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周禮》，前稱《周官》，為《十三經》之一。《周禮》的成書時代一直為學者關注的問題。 

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晚年撰作《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一書，旨在找出 

《周禮》的成書時代及中心思想。徐氏從《周禮》各種制度的內容作分析，與其他文獻內容作比

較，並按古代思想發展的線索作驗證，認為《周禮》為王莽草創，而成於劉歆。在研究過程中，

徐氏點出《周禮》一書的經學問題，如《周禮》非古文經、《周禮》為古文經始於許慎說、鄭玄

注《周禮》的訓詁用詞等，皆具有學術價值。

本文以探討徐氏《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為中心，以文本細讀、比較同期學者的

研究等方法，考察徐氏的說法是否恰當，並論及其研究的價值與影響。第一章先概述徐氏的生

平及學術成就；第二章論及徐氏研究《周禮》的緣起，並追溯徐氏《周禮》學的源起及衍生的

流派。第三章分析徐氏《周禮》學；第四章指出徐氏《周禮》學的研究特色；第五章比較徐氏

與當代學者的《周禮》研究；第六章總結徐氏《周禮》研究的貢獻和不足。筆者認為徐氏的說

法值得商榷，但其以思想發展考察成書時代的方法和文中提及的經學問題，則具有學術價值，

並影響往後的《周禮》研究，值得受到重視。

作者簡介

郭成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於香港神託會培基

書院任職中國語文科教師，兼任聯課活動主任。學術興趣在周禮、經學、先秦諸子等方面，學

士論文為〈《周禮》杜子春注研究〉，在碩士班研讀期間獲得夢周文教基金會獎學金殊榮。



 
 
 
 

何廣棪教授序 

 

－序 1－ 

郭成東〈徐復觀《周禮》學研究〉序 
 

何廣棪  新亞研究所教授 

 

 

 

 

 

《十三經》之《周禮》素稱難治，研究者撰文論辯，往往齟齬不休。前

人研治此經，兩漢以迄隋唐，則著重於注疏；北宋而至晚清，則放眼於考究

其書之撰人及其書之真偽。撰者窮篇累牘，所成篇卷之富，足以充柱盈屋。

民國以後，學人對《周禮》之研究又另開新頁，如徐復觀教授撰就《周官成

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即展開對《周禮》成書及其書之思想進行多方面之

新探研，因而引起同時代學人爭相討論。廿年前，余仍任教臺灣華梵大學東

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時，即有同事金春峰教授撰著《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

化與時代新考》，用與徐氏商榷。其後，大陸學者彭林教授則撰〈《周禮》成

書年代研究〉，張國安教授亦撰〈《周禮》成書年代研究方法論及其推論〉加

入切磋，辯論氣氛頗見熱烈。 

至本書撰者郭成東君，亦篤嗜《周禮》，畢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其所撰之學士論文即為〈《周禮》杜子春注研究〉。郭君所憑據者雖僅為

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錄得之杜子春注 189 條，然其論文探究

深邃，考據綿密，故亦厚有所獲，為其他日跟進研治《周禮》，打下良好基礎。 

溯余二零零九年暑期自臺灣退休，乃回歸母校新亞研究所服務。二零一

五年九月，郭君考入本所碩士班文學組，隨余問學。修業期間，勤攻書卷，

成績優異，屢獲師長推譽，榮獲本所頒發「夢周文教基金會獎學金」，亦良難

也。郭君修畢學科學分後，乃與余斟酌碩士論文之選題。余以其既熟習《周

禮》，入所後又好鑽研徐復觀教授之著作，爰以〈徐復觀《周禮》學研究〉為

題，指導其論文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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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君論文，以探討徐氏《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一書為中心，

著重考察徐氏立論之當否，從而論及其書研究之價值與對後人之影響。全文

凡六章，遍及於徐氏生平與學術、徐氏研究《周禮》之緣起、徐氏之《周禮》

學、徐氏《周禮》學之特色、徐氏與當代學者《周禮》研究之比較，最後且

考及徐氏《周禮》研究之貢獻與不足。內容既富贍，結構又完整，修辭安雅，

考究且見深度。即其附錄之〈《周禮》與《逸周書》對照表〉、〈《周禮》與《大

戴禮記》對照表〉亦寫來認真細緻，頗有參研價值。論文撰成後，郭君出席

答辯，對答如流，講論清晰，甚得鄧國光教授、許子濱教授二位校外考試委

員好評，成績甲等。 

邇者，余遊臺北，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編輯杜潔祥先生與余

談及郭君此書，多予褒譽，慨允給予出版，余固樂觀厥成。郭君請序於余，

爰將其治學業績及撰作論文之經過，縷述如前，謹以為序。 

西元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何廣棪撰於新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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