏觀角度論述《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成書、體例及

版本等重要內容，並重點考訂明清兩代所刻《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列的四十四家姓氏和四十一

條引用書目。第四章是全書的核心，以《呂氏家塾讀詩記》與呂祖謙學術體系的互動關係為著

眼點，討論呂祖謙對前人的繼承及其創新，論述其《詩》學觀念的演遞及其解《詩》的內在

理路。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以《公劉》首章為限，比較《呂氏家塾讀詩記》前後兩稿的差異；

第二節從呂祖謙的主觀方面解釋了呂祖謙尊信小序的原因；第三節重在闡述呂祖謙解《詩》的

內在理路，并將呂祖謙的《詩》學觀念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聯繫在一起；第四節論述呂祖謙

的《詩》學觀念與其理學思想的契合。第五章是本書的總結部分，重在評述《呂氏家塾讀詩記》

的特點及其影響。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詩記》這部家塾教育讀本中，體現了其宏闊風範和廣

博學識，這將激勵讀者內之成己，外之成物，並成為學識和性情的深厚積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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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宋代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作為研究論題，有著諸多的前期

因緣與個人喜好因素。我讀高中時，偶及朱子《大學章句》「格物補傳」諸

句，心中非常激動，似乎找到了一種真理，自此，我便堅信此語，以求「豁

然貫通」之功。此後，我負笈千里，就讀於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基地班。

大學三、四年級，我便在羅國威老師的指導下研讀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

《詩集傳》、《楚辭集注》三書，初步積累了朱子學與宋代理學的相關知識。 

在閱讀朱子的文章時，呂祖謙以朱子好友的身份進入我的視野。後來，

我讀《宋史‧呂祖謙傳》，上面說他少時性情卞急，後讀《論語》「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一語，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終生無復慍色。宋儒周敦頤說「聖

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這話用在呂祖謙身上

最合適不過，我對呂祖謙的崇敬亦由此而生。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對我來說，宋代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時代，因為宋代對士大夫最為優禮；

而於宋代學者中，我最欽慕朱子之學問，最服膺呂祖謙之性情。「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讀呂東萊之書，可以想見其溫柔敦厚之風神。我輩讀書志學、處

世立身，亦當如呂東萊那樣，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成己成物。在孔門高弟中，我最喜子貢，而呂祖謙亦能兼具子貢經世致用之

精神，這也是我把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作為畢業論文選題的追求目

標和個人情感因素。 
2008 年 11 曰 9 日，這篇書稿完成。此文從選題、開題到撰寫歷時兩年半，

儘管其中還有很多需要進一步論證和完善的地方，但此時此刻，我仍然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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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的喜悅。此後，我對初稿稍作文字校訂，本文便成為我碩士畢業論文的

定稿，並在 2009 年的碩士論文答辯中被評為北京師範大學優秀畢業論文。 
在本書中，我對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做了一些

簡要的論述。至於呂祖謙與朱子在《詩》學上的差異，已有臺灣東海大學洪

春音所著《朱熹與呂祖謙詩說異同考》（1995 年碩士學位論文）和四川大學姚

永輝《朱熹與呂祖謙關於詩經的四大論辯平議》（2005 年碩士學位論文）兩篇

高水平的論文，因而文中就不再重複論述。再者，至於呂祖謙釋《詩》之方

法、字句之考訂、對前人詩說之批評，已見於臺灣東吳大學郭麗娟所著《呂

祖謙詩經學研究》一文（1994 年碩士學位論文），惜乎我在撰寫這篇論文當中

未能見到此文的全稿。正是因為有了當前學者的深入研究，才使我撰寫這篇

論文時頗覺疏朗，如果說這篇論文或多或少還有一些可以採用的地方，那肯

定離不開前人所打下的堅實研究基礎。對我來說，要理清呂祖謙《詩》學的

內在理路及與此相關的複雜學術體系並非易事，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並不是

三年五載的時間就能完成，所以，我的這些探索也只是一家之言，愿就正於

方家。 
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三年中，導師韓格平教授的關懷與指導使我對古

典學術研究有了特別的溫情與敬意。天普大學的終身教授徐開彬老師，我的

母校四川大學羅國威教授、劉長東教授等恩師，在這幾年來都曾以不同的方

式對我的學習和生活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在論文的寫作之中，我與方韜師兄

的討論最多，他極大地拓展了我的視野和思路。後來成為我妻子的李娜同學

更是默默地幫我搜集整理了不少資料，讓我能夠以平和的心態讀書志學。因

此，這篇論文不論何時，都會是與大家一起快樂學習的紀念，成為我在北京

師範大學的美好回憶。 
2009 年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我因深深見知於廣東廣雅中學的何冠南

校長和何麗萍主任，欣然接受這所百年名校的教職。入職之後，又在葉麗琳

校長、何冠南校長等師長濃厚教育情懷的鼓舞之下，深切地體會到「得天下

英材而教育之」的快樂。驀然回首，我才驚覺自己已離開古典文學研究前線

五年有餘。這五年之中，學界對呂祖謙及《呂氏家塾讀詩記》的研究又有不

少進步，令人不得不有「天上七日，人間千年」的感慨。我原打算將這篇書

稿做永久的雪藏，未想蒙業師羅國威教授不棄，將其推薦給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的楊嘉樂老師，因而有了這個見正於方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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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於河北衡水，衡水的歷史上出過董仲舒和孔穎達兩位大儒，這頗令

我自豪。回味這些年的讀書經歷，遙想古人風範，真可謂書劍飄零，一事無

成。不過，在將來的日子裏，不論窮通，我都愿踵武前賢，在學術研究上盡

自己的一分心力。 

 
劉炳瑞  謹識 

2014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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