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胡居仁（1434 ～ 1484）作為明初思想大儒，但他的思想往往被輕忽抑或被誤解，在眾多的

哲學史當中，胡居仁往往被其同門陳獻章的思想光芒所遮掩，故而不予載錄，在許多資料文獻

中胡居仁也往往以陪襯的方式，與其同門陳獻章出現。即使有所提及，也往往因學者的輕忽而

誤解其思想核心，在許多的期刊、講義、文章中對於胡居仁的理氣論，多數學者往往緊抓胡居

仁在《明儒學案》中：「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為」的條目，而以偏概全認胡居仁有「氣

本思想」抑或是「主氣論者」，更有學者認其有「氣本」思想之先導地位，然《居業錄》當中實

並無載錄《明儒學案》此一條目。而觀胡居仁所著《居業錄》一文，也能發現其理氣、心性論

恪守程朱思想基底，這也呼應《明史》論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

錯。」總的來說，胡居仁在理氣論與心性論的基礎上恪守程朱體系，是有其深遠的原因，他身處

在佛老之學、心性之學逐漸蓬勃的背景下，且此時程朱之學已漸趨頹勢，他又是以程朱為道統，

恪守其思想體系的大儒，故而程朱體系中形上學的嚴謹性，對胡居仁來說有著重大意義，因為

其對於此學術氛圍所要做的批判，乃是基於「為學工夫」與「學風思潮」上的問題，故而，胡

居仁的理學思想焦點，實是為了拓展自己對抗此時代心學思潮與功利氛圍的「為學工夫論」與

「經世致用論」。

於是本文第二章中乃梳理胡居仁理氣、心性論上的脈絡，一方面補正時人對胡居仁理氣論

上的偏誤，一方面分疏其心性論上對「心體」地位提高的意義，旨在說明其形上思想做為鋪墊

其工夫論與經世論之意涵。第三章中處理工夫論的問題，指出其特有的「讀書工夫」，實是為了

回應當時的功利思潮，與規勸當世學者不要陷入「高者入空虛，卑者流功利」之弊端。第四章

由「政治思想」與「國家體制之制定」兩條脈絡做分論，旨在說明胡居仁有別於此時代學者，

只有獨善其身的「內聖」思想，其更有兼濟天下的「外王」特質，且在這當中，更有著對國家

體制改革的策論思想，這些策論的本質與工夫的內涵，實奠基於其身為理學家修立教化之精神，

故而不論是格物窮理上的工夫思想，抑或是改革體制的經世思想，皆以「德」之本心貫穿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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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夜幕低垂又沉靜著，為這個夜晚的夢鄉人披掛上安穩的夜衣，恍

惚之間卻又無比真實。望著眼前已經完稿的論文，還有那整面跟哲學有關的

厚重書牆，在按下儲存的那一瞬間如釋重負一般，終於把這三年來的人生課

題踏踏實實的完成了，心裡的激動與雀躍一瞬間又化為釋懷的放鬆，消解了

心中的澎拜，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感恩與感謝。眼前回憶起初寫論文時的種

種，這歷歷在目的幻燈片，才發覺這本論文的產出，是身邊許多人無條件的

支持才得以順利完成。 

從找尋論文題目開始，便時常穿梭在田富美老師的辦公室裡，還記得當初

找到題目時帶著雀躍的心情與老師分享的那一刻，而老師也立刻告訴我題目所

延伸出的各種方向。那天傍晚，我踏著歡快的腳步從銘傳大學的山上輕快的躍

步著，腦中甚至還不斷架構著老師所給予的方向，以及接下來所要研究的各種

資料，即使已經到了地下室，發動了這幾年陪著我通勤的摩托車，依然旁若無

人般的不斷構思，回過神的瞬間才發現我已經騎在發動的摩托車上！ 

還記得當時碩士的課程中，也有許多的課堂報告要完成，我很感謝銘傳

大學碩士班中教導我的老師們，他們都知道我對繁忙的事務總會異常焦慮，

每個老師的課堂報告也都試著讓我結合所要撰寫的論文內容，這也讓我在碩

一、碩二的修習階段中，依然能不間斷的構思論文的內容架構。還記得林平

和老師的報告要同學們閱讀與評判論文，我選擇閱讀鍾彩均教授關於羅整菴

理氣觀一文，這也促進了我對明代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間接讓我踏入了

研究胡居仁思想有其關鍵原因；游秀雲主任雖然以紅樓文學見長，但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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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課堂報告，讓我去深入研究歷代女官的制度，這也間接讓我聯想到政

治制度的相關內容，也促進了我對胡居仁經世思想上的發掘；而陳溫菊老師

關於國學理論的教導，也紮實了我以前對古典國學理論上的薄弱，還記得論

文中的理氣論章節，就是在溫菊老師的課堂報告上催生出來的；而陳啟仁老

師對於邏輯思辯上的能力訓練，也讓我能在如此繁多的研究資料中找出許多

連鎖關係與脈絡；特別感謝梁麗玲老師，知道我面對龐大的課堂報告與論文

事務會有心理問題上的焦慮，老師給我的期末報告總是以我論文上的研究進

度做展示。最後，我要感謝的是指導老師田富美教授，老師即使後來到了台

北教育大學任教，依然不停地督促我、教導我，還記得當時我從未接觸過宋

明理學相關的內容，也是老師給予了我許多方向，讓我能在這些日子中不斷

的累積，也讓我有能力，把宋明理學的論文能研究的有條有理且論述清楚，

老師給予的意見往往能促進我更多的思考，記得當時原本的論文架構只是要

把胡居仁的理氣、心性、工夫論做研究主體，以供往後學者對明初儒者的參

考，但是隨著深度的剖析與跟老師的討論，漸漸意識到胡居仁的思想有更多

的核心要點可以發掘，也促成後來在研究中，胡居仁與朱熹思想架構上的比

較研究，還有胡居仁以工夫思想、經世思想為主軸的救國救民之論調，這些

有關胡居仁思想上特殊的內容，都是老師不厭其煩的遠距討論與教導才促成

的成果。 

最後，我要感謝身邊的家人朋友們，在我這段不事生產的時刻讓我沒有

金錢上的後顧之憂，也要謝謝我的女朋友黃琦，明明不是中文與哲學的本科

生，還是認真地聽我對胡居仁思想上的暢談，每每因為有她認真的聽我說，

讓我在講述的過程中產生對研究上的新發現，也讓我在這三年孤獨的學術道

路上，有一個堅實又深厚的夥伴，讓我在這條學術道路上總是帶著正面的探

索心情去完成這個研究。畢業在即，心中充滿無限感恩，最後感謝一路上未

提及的家人、朋友與共時性下所遇到的人事物們，謝謝你們讓我在人生道路

上更加的圓滿與更多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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