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收錄有關李贄《九正易因》一書之研究論著，包括專書一部、論文兩篇。

李贄向被視為反傳統的異端，然《九正易因》作為李贄生平最後一部著作，實代表李贄對

儒學之正面表詮，故筆者以《異端的儒學──李贄《九正易因》闡論》一書作一申發。全書共

分五章，第一章以「一條擴展李贄與儒學研究的新路徑」衡定其書研究之價值。第二章申明其

書以文王孔子之神聖為法的基本態度，則知其所謂「反傳統」，乃據儒者聖王之理想，批判專制

現實之悖離，面對此理想與現實相違的狀況，李贄之易學詮釋，亦著重闡釋文王「深於憂患」

之智慧。其下三章則首先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題，闡釋《九正易因》所展現之真道

學精神，又細分三節作申述：仁者襟懷之具體表現、萬物一體之精神境界與仁者修養之反求諸

己。第四章則題為「蒙以養正──藉《九正易因》之〈蒙卦〉解重探〈童心說〉之真諦」，藉

由〈童心說〉與李贄解《易》之義理融貫，使「童心」即「人之正性」一義得以充分彰明。由

於李贄於〈乾〉申揚聖凡之平等，於〈坤〉又強調「君尊臣卑之正道」，故第五章再由此兩種

看似相反的形象談起，反思李贄與儒學在專制時代之矛盾困境及其價值重估。

〈從李贄對蘇軾學術之評價考察其思想之建樹──以《九正易因》對《東坡易傳》之徵引

討論為核心〉一篇，旨在申明李贄特加看重蘇軾易學，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可謂乃以「萬物

一體」之精神，既能掌握洛學言道德性命之精微，且更尊重、吸納蜀學之優長，故能消融洛、

蜀二派之對立，展現「君子和而不同」之修養與胸襟。

〈從《易因》到《九正易因》──論李贄易學詮釋之發展與完成〉一篇，由李贄從《易因》

之撰作至《九正易因》之改訂，觀察其易學詮釋之演進，可知其中許多重要主張，在《易因》

中已然大備，然其時仍有較多的看法依循前儒之說，並廣納朋友之見；而至《九正易因》之定

稿，則重在闡明個人獨特的見解並勇於提出體例之創新，自二書內容之變與不變中，李贄易學

詮釋之特殊內涵及其意義於茲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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